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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集中编目之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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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编目工作可以追溯

到公元前一世纪。在中国, 汉代 (公元前 202

～ 公元 220)即有了这方面的活动。随着社会

的不断变迁, 就组织方式而言, 编目经历了分

散式个体编目、集中编目以至合作编目的演

变。现在在发达国家, 先进的技术条件使得编

目方式已发展到了较完美的阶段, 即合作编

目阶段。可是, 在中国目前大体上尚只能停留

在分散式个体编目与集中编目并存这一步。

在中国, 集中编目始于西风东渐的 1936

年。经历了 60 余年的岁月, 国内已有数家颇

具规模的集中编目机构, 且服务范围相对分

散, 在整体上涵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 进入了

一种比较成熟的状态

1　历史回顾

本世纪初叶,“新图书馆运动”以来, 国内

图书馆界积极引入了大量西方的图书馆学理

论和实际运作模式, 包括美国图书馆学家C.

C. 朱厄特 (Charles Coffin Jew et t, 1816～

1868) 于 1850 年提出的开展集中编目的主

张, 以及 1901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实行目

录卡片发行的实践操作方式[1 ] , 并于 1936 年

1 月在国立北平图书馆 (现北京图书馆的前

身)付诸实践。国立北平图书馆于彼时开始向

全国发行印刷目录卡片。同年 10 起编为书目

目录印行[2 ]。这就是中国集中编目的开端。同

年, 国立中央图书馆 (现南京图书馆的前身)

10 月起也开展了此项工作, 每月编印印刷目

录卡片 1 组, 计 500 种[3 ]。到抗日战争爆发,

这两个馆的集中编目活动才相继停止。

解放后, 北京图书馆续写其前身未竟的篇

章, 于 1953 年底恢复了集中编目工作。但只是

在北京地区内发行中文图书目录卡片。到了

1958 年, 北京图书馆又联合中国科学院图书

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单位, 在全国第一

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统一组织领导下, 先后按

语种分别成立了中文、西文和俄文三个统一编

目组, 开展全国性的集中编目工作。

这项工作在十年动乱中曾一度中断。直

至 1974 年, 中文图书集中编目工作方得以恢

复正常。全国性的中文和西文图书集中编目

工作均由北京图书馆负责进行。1984 年, 上

海图书馆开展中文图书集中编目, 向上海地

区发行铅印提要目录卡片。1985 年起, 上海

图书馆又对中国的连续出版物进行集中编

目, 向全国发行铅印目录卡片[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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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状

上述这些集中编目工作在中国图书馆界

曾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为编目的标准化和社

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 由于文献量的

剧增, 这些机构的人员力量相对不足等多方

面的原因, 卡片与图书到馆的时限日渐拉长,

有的卡片甚至会较图书晚到馆大半年。有些

馆就因来不及等到统编卡到馆, 先做了自行

编目。待卡片到馆后, 只能作为废卡处理, 造

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与此同时, 图书馆外的世界里正经济之

风劲吹, 市场机制亦被引入到图书行业中来。

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 1985 年 5

月出现了新型的集中编目机构——“粤深文

献处理中心”, 开创了一种将新书发行与集中

编目相结合的模式[5 ]。在其他地区, 一些类似

的机构也应运而生。已产生影响的还有沈阳

的“沈阳北方图书经销公司”, 上海的“上海申

联文献信息技术公司”和“上海翔华图书有限

公司”等等。这些企业的业务皆以集中采购、

集中编目和随书配卡的社会化服务为核心,

兼有书商和图书馆的功能。以成立于 90 年代

初的“上海翔华图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翔

华”)为例, 它集集中采购与集中编目于一身,

在向购书的图书馆提供图书的同时, 还配有

相应的书目卡片。随着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的大批上马,“翔华”又及时增加了随书配盘

(磁盘) 服务。该公司还立足上海, 向外地拓

展, 在江苏盐城和浙江杭州等地设立了分公

司; 客户更是分布地区广泛, 像广东、安徽和

江苏等地都有。此类集中编目机构不同于以

往, 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受经

济规律的驱动, 为得到更大、更广泛的利益,

它们能积极搜集客户的反映, 并相应地做出

调整, 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形成一种良性的

竞争局面。这对图书馆用户来说无疑是一大

福音。

集中编目不仅可节省大量人力和物力,

而更重要的在于能够推动编目的标准化和规

范化, 以便于与国际接轨。仍以“翔华”为例,

为保证书目数据的质量, 公司从一开始就非

常重视数据的标准化问题, 文献著录依据国

家著录标准 GB 3792 系列, 机读目录的通讯

格式则依据以 ISO 2709 为基础, 参照国际通

用的《国际机读目录通讯格式》(UN IM A RC

Fo rm at)编制的国家标准《中国机读目录通

讯格式》(CNM A RC Fo rm at)。1996 年夏季,

中国最新的文献著录标准《中国文献编目规

则》刚一出台,“翔华”就组织人员学习, 即行

用于编目工作之中。除日常业务工作外,“翔

华”还举办了计算机编目方面的讲座, 为普及

这方面的知识、提高图书馆员这方面的认知

水平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当然, 除以上提及的这些集中采购和集

中编目并举的企业外, 还有一些兼有集中编

目功能的机构。北京图书馆的各方面力量在

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该馆的“图新书目数据

中心”向全国发行中国国家书目光盘和中文

图书机读目录等书目产品。该中心的大型回

溯数据库生逢其时, 为大批图书馆的回溯建

库工作提供标准数据源, 因而大受欢迎。

除对中文文献集中编目外, 上海方面对

于西文文献的集中编目处理亦正在筹措之

中。众所周知, 国内对西文文献编目时, 最常

采用的原始编目源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B ib2
liof ile 光盘上的数据。 1995 年始, OCL C 的

Cat 光盘数据库也开始在中国面世。对于大、

中型图书馆而言, 购置光盘书目数据库, 套录

数据, 无疑是十分适宜的。但对于小型图书馆

来说, 此举便显昂贵且十分不必要了。因此,

国内有关机构就西文文献进行集中编目的举

措正是许多人所期盼的。

凡此种种, 表明中国集中编目已初具规

模, 为日后发展合作编目做了很好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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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前景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 整

个信息业都处于一种被称之为“技术渗透的

环境”之中[6 ]。这种环境为编目工作提供了甚

为有利的工作背景, 编目工作者需充分利用

先进的信息技术, 尽力地实现资源的共建与

共享, 使编目工作进入更完善的阶段。

早在 1991 年, 就有美国的图书馆学家大

声疾呼:“编目必须改变!”[7 ]时至 1995 年, 美

国编目界出现了更强音:“彻底改变编目

者!”[8 ]有人提出传统的编目无法与新的电子

环境融为一体的原因在于, 传统编目的代价

高、速度慢及无法充分满足用户的情报需求。

这是传统编目的致命伤。人们意识到, 要降低

编目成本, 减少编目时间, 以更少的工作获得

更大的利益, 就必须改变传统的编目模式, 合

作编目是目前为止能达到此目的的最佳模

式[9 ]。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部主任托马斯

(Sarah E. T hom as) 曾撰文提出:“尽管国会

图书馆提供大型的书目数据库, 供编目员套

录, 但仍有一些特殊的文献记录需要通过合

作编目方式来完成。1995 年, 为此而设立的

“合作编目计划”(P rogram fo r Coopera t ive

Cata loging)正式投入运作[10 ]。

关于国外合作编目的情况, 笔者还有幸

通过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华伟博士

的报告获取了最新的信息。据李博士介绍, 目

前, OCL C 向其成员馆提供 94% 的书目数

据, 而 6% 的数据则由成员馆通过合作编目

的方式来提供[11 ]。

以上这些国外编目界的现状已足以向国

内编目界展示出中国编目的发展前景——以

集中编目为基础向合作编目发展。

虽然合作编目是编目组织类型的发展趋

势, 但集中编目仍有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在美

国合作编目蓬勃发展的今天, 美国国会图书

馆编目部作为集中编目中心的作用仍是举足

轻重的。OCL C 身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图书

馆现代化网络, 它本身并无编目职能, 其书目

数据库中的绝大部分数据都来自美国国会图

书馆[12 ]。就某种意义而言, OCL C 担负着合

作编目组织者的角色。

鉴于此, 中国目前仍应大力发展集中编

目事业。随着信息技术在中国的逐渐采用, 一

旦网络条件及其他条件具备, 合作编目方式

便水到渠成。一方面, 1995 年底, 中国教育与

科研网 (CERN ET ) 已正式开通; 而另一方

面, 国内大多数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都

已经或正在准备运作。据此判断, 合作编目在

中国编目界的实现当在不远的未来。闻听北

京的“金星图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已开始尝试

进行联机合作编目, 虽在目前条件下所受局

限颇多, 但其前景却是十分令人乐观的。

在中国未来的合作编目中, 编目的标准

化、规范化更是尤为重要。在现阶段规范档的

问题就应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OCL C 就是

在提供书目数据的同时, 联机提供规范档, 以

实现规范控制[13 ]。可喜的是, 国内早有有识

之士认识到了规范档的重要性, 而且北京图

书馆正在建立大型的规范档, 为规范化编目

提供依据。

面向世界也是中国在发展编目事业中所

应注意的。有统计数字显示, 1996 年OCL C

书目数据库中, 有中文数据 502937 条, 而日

文数据则达 667975 条[14 ]。两个统计数字间

的差异与国内中文书目数据的提供不及日本

书目数据的提供有莫大关系。台湾方面已有

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期望通过合作编目增进

中文书目数据的资源共享和规范控制[15 ]。中

国大陆理所当然是中文文献最大的集散地,

向全世界提供中文书目数据和中文规范档乃

责无旁贷。在未来合作编目中, 需同时注意编

目规则与机读目录格式的标准化, 参与到全

球的书目信息系统的建设及书目控制之中。

编目形式的演变体现了由点及面、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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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化发展的趋势, 而这也正与整个图书馆界

网络化的态势相应合。在网络化的基础上, 编

目工作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使书目数据及由

此而产生的各项服务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上的

一辆辆“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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