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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GUO TUSHUGUANXUEBAO

●秦淑贞

论古籍书目数据库规范化

　　ABSTRACT To bu ild a b ib liograph ic data base fo r Ch inese ancien t

book s shou ld in the first p lace standard ize the b ib liograph ic data of ancien t

book s. W hat coun ts in to take the " Ch inese M ach ine2readab le Cata log

Fo rm " as the Standard ized fo rm and the "A ncien t Book Cata loging R u les"

as the criteria, to adop t the " C lassif ica t ion fo r Ch inese Book ( 3rd

Edit ion ) " and the "C lassif ica t ion of the Genera l Cata log fo r Ch inese A n2
cien t Book s" as the standard of classif ica t ion and to u se the "Ch inese C las2
sif ied Sub ject T hesau ru s" as the index ing basis, the GB 2312280 and ISO

10646 character set as the w o rding basis.

KEY WORD S A ncien t book s　B ib liograph ic data bases　Standard iza2
t ion

CLASS NUM BER G356. 1

　　用计算机进行普通图书编目, 已在大中

型图书馆普遍实现, 为图书情报信息的充分

揭示和快速交流提供了优越条件。用现代化

手段代替手工编目, 也是广大古籍编目人员

的夙愿。中国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已

经决定, 在编纂《中国古籍总目》的基础上筹

建中国古籍总书目数据库。

对于如何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 有

关专家提出了两种设想: 一种是建立中央数

据库, 参加者配置终端, 做联机编目; 另一种

是参加者在各自的计算机上用统一的软件做

数据, 然后进行数据交换。但这两种设想实行

起来都有困难。据对全国 21 家省市公共图书

馆和 2 家大学图书馆的调查 (结果见表) , 各

馆的书目数据库起步时间不同, 使用的编目

软件也不同, 第一种办法很难实现。在计算机

广泛应用的形势下, 第二种办法有可行之处,

但要求用统一的软件编目, 让已经投资购置

了一种编目软件的馆, 另外投资专为古籍编

目购置软件, 从经济条件来说不大可能, 尤其

是古籍不多的图书馆更不愿意这样做。因
　表　23 家图书馆书目数据库状况调查 单位: 个

软件种类 普通书目数据库 古籍书目数据库

ILA S 17 1

息洋 2

ILA S 和息洋 1

自编 3

未用 3 19

合计 23 23

此, 笔者提出修改意见, 即参加者在各自的计

算机上用不同的编目软件, 按照统一的标准

做出规范化的古籍书目数据, 通过联网或交

换数据, 将结构相同的书目数据有序的合并、

累积, 汇集成庞大的中国古籍总书目数据库。

实现这种办法的关键是古籍书目数据规范

化, 达到六个统一, 即: 要有统一的机读目录

格式; 要严格遵守统一的著录规则; 要使用统

一的分类法; 要使用统一的主题标引依据; 要

使用统一的字库; 在各馆中要和普通图书统

一建库。

下边结合北京市委党校图书馆进行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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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数据库规范化研究和试验的体会及实践

谈谈自己的看法。

1　以《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为古籍书目数据

库的规范化格式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从 1989 年就以《中

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为题名出版并投入使

用。相继出现了依此研制成的文津、ILA S、息

洋等图书馆自动化软件。1996 年 2 月 6 日正

式批准它为我国文化行业标准。《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化行业标准: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Ch i2
na M A RC　Fo rm at W H öto503296》于 1996

年 7 月 1 日实施。它适用于中国国家书目机

构同其他国家书目机构之间以及中国国内图

书情报部门之间以标准的计算机可读形式进

行交换的信息, 在数据规范方面为书目数据

库的建立和书目数据处理提供参照或依据。

由于格式编制的主要依据是国际图联的U 2
N IM A RC 以及我国出版物的一些特殊情况

和规则的新变化, 不考虑那些不采用 ISBD

规则的用户的要求, 所以无论在哪一种编目

软件上操作, 只要按照 ISBD (A ) 的著录要求

去做, 依照《中国机读目录格式》著录, 就能做

到古籍书目数据库格式规范化。例如 古籍

“四库法”分类标引在 ILA S 原软件中没有它

的固定字段, 我们依据《中国机读目录格式》

中的 615 主题类目字段的说明, 把 615 字段

加在 ILA S 编目软件中, 作为“四库法”类目

标引专用, 既合理又规范。

2　以《古籍著录规则》作为著录内容规范化

的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古籍著录

规则UDC016: 408. 4 GB 3792. 72xx》是为古

籍书目记录进入我国统一的文献报道和检索

体系, 开展国内外信息交流, 更好地开发利用

古籍资源而制定的。它是依据《国际标准书目

著录 (古书)》[ ISBD (A ) ]制定的。因此, 严格

遵照《古籍著录规则》做出的书目数据, 就能

达到著录内容规范化的要求。同时, 从《古籍

著录规则》和《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的关系来

看, 可以肯定地说, 两者是完全互相适应的,

见下图:

ISB D
↓ ↓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 中国古籍著录规则
↓

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

3　采用《中图法》第三版和《中国古籍总目》

分类表作为古籍分类规范化的标准

对于古籍分类问题, 国家历来没有做出

过统一规定, 图书馆界同仁的意见也没有达

成一致。主要的意见有两种: 一种主张用《中

图法》, 一种主张用“四库法”(又称四部法)。

从古籍分类的实践来看, 两者各有利弊。《中

图法》是中国图书分类的国家标准, 是当前中

国最有权威的图书分类法, 图书馆要建立统

一的书目数据库, 古籍的分类应和普通图书

的分类一样, 采用同一的分类标准——《中图

法》第三版。此外《中图法》以现代学科立类,

列类细致, 科学性强, 适合于目前大多数中青

年读者的分类检索习惯。但是, 古籍的内容庞

杂, 常常是文史哲不分家, 因而不容易恰当地

按《中图法》分入现代学科类目。因此, 只用

《中图法》给古籍分类是不够的。为了深入揭

示古籍内容特点, 还应采用四部法再一次对

古籍分类标引。“四库法”集我国古代图书分

类法之大成, 有完整的分类体系, 适应了古代

图书及科学发展的形势。尤其是《中国古籍总

目》分类表, 它比《四库全书总目》分类表更

好。它在“四库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吸引了

《中国丛书综录》、《江苏国学图书馆总目》、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几个收书较多、影响

较大的书目分类表的做法, 对类目进行调整,

有增有删有变有移, 把丛书单独列部, 它继承

了四部法的优点, 对古籍的适用性更强了,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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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性更大了, 能把古代至民国时期出版的古

籍都收进去。然而采用两种分类法同时对每

一部古籍分类, 在手工操作时是难以实现的,

现在用计算机代替手工操作, 使这一设想成

为现实。这种做法体现了两法的优点互相弥

补、两法的缺点互相克服的优越性, 两法的分

类结果互相校正, 使古籍分类质量更高, 还同

时为读者提供了两种分类检索途径, 更加方

便了读者。

目前,《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中已经有了

《中图法》类号的固定段, 即 690 字段, 而没有

明确的四库法类目标引固定字段, 只有一个

“615 主题类目”字段。由于《中国古籍总目》

分类表是根据古籍的内容主题来设置类目

的, 所以把《中国古籍总目》分类标引放在

“615 主题类目”字段, 直接输入类目标引的

汉字即可。例如:《京氏易传》按《中国古籍总

目》分类表分类后, 标引为“615 ○d a 经部易

类传说”, 检索时输入主题类目标引“经部易

类传说”就可以检索到《京氏易传》、《焦氏易

林》、《周易》等著作。

4　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作为规范化的古

籍主题标引依据

从检索的角度来看, 人们根据事物的主

题概念直接用汉语词汇进行检索, 直观性好,

又可以把不同类别同一主题的事物集中在一

起, 比用分类检索更快捷方便, 尤其是对不容

易归入现代学科的古籍来说, 用主题进行标

引更显得必要。为使古籍主题标引工作规范

化, 应该采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作为古籍

主题词标引的统一依据。《中国分类主题词

表》是一部大型综合性的信息文献标引工具,

相当于一部扩充了的《汉语主题词表》, 又是

一部主题词型的《中图法》第三版类目相关索

引, 是中国最新的主题标引工具, 有国家标准

的同等效力。用它可以将分类标引和主题标

引同时完成并互相校正, 可以降低标引难度,

提高标引质量。具体做法是: 用它对古籍标

引之后, 直接著录在《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的

“606学科名称主题字段”。

5　以 GB 2312280和 ISO 10646字符集为古籍

著录规范用字依据

《古籍著录规则》第6. 1条规定, 汉字古籍

著录使用规范的繁体汉字。笔者认为, 古籍著

录能用规范简化字的就用简化字, 否则再用

规范繁体字。现由是:

(1) 书目数据库只是一种存贮和检索书

目信息的工具, 只要能达到存贮和检索目的

就可以用简化字著录古籍。

(2) 用规范的简化字著录符合国家文字

工作政策。汉字由繁到简本来就是汉字发展

的总趋势, 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联合国

文件的中文文本用的就是规范的简化汉字。

我们用简化字著录古籍, 是对古籍的宣传, 符

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而且, 使用简化汉

字, 适应广大中青年读者的阅读能力, 通过简

化字检索到繁体字古籍, 还能丰富他们的汉

字简化知识。

(3) 用简化汉字著录古籍有利于图书馆

综合性书目数据库的建立。目前《中国机读目

录格式》规定使用的字符集是 GB 2312280《信

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õ基本集》, 并在国

际标准化组织登记。该字符集包括规范汉字

6763个, 其中有简化字, 也有常用规范字。正

在使用中的普通图书编目软件“ILA S”、“息

洋”、“文津”等, 都只能用固化在计算机中的

6763个汉字进行工作。如果古籍著录和普通

图书著录共用一个字库, 就利于古籍书目数

据库和普通书目数据库互相融合, 建成统一

的综合性书目数据库, 便于书目数据的管理

和检索。

(4) 用简化汉字著录古籍不会影响对外

文化和信息交流。我国是汉语使用的主导国

家。我国推行简化汉字的政策, 在国际上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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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秦

营造友好的图书馆“用户界面”

　　ABSTRACT T he foundat ion, st ra t if ied st ructu re, con ten t and fo rm as

w ell as the friendly criteria of lib rary u sers fo r con struct ing a lib rary

friendly in terface are indica ted. To bu ild the in terfacia l friendsh ip is the

target tha t the lib rary m anagem en t w o rk pu rsu its. T he scien t if ic level of

the lib rary m anagem en t can be est im ated by the degree of in terfacia l

friendsh ip.

KEY WORD S L ib raries　U ser in terface　R eader services

CLASS NUM BER G252

　　解决用户和读者如何利用图书馆的问

题, 可从多方面入手, 进行“综合治理”, 其途

径之一, 就是努力营造图书馆友好的用户界

面。

其实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用户界面和图书

馆的用户界面, 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为

图书馆也是信息系统, 而且是比较复杂的信

息系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图书馆的服务

更加直接面向用户、面向读者, 因此, 营造具

有方便、灵活、全面的服务功能和操作方便、

直观易懂的用户界面, 就可以使图书馆在日

益激烈的信息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 本文中所称的图书馆用户界面, 又

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用户界面有所区别, 它

是图书馆与用户、读者的直接接触面。

大的影响,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已将我国的

简化字作为他们华文的规范文字。许多全部

用简化字和规范汉字出版的刊物正常对外进

行国际文化和信息交流。因此, 用简化字和规

范汉字著录的古籍书目数据库也不会影响对

外的文化和信息交流。

1996年3月14日 ISO 10646大字符集正式

颁布。此国际标准化汉字字符集收入了中、

日、韩三国的汉字20902个, 其中包括6763个

GB 2312280中的汉字, 也有简化字的繁体字

形, 简体字和相应的繁体字形式可以互相转

换, 使用更方便, 因此, 可用 ISO 10646字符集

作为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的统一规范字符

集, 个别字没有简化字时用规范的繁体字。

古籍是全中国的宝贵文化遣产, 各馆应

该把古籍书目数据和普通书目数据融合在一

起, 建成各馆的统一综合性书目数据库。只要

是按照上面的五项措施建立的, 就都是规范

化的古籍书目数据库, 当然也是统一的综合

性书目数据库。在某个字段加上“gj”符号使

古籍书目数据和普通书目数据区别开来, 通

过联网或数据交换, 就能合并成为中国古籍

总书目数据库。

秦淑贞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图书馆工作。通讯

地址: 北京车公庄6号。邮码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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