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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笔者收集到 1950～ 1995 年的 45 年间,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报刊发表的有关连续

性出版物编目与目录组织方面的论文共 310

篇。从数量上看, 基本上呈平稳上升趋势, 其

中 1983 年和 1992 年出现了两个小高潮, 分

别是 30 篇和 35 篇。前者与当时刚引进与消

化 ISBD (S)和AA CR 2 有关, 那一年, 这方面

的论文就占了 14 篇; 后者中探讨《连续出版

物著录规则》的论文占了 16 篇, 这是由于对

它的学习、使用已转入研讨并进入盛期所致。

考察 310 篇论文的内容, 在时间上大体

年 1950 1953 1957 1960 1961 1964 1965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篇 1 1 2 1 1 6 1 1 6 12 10 18 30

年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计

篇 6 14 14 17 18 20 17 20 35 20 18 19 30

呈由浅入深, 由窄向宽状态。50 年代只有几

篇知识介绍性的文章: 60 年代集中于丛刊编

目, 其中译文较多; 70 年代侧重探讨改进传

统的编目规则与方法。进入 80 年代, 在全国

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活动的推动下, 以介绍

ISBD (S) 为起点, 在起草、推广和探讨《连续

出版物著录规则》的过程中, 研究主题迅即拓

宽, 基本上覆盖到目前涉及的范围。80 年代

初期, 因探讨自拟编目方法而涉及的著录项

目问题, 形成了一个短期的小兴奋点, 此外,

还有几个热点一直持续到现在, 如更名后的

著录、对《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评价、题名著

录、机读目录、版本问题、目录体系、篇名目录

等。至 80 年代后期, 论述面逐渐专化, 并显现

深化苗头。90 年代以来, 研究主题除上述热

点仍存在外, 又形成了几个新热点, 如标准

化、责任者著录、联合目录等, 深度又有所加

强。居芳菲、谈金铠、叶树声、罗健雄的论文,

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分析透辟, 论证深

刻, 颇有见地和影响。

2　50 年代情况

50 年代的图书馆学书籍里多有连续性

出版物编目方面的内容。翻译的几种前苏联

有关著作[1～ 4 ], 对定期刊物和连续出版物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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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著录分别作了规定。报刊著录其名称、

题下项、出版项 (包括出版地和出版年)、题上

项和附注, 用悬行法排列, 子目另用一张卡片

记载 (有的再用一张卡片作变更记载) , 改名

者的新、旧名分别著录并注明相互关系。连续

出版物只有总名者, 应著录出版它的团体名

称、出版物名称、创刊号、出版地和创刊年、题

上项、附注, 子目仿报刊著录。对有单独书名

的连续出版物, 按前法编制总著录部分, 子目

则按丛书著录。若只有部分分册有单独书名,

为它作单独著录, 在子目内列出所有的分册。

这些著录方法对当时国内的编目工作及论著

具有一定的影响。

当时国内与编目有关的书籍中, 存在着

几种著录方式: 一是参考了前苏联的著录方

法, 如期刊著录名称、题下项、编者、出版 (年、

地、者)、总册数 (机关团体名称)、附注、提要

诸项, 将连续刊物 (丛刊)分三种情况著录。如

刘国钧等著《图书馆目录》[5 ]。二是读者目录

只著名称、出版地及馆藏年月卷期号, 公务目

录则使用登记卡加著编辑处、出版处以及期

刊来源, 对这几项的著录方法稍作具体规定。

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印的《图书补充工作

·期刊工作》[6 ]。三是沿袭国内以前的做法,

如期刊著录名称、编辑处, 出版处、出版经过

(创、停刊、刊期变化等)、馆藏情况。如程长源

著《机关图书馆工作》[7 ]等。从著录实际工作

和有关条例、规则[8, 9 ]看, 从本世纪初到解放

前夕, 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稍详的过程, 从著

录详简角度观察, 50 年代基本上处于停滞状

态, 和 40 年代以来国外编目规则转详的趋势

颇有不合, 直到 80 年代初, 我国才出现著录

从详的苗头。

3　丛刊著录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期发表的论文和

译文都是讨论连续出版物 (丛刊) 编目的, 这

是由于国内以前这类型出版物较少, 编目时

未予特殊关照, 自从前苏联引进有关此类出

版物, 并且前苏联当时正在讨论它的编目方

法问题, 故而成了热点。国内的讨论是从丛刊

到底算书还是算刊开始的, 大部分论文认为

它应算书[11～ 17 ] , 理由是它往往是某一专题的

论文集且有分册书名, 甚至是一部完整的专

著, 它没有固定的专栏, 因之应当作为书籍著

录; 有人认为它具有期刊的全部特征, 是期刊

的一个类型, 作刊处理可以节省人力、物力,

能与读者早日见面, 排架集中, 查找方便[18 ];

还有人提出丛刊是一种独立的类型, 应制定

全国统一的丛书丛刊著录规则[19 ]。这一讨论

后来以把丛刊按《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著录

而暂告中止, 但因为该规则对报纸、年度出版

物和丛刊著录的具体规则欠缺, 对有分册题

名的丛刊的处理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因而

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妥善的解决。

4　改进传统编目方式的探讨

在《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没有拟订之前

这方面的规则有: 上海市报刊图书馆 1955 年

编印的《期刊资料编目规则》; 新疆《图书评

介》1978 年第 3 期发表的《县图书馆期刊著

录规则》; 1979 年发表的北图《西文期刊编目

工作条例》[20 ]。这 3 个规则 (条例) 虽然都未

脱离传统方法, 比较简略, 传播不太广, 但它

们表达了连续性出版物管理界需要规则、企

求规范化、标准化的愿望, 激发了一些人去研

究连续性出版物的编目方法。

1979 年 7 月, 江乃武发表了《中文期刊

目录著录方法商榷》一文[21 ] , 该文在初步了

解 ISD S、ISBD (S) 等基础上, 意欲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编目规则。该文参照并吸收了前

苏联三卡制的经验, 分为基本情况、中途变

化、馆藏 3 部分。基本情况部分中包括刊名、

编者、出版、稽核、附注、提要 6 大项, 再分为

24 小项 (后改为 27 小项) ; 中途变化部分包

括 23 小项 (后也改为 27 小项)。仿以前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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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著录格式, 项间空格。现在看来, 该法虽

较多地作了一些外观与内在的揭示, 但有些

小项似乎无用, 有的小项著录困难, 小项分布

上也显紊乱。

80 年代是连续性出版物编目研究兴旺

发达的年代, 在 1985 年 10 月 1 日《连续出版

物著录规则》实施以前, 有关连续性出版物编

目的论文内容除了丛刊著录、著录从详, 以及

介绍 ISBD (S)和讨论有关连续性出版物著录

的规则以外, 经验介绍占了多数, 也提出了一

些问题讨论, 涉及内容如下:

(1) 著录方法。基本上是对传统方法的

改进, 侧重于著录项目, 比较一致的是设刊

名、出版、附注、馆藏 4 项[22～ 25 ]。稽核项设与

不设不统一, 有人强调应设沿革变迁项[26 ] ,

有人主张设编者项[27 ]。

(2) 目录组织。

(3 ( 改名处理。

(4) 西、日文编目。西文部分讨论了虚词

排列、按题名著录排架、尊称词变化[28 ]、各处

题名不一、多个编辑出版机构、书变刊[29 ]等问

题, 强调日文期刊需用日本汉字著录[30 ]。

(5) 书本目录。介绍编制书本式期刊馆

藏目录的方法[31, 32 ]。

(6) 机读目录[33～ 35 ]。

(7) 同种认定, 即改名时卷期号或代号

连续与否如何处理[36, 37 ]。

(8) 报纸目录。介绍其著录特点与方

法[38 ]。

(9) 在装编目。即合订本送装时编目[39 ]。

(10) 篇名目录。

5　《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的拟定

ISBD (S) 1977 年出版了第一标准版, 随

即有不少国家接受和采纳了它的原则, 以修

订本国的著录规则。上海图书馆于 1981 年采

用了它。该馆吴龙涛等一批同志, 1985 年末

以前, 分别从 ISBD (S)的各个方面写了 20 多

篇论文, 既为制订《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作

了准备, 也普及了连续性出版物的著录知识,

对连续性出版物著录的标准化起了很大的作

用。

1979 年 11 月 28 日, 全国情报文献工作

标准化委员会第 6 分委会成立。会上未涉及

连续性出版物著录的问题。1980 年 7 月 21～

26 日在江苏镇江市召开了全国文献目录著

录标准化学术讨论会, 会上交流了 3 篇有关

连续性出版物著录的论文[40～ 42 ] , 并且提出了

一些改进连续性出版物著录的方案。《北图通

讯》1980 年第 4 期发表了《全国文献目录著

录标准 (总则)》(建议稿) 和对该标准的几点

说明, 以广泛征求意见。该稿中列入了报纸和

期刊卡片目录示例各 1 幅, 著录项目比较简

单, 且有与 ISBD (S)不符之处。有文章对上述

图例进行了讨论[43 ] , 提出应著录数量、尺寸、

价格、附注、提要诸项, 出版频率不应著录在

题名之后, 馆藏记载以记入另张卡片为宜。第

6 分委会于 1981 年拟定了《文献目录著录标

准》(草案送审稿) , 其中的报纸、期刊卡片目

录著录图例已作了修改, 增加了页数、开本、

价格、附注与提要项, 著录项目安排也有所变

化。1982 年 12 月, 上述标准草案改为《文献

著录总则》(报批稿) , 取消了各类型文献著录

图例。1983 年 3 月另行起草《连续出版物著

录规则》(讨论稿) , 经修改后同年 10 月改为

报批稿, 11 月长沙会上未获通过。1984 年 4

月再修改为第 2 次报批稿, 1985 年 2 月 12

日颁发, 同年 10 月 1 日实施。

在《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颁发和实施之

前, 除了会上讨论及书面建议以外, 有关刊物

曾发表过一些论文直接或间接地参予讨论,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姜姬玉的论文[44, 45 ]。该文

专门讨论期刊目录著录, 设 10 个项目, 和上

述《文献目录著录标准 (总则)》比较, 没有版

次和丛书项, 增加了刊期项。和 ISBD (S) 相

比, 则把获得方式并入稽核项。在使用的术语

上, 和上述两者也有所区别。从姜姬玉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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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企望把 ISBD (S)和我国

传统的编目方法相结合的倾向。

在讨论《文献著录总则》和《连续出版物

著录规则》期间, 北京图书馆继 1977 年 10 月

《西文期刊编目工作条例》之后, 于 1982 年 2

月制订了《西文期刊著录条例》(第二稿) , 它

以 ISBD (S)、ISD S 为依据, 考虑了我国图书

馆界的传统习惯和读者情况。曾有论文对此

进行了讨论[46 ]。1983 年 1 月, 印出了该条例

的试用稿。中科院西文连续出版物联合目录

编辑部于 1984 年编印了《中国科学院西文期

刊联合目录著录条例》(试用稿) , 1987 年 9

月, 经修改补充后, 改名为《西文连续出版物

著录规则》刊印发行。

6　对《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的评价与

意见

《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的发布与实施,

是连续性出版物管理界的一件大事, 许多书

籍与论文阐述了它的功绩, 认为它实现了与

国际标准接轨, 统一了国内著录方法, 促进了

编目水平的提高, 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同时

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按《连续出版物著

录规则》中的标码次序整理, 归纳如下:

2. 1　定义的外延宜稍拓宽, 加入快讯、通报

等[47 ]; 另“专著丛书”宜改为“专著丛刊”[48 ]。

2. 2　“单元”应与《文献著录总则》、《普通图书

著录规则》统一地称之为“小项”[49 ]。

2. 3　“主要信息源”、“信息源”可改称为“著录

依据”、“著录来源”或著录资料源”[50, 51 ]; 更应强调第

一册或手头最早的一册[52 ]。

5　著录格式宜与《文献著录总则》和其它分则

一致[53～ 57 ]。

6. 1. 1　著录主要项目中应当明确哪些附注小

项是必须著录的[58, 59 ]。

7. 1　对繁体字和异体字应明确规定用规范化

的简化汉字著录[60 ]。

10. 1. 1. 16　正题名不能简单地按大小字区分

为通用名词及责任者等[61, 62 ]。

10. 1. 1. 4　4 条规定中, 第 1 条模糊, 第 2～ 4 条

文字不严密[63 ]。

10. 1. 1. 5　建议分辑编号前用空格, 分辑题名

前用“: ”[64 ]。

10. 1. 3. 6　副题名中含有表示出版物性质、水

平等重要词语者应予著录 [65 ]。

10. 1. 4. 4　将“第一责任者”改为“首位著作方

式责任者”[66 ]。

10. 2　对特殊内容的版本、文种版本、时间版本

各持己见, 另文综述。

10. 3　对无标识和日期者应明确规定如何著

录[67 ]。

10. 3. 1　应先著公历, 后著非公历[68, 69 ]。

10. 4. 1. 8　在出版地、发行地无法确定时, 该小

项可予省略[70 ]。

10. 4. 2. 2　“出版社”三字不应省略[71 ]。

10. 5. 1　应予明确以卷标识时文献总数只著录

总卷数, 以期标识时只著录总期数, 用卷期标识时两

者都著录[72 ]。

10. 7　与 10. 8 前后对调[73 ]。

10. 8. 1　应加入国内刊号[74 ]。

10. 8. 3. 2　“价格”不应选择著录, 建议著录在

馆藏项之后。是否都以人民币为准, 须与其它分则统

一[75, 76 ]。

除上述以外, 还有论文提出应设提要项

及排检项, 或指明各连续性出版物的性质、类

型、内容范围及读者对象等[77, 78 ]。

在《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发布后, 曾出

版了一些相关的书籍, 如吴龙涛、叶奋生编著

的《〈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例释》、《连续出版

物工作》,《云南图书馆季刊》附刊的《英美编

目条例·连续出版物》, 叶树声编写的《期刊

编目与管理讲义》等。有关连续性出版物管理

的书籍中, 也都按《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设

章节予以阐述, 这些对宣传与使用规则都起

了一定的作用。

1995 年 10 月 23～ 27 日, 在海口市召开

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定稿会, 并于 1996 年

10 月出版了该书。这实际上是对各著录规则

的一次统一修订和深化。对《连续出版物著录

规则》进行了一些修改也增补了一些新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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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对它的评价, 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7　 80 年代后的研究概况

《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发布以后, 有些

论文曾以著录为中心进行了讨论, 这些讨论

实质上是一次编目领域的深入研讨, 兹分项

简要综述如下:

(1) 叶树声在提出期刊分类学之后, 又

提出建立期刊目录学问题[79, 80 ]。他认为期刊

目录学是研究期刊目录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科

学, 文中论述了它的研究内容及与其它学科

的关系等。论文发表近 5 年, 尚未见到直接的

反响。

(2) 关于连续性出版物目录工作的发展

史, 记载分散, 多有交叉, 迄无系统、详尽的论

述。居芳菲的两篇论文[81, 82 ] , 着重于这方面

国外史的记述, 填补了部分空白, 在现实与过

去之间搭起了一座桥, 使得展望能以回顾为

基础。

(3) 关于文献著录原则, 早已有“四个统

一原则”之说[83 ]。此外还有提互换、易于识

别、继承三原则的, 近年有人为它增添了一个

转换原则[84 ] , 也有人强调它的客观性[85 ]。在

连续性出版物编目方面, 也有人提出了 4 条

原则: 每一读者均可利用, 分类部分应中外文

混排, 说明改名等变化情况, 收录期刊应力求

齐全[86 ]。

(4) 由于一些原因, 不少图书馆的连续

性出版物目录都未作标目, 检索与目录组织

多有不便。有两篇论文讨论了这一问

题[87, 88 ] , 特别是罗健雄的论文, 从意义、类

型、方法以及统一题名等方面作了全面论述,

对开展这方面工作甚有意义。

(5) 责任者著录是 90 年代以来讨论得

较多的问题之一, 焦点在于如何确定责任者。

一类意见认为主办者或编辑者是责任者或第

一责任者, 有人认为第一责任者应是主办者

与编辑者, 主办者更具有著录价值[89 ]; 有人

认为编辑者主办者都可能作为责任者[90 ]; 有

人认为主办者是第一责任者, 编辑者是其它

责任者[91 ]; 也有人认为主办者和承办者才可

作为责任者[92 ]; 还有人认为编辑者和主办者

是两种不同责任方式的责任者[93 ]。另一类意

见认为不同责任方式的责任人都可作为责任

者[94～ 96 ]。

(6) 关于题名著录, 除了诠释性文章以

外, 有论文强调中西文期刊之正题名, 不能单

凭字体大小及排列形式来确定[97, 98 ]。有论文

指出: 只有见于本题名第一册上主要信息源

中的、正题名以外的其它文种的题名才能作

为并列题名著录, 而且它的变化只记入附

注[99 ]。对于全称与简称俱备时, 以简称为正

题名固然符合国际标准, 但异刊同名时不易

辨识, 因而也可以全称为正题名, 简称记入其

后的圆括号内[100 ]。

(7) 有人建议不著录第二标识系统[101 ]。

对于沿革, 有人认为它具有重要的作用, 不宜

省略[102 ] , 有人则认为由于订购不连续、工具

与介绍得不一致或不易查到等, 以不著录为

宜[103 ]。关于增、附、特刊, 一种意见是副刊可

以单独编目, 附、特刊不能单独编目[104 ] , 另一

种意见认为, 有独立刊名、卷期号和 ISSN 的

增刊, 应作新刊著录[105, 106 ]。

(8) 关于馆藏的著录法。《西文连续出版

物著录规则》将馆藏项列为著录项目的第 9

项[107 ]; 有的馆将馆藏项用另张卡片记录[108 ];

有论文指出, 在编辑联合目录时, 应著录实有

馆藏, 卷与年著录应一致, 不可分开, 而且要

相符合, 中间缺藏应著录清楚[109 ]; 有论文强

调有通卷号者应予著录[110 ]; 有的馆针对不同

情况分别使用简明记录法和按年记录法[111 ];

有的馆记载起始年卷, 有变则著, 无变不

著[112 ]; 当收藏不完整时, 有论文认为著录缺

期比著录有卷直观[113, 114 ]; 当出版频率不变

或变化时间很清楚时, 馆藏项不必著录期, 反

之则宜著录[115 ]。

(9) 有几篇论文论述了日文[116, 117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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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118～ 121 ]连续性出版物的著录法。对于报纸

著录, 我国已有的规则较疏略, 有论文对此作

了较详尽的描述[122 ]。

(10)《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发布后, 有

些馆作了改编, 取得了一些经验[1123, 124 ]; 有几

篇论文呼吁实行在版标目或标引[125～ 128 ]; 也

有人评价了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中文期刊标准

著录卡片[129, 130 ]。

8　 结语

从 1950 年到 1995 年, 我国连续性出版

物编目的进展, 以《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发

布前后分为两大段。前 35 年为第一段, 又分

学习苏联、自行探索、宣传 ISBD (S) 等诸小

段; 后 10 年为第二段又分为对《连续出版物

著录规则》的消化与推广、研讨等小段。如今,

随着《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出版, 我国连续

性出版物编目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45 年的发展, 统一了标准, 培养了一大

批人, 方便了用户, 但进展甚慢, 和先进国家

比, 在标准化完善程度和研究水平等方面, 还

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与国际标准接轨, 加速我国情报文献工

作标准化进程, 乃是非常正确的决策。要缩短

差距, 就得走群众路线, 充分开展研究活动,

以之作为化解问题的手段。连续性出版物的

编目工作, 呼唤高水平的人才, 我们应像 80

年代中后期那样较为普遍地办班, 像 90 年代

以来那样进行研究, 相信我国的连续性出版

物编目工作将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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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法运

《通用汉语著者号码表》自动配号系统评介

　　ABSTRACT　 Ch inese Genera l A u thor T able, f irst of its k ind in Ch i2
na, w as pub lished in 1992. A fter 42year’s p ract ice, w e have now an au to2
m atic num bering system on IBM PC 286. T he system is rea lised w ith

FoxBase and has the funct ion of database m anagem en t, sing le2reco rd num 2
bering, batch num bering, au tho r num ber m anagem en t, system m anage2
m en t, help , etc. 6 refs.

KEY WORD S　Ch inese Genera l A u thor T able. A u tom atic num bering

system.

CLASS NUM BER　G254. 131. 2

1　开发本系统的意义

目前在我国图书馆中, 多以分类方式组

织藏书, 而对中文同类书的排列又多以种次

号法、著者号法、出版年代法较为常见。经十

几年对中文图书二排号的研究, 多数人认为

以著者号作为同类书区分号比较合理和科

学。在诸多著者号码表中, 又多倾向于查号法

“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于是 1992 年全国情

报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 5 分会、《中国图

书馆图书分类法》编委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学

术委员会分类主题研究分会等推出了我国第

1 部带有权威性的由刘湘生主编的《通用汉

语著者号码表》(以下简称《通用表》) , 并在

《中图法、资料法第三版使用手册》予以推荐。

北京图书馆发行的机读目录数据曾显示该表

的著者号, 因难度较大现已停用。近 4 年来,

自动配号系统已在全国部分图书馆推广和应

用, 经河南省使用该表的 4 家高校图书馆实

践证明: 它具有区分性强、重号少; 规律性强、

一致性好; 便于检索、方便取号; 容量大、便于

增补; 篇幅、号码长度适中等优点。但在手工

配号过程中仍存在如下问题: ①篇幅较大, 翻

检费力费时; ②确认号码困难: 确认一个号

码, 首先要处理多音字现象, 次之要看是不是

团体著者, 第 3 要判断第 2 字和第 3 字的汉

语拼音是什么以及落在哪个字母段, 这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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