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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来, 我国出版事业蒸蒸日上。1986 年, 我国

出版图书 51789 种, 1992 年达到 92148 种, 1994 年达

到 103836 种[1 ] , 而到 1997 年达到了 120888 种[2 ]。面

对如此浩大的“书海”, 如何迅速快捷地获取所需图书

资料已成为处在信息社会中的人们迫在眉睫的问题,

而编纂、出版各类型书目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1　近 10 年我国书目出版概况

根据 1987～ 1992 年的《全国新书目》、1993～

1994 年的《中国国家书目》、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编

的《全国发排新书半月报》、中国版本图书馆到馆书

目数据, 以及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书目

数据, 近 10 年 (1987～ 1998) 来, 全国出版的书目大

约为 556 种。当然, 由于下文将要分析的书目出版中

存在的问题, 该数据可能不够精确。

将这 556 种书目按出版年份和类型进行细分,

则有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 10 年来出版数量最多的书目

是专科书目、推荐书目、专题书目和书业书目; 而从

出版年份的角度来看, 90 年代以来, 书目出版呈现

更加繁荣的景象。

表 1　1987～ 1998 年全国出版书目统计 (种)

年份

登记性书目

国家

书目

书业

书目

馆藏

书目

联合

书目

专科、专题性书目

学科

书目

专题

书目

地方文

献书目

个人著

述书目

推荐

书目

书目之

书目

整理出版的

近现代书目
总计

1987 2 4 1 1 13 2 1 5 5 2 36

1988 2 1 1 1 12 1 3 3 2 2 28

1989 3 2 10 2 1 1 7 4 2 32

1990 4 1 19 4 4 2 8 7 7 56

1991 5 2 1 1 41 5 4 1 11 5 5 81

1992 2 2 2 2 14 7 2 3 29 9 72

1993 4 6 3 26 6 3 2 18 1 3 72

1994 4 9 2 1 11 7 3 1 2 40

1995 2 5 1 10 5 1 1 1 2 28

1996 2 9 5 2 8 18 3 1 3 1 52

1997 1 8 3 1 9 5 2 1 1 2 33

1998 3 3 1 2 9 3 4 1 26

总计 34 50 22 9 175 71 29 12 90 26 38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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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年来我国书目出版取得的主要

成绩

10 年来, 我国书目的编纂、出版取得的成绩, 具

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2. 1　登记性书目成绩喜人
10 年来, 我国登记性书目, 其中最大的成绩便

是出版了国家书目。国家书目以系统揭示与报道一

个国家出版的所有的文献为基本特征, 是国家书目

控制 (NBC) 的重要内容, 而实现国家书目控制是实

现世界书目控制 (UBC)的根本保证。虽然我国十分

重视出版物的统计、登记工作, 多年来编辑出版了

《全国总书目》, 报道全国各地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的图书, 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书目。在一些

有识之士的呼吁下, 我国的国家图书馆——北京图

书馆也开始了国家书目的编纂。1987 年, 书目文献

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国家书目》1985 年本, 这是我国

第一本以国家书目为名的书目。目前,《中国国家书

目》已经出版了 1995 年本。《中国国家书目》采用国

际上通用的“领土—语言”原则, 除收录中文普通图

书外, 还收录少数民族语文图书、连续出版物、地图

资料、博士论文, 以及我国出版的各种外文图书。虽

然已经出版的《中国国家书目》存在着一些问题, 但

它的问世, 标志着书目编纂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这一时期登记性书目出版的另一突出的成绩是

《民国时期总书目 (1911—1949. 9)》的出版。民国时

期留下了巨大的图书文化遗产, 但无论是民国时期

还是新中国成立后, 民国时期的图书一直没有得到

系统整理。1986 年起, 由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

版社陆续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 成为反映民国

时期图书出版总貌的最重要的工具书。该书目主要

依据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馆藏进

行编纂, 采取有书即录的原则。全书按学科分成哲

学、宗教、社会、政治、法律等 20 个分册出版, 经过

10 年多的努力, 目前已基本出齐。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

古籍善本书目》是这一时期出版的又一部有价值的

登记性书目, 是我国现存传世古籍善本的总汇。全书

共收录全国 781 处藏书机构珍藏的历代古籍善本

57500 余种、10 万余部, 分成经、史、子、集、丛五部。

1996 年 12 月, 该书目中的最后一部——子部出版,

标志着历时 10 年的该书目出版顺利完成。

这一时期出版的其他有价值的登记性书目还

有:《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 (1949—1986)》(中华书

局 1988 年版) , 弥补了《全国总书目》只收公开出版

图书的遗憾;《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汇集了全国 80 所图书馆收藏

的 1937～ 1949 年解放区、根据地出版的各类书籍以

及国统区的进步书籍近万种, 可补这一阶段《民国时

期总书目》的不足。这一时期,《全国总书目》继续出

版, 1998 年 11 月, 中华书局出版了它的 1992 年本和

1996 年本。

书业书目的编纂与出版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重视, 种数呈逐年增加趋势。如《中国标准出

版社图书目录: 1995》(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6 年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图书目录: 1981—1996》(武汉大学

出版社 1996 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图书目录:

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等。尤其是一些

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编纂的本版书书目, 如中华书

局 1993 年出版的《中华书局图书书目: 1949—

1991》、三联书店 1995 年出版的《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图书总目: 1932—1994》等等, 更具有极大

的价值。

大量由各单位协作编纂的联合目录也渐次出

版, 如按专题编制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医

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 按文种编制的《全国满文图

书资料联合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中

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版) ; 按时期编制的《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

录》(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以及按地区编制

的联合目录, 如《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广西

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宁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等。

这一时期, 各地、各单位图书馆继续编制并出版

了自己的馆藏目录。如《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

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版)、《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四川大学出

版社 1992 年版)、《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书目》(上海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安徽图书馆系统馆藏

工具书书目总览》(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等。

这些书目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上海图书馆

西文珍本书目》, 收录了 1515～ 1800 年初欧洲出版

的西文图书 1831 种, 成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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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

2. 2　专科、专题性书目成就突出
专科、专题性书目是围绕某一学科或课题全面

系统地收集文献而编制的书目。按其反映图书资料

的范围, 可以分为学科书目、专题书目、地方文献书

目、个人著述目录等。据笔者的初步统计, 专科、专题

性书目占到近年书目出版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整个

目录体系中占很大比重。

随着时代和学术的发展, 各学科的著作逐年增

多。学科书目的编纂与出版, 能大大方便科学研究。

10 年来, 大部分学科都编纂了自己的学科书目。如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的有《毛泽东著作版本述

录与考订》(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年版) 等,

哲学方面的有《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中华书局

1993 年版)、《在华耶酥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等, 政治、法律方面的有《理想·道德·

情操·爱国主义书目索引》(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中国法律图书总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日本国大木干一所藏中国法学古籍书

目》(法律出版社 1991 年版) 等, 军事方面的有《中国

兵书总目》(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等, 经济方

面的有《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 (1900—1949)》(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5 年版)、《中国金融图书辑要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1 年版) 等, 文化、教育方面的

有《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 (1903—1987)》(新华出版

社 1989 年版)、《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书目文

献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教育书录: 1949—1990》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等, 语言学方面的

有《古汉语书目指南》(齐鲁书社 1988 年版)、《中国

语言学要籍解题》(齐鲁书社 1991 年版) 等, 文学方

面的有《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

社 1993 年版)、《楚辞书目五种》及《楚辞书目五种续

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中国近代戏曲论

著总目》(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 年版) 等, 历史、地理

方面的有《中国地理著作要览 (1949—1988)》(测绘

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史书目提要》(中州古籍出

版社 1991 年版)、《西域研究书目》(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 (1840—

1919)》(中华书局 1996 年版)、《中国藏学书目:

1949—1991》(外文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国藏学书

目续编: 1992—1995》(外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等, 天

文学、地球科学方面的有《中国古代地学书录》(中国

地质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台湾海峡及其邻近海

域海洋科学文献目录: 1902—1994》(海洋出版社

1995 年版) , 医学方面的有《中国医学书目大全: 四

十年医学书目 (1950—1989)》(成都出版社 1994 年

版) ,《佛教医籍总目提要》(鹭江出版社 1997 年版) ,

农业方面的有《中国蚕桑书录》(农业出版社 1990 年

版)等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综合性书目有《全国马列

哲学政法图书分类总目录》(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6 年版) 等, 自然科学方面的

综合性书目有《全国科技图书总览 (1991)》(科学出

版社 1993 年版)等。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 1996 年

推出的《中国学术译著总目提要: 1978—1987》以及

《中国学术著作总目提要: 1978—1987》同样具有参

考价值。这些学科书目, 顺应了学科发展的要求, 满

足了广大科研工作者及读者自学的需要, 在一定程

度上也促进了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近 10 年间出版的专题书目有:《中外禁书》(上

海文化出版社 1988 年版)、《中国古籍两百种提要》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中外名书奇书趣书

禁书博览》(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年版)、《世界禁书

大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等。1992 年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文图书目录: 1951—

1991》, 是目前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文种图书

目录。1993 年起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续修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 在时间上与《四库全书总目》衔接,

反映了清乾隆以后至本世纪 30 年代存世古籍的概

况。

10 年来, 也出版了不少地方文献书目。如《广西

方志提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广西地方

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版)、《广西方志佚书考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版 )、《宁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江苏旧方志提要》(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等。1993 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

国新方志目录 (1949—1992)》, 以收录包括台湾省在

内的各省、市、县所新编的地方志为主, 兼收区、街

道、乡、镇、村等编的新志书以及山水名胜等专志, 既

有公开发行的, 也有内部发行的。全书共收地方志

9000 余种, 并在收录时间上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录》(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相联接, 成为反映新中国

地方志全貌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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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时期一些地区开始编纂该

地区的出版物目录。如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的《河北古今书目》、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

《陕西图书大辞典: 1949—1992》、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江西古今书目》、江苏人民出版社从

1995 年开始陆续出版的《江苏艺文志》、1996 年出版

的《民国时期江苏版图书书目》等。这些书目, 成为反

映地方文化发展与出版成就的重要工具。

个人著述目录出版的有:《鲁迅研究书录》(书目

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郭沫若著译书目》(上海文

艺出版社 1989 年版)、《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

论著资料汇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 年版)、《孙

中山研究总目》(团结出版社 1990 年版)、《赵元任著

作目录》(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胡适著

译系年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黎锦熙

著述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等。

近 10 年出版的各类专科、专题性书目, 在各学

科或研究课题内, 收录条目较为齐全, 能全面系统地

反映某一学科、某一专题或某一学派的研究动态、研

究成果和发展趋势, 为学科或专题的研究提供了极

大便利。

2. 3　推荐书目、书目之书目不甘落后
指导读书治学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 这主

要是通过推荐书目来完成的。10 年来, 推荐书目与

专题书目相辅相成, 并行发展, 涵盖了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各领域。如《文化史名著举要》(上

海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大学生导读书目》(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师范专科学校专业课

程导读书目 (文科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版)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版 ) ,《大学生必读名著导读》(海洋出版社 1990 年

版) ,《人间天书——宗教典籍举要》(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 ,《哈佛大学 112 位教授推荐最有影响的

书》(美国迪瓦恩等编、唐润华译, 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 ,《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武汉大学出版

社 1990 年版) ,《大学文科指导书目》(1991 年起由

北京大学出版社按“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分

册出版) ,《财经学科导读书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国古籍二百种提要》(吉林人

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影响历史进程的 100 本书》

(文汇出版社 1992 年版) ,《影响中国历史的 100 本

书》(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二十世纪中国学

术要籍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 ,

《中华文化典籍指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中国名著大辞典》(黄山书社 1994 年版) ,《中国古

今名书大观》(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青年必

读书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塑造中华

文明的 200 本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等

等。推荐书目从如山似海的图书中选择若干精品, 在

指导读者阅读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 书目之书目的出版也如雨后春笋。如

《科技参考工具书综览》(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

版)、《国外基本科技工具书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世界史工具书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世界地学工具书指南》(兰州大学出版

社 1990 年版)、《台港工具书指南》(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英美文学工具书指南》(上海译文出版

社 1994 年版)、《中国书目检索辞典》(中州古籍出版

社 1997 年版)等, 均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

2. 4　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古代、近代书目
中国古代、近代编纂了大量公私书目。10 年来,

整理出版了《直斋书录题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版)、《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书目答问二种》(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等中国古代

著名的书目。1994 年 1 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上、下册) , 选收了明代书目

30 种, 包括《文渊阁书目》等官藏书目 8 种、《晁氏宝

文堂书目》等私藏书目 16 种、《道藏目录》等专科目

录 3 种, 另有《隐湖题跋》3 种。这些书目, 新中国成

立后大多未印行过, 对教学、科研、文化遗产的保护

都大有裨益。中华书局陆续推出的《清人书目题跋丛

刊》, 包括《百百宋楼藏书志》(1990 年版)、《铁琴铜剑

楼藏书目录》(1990 年版)、《黄丕烈书目题跋》(1993

年版)、《开有益斋读书志·续志》(1993 年版)、《万

卷精华楼藏书志》(1993 年版) 等清代著名的书目,

同样具有较大的价值。此外, 现代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开始出版的《历代书目丛刊》, 共分 5 辑, 收录了北

宋至近代的官藏与私撰的史志目录。这些书目的出

版, 对中国古代、近代丰富的书目遗产进行了系统整

理, 对继承、保留、传播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2. 5　新型载体书目开始出现
中国传统的书目载体是印刷型的。近 10 年间, 现

代技术在书目编纂中得到了应用, 逐步推出了新型载

体的书目, 并从早期的磁盘、磁带过渡到了光盘。1995

年 6 月由北京图新书目数据中心推出的《中国国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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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盘》, 覆盖了 1988 年以来的国家书目, 采用

CNM A RC (UN IM A RC)数据格式, 可以通过题名、作

者、主题、关键词、分类号、出版社、出版社、题名作者

汉语拼音进行单项检索或布尔逻辑组配检索, 可以字

段形式、卡片形式显示与打印, 每半年更新一次, 具有

印刷型书目无法相比的优势。《中国国家书目光盘》的

出版, 缩短了与世界书目出版的距离, 使中国没有现

代载体国家书目的历史成为过去。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我国一直没有严格意

义上的在版书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联合北京科

文书业信息技术公司有限公司, 在世界上最权威的

可供书目公司Bow ker (美国) 和W h itaker (英国) 的

协助下, 于 1997 年 7 月开始建立“中国可供书目

(Ch ina Book s In P rin ter2CNB IP)”数据库, 使我国在

书目数据采集、产品开发、产品形式等业务方面与国

际接轨。1998 年 1 月开始以光盘的形式提供服务,

并每月更新一次全国各出版社的可供书目信息, 并

与因特网相连, 为国内出版社提供免费因特网服务。

近 10 年来出版的各类书目林林总总, 举不胜

举。各类书目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体系, 无论

是对文献的收集整理, 还是对文献的利用, 都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书目出版的繁荣体现了我国当前出版

事业的发达。

3　10 年来书目出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 1　书目出版及时性差
报导文献的及时性是评价书目编纂水平的标准

之一, 而我国的书目普遍存在着及时性差的问题。虽

然一些专家、学者屡次就这一问题呼吁, 但收效甚

微。《全国总书目》自“文革”断档后, 至今不能隔年出

版, 时差始终为 3～ 4 年, 实际上已由现行书目演化

为回溯书目。1997 年 11 月出版的 1991 年本, 时差为

6 年。1998 年 11 月出版的 1992 年本、1996 年本, 时

差分别为 6 年、2 年, 何况其中的 1993～ 1995 年本尚

未出版。《中国国家书目》1991 年出了 1986 年本, 时

差 5 年。虽然此后《中国国家书目》加快了编纂速度,

1994 年 3 月出版了 1992 年本, 1996 年 1 月出版了

1993 年本, 1998 年 7 月出版了 1994 年本, 但时差仍

有 2～ 4 年, 大大降低了国家书目的使用价值。一些

回溯性书目也存在着这一问题。如《古典小说戏曲书

目 (1949—1985)》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才出版。

《中国医学书目大全: 四十年医学书目 ( 1950—

1989)》(成都出版社) 直到 1994 年 1 月才出版。另

外, 一些书目的出版时间延续太长, 非常不利于书目

的使用。如《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均历时达 10 多年。《全国新书目》自 1973 年起报道

周期为 1 个月, 大大落后于现行国家书目的一般报

道周期 (1 周)。另外, 从征集已出版图书的样本到编

撰书目出版, 也使《全国新书目》、《中国国家书目》等

产生滞后性。

3. 2　书目收录不全
书目收录不全已成为影响我国书目质量的一个

顽症。这其中最堪忧的是国家书目。国家书目以全面

系统揭示与报导一个国家出版的所有文献为基本特

征, 它反映了一个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文化发

展状况。一些发达国家, 不仅收录本国国内文献, 而

且早已发展为收录语种文献, 如法国《法国和世界法

语出版物总书目》。由于我国呈缴本制度不健全, 本

身又缺乏严格的约束力, 加上由于经济原因, 很多出

版社不愿无偿缴送书籍, 特别是一些珍贵书籍。因

此, 在这种松散的呈缴本制度下编制的有关书目收

录文献非常不全。《全国总书目》大部分年度本的收

书率在 60%～ 80% 之间徘徊[3 ], 近年虽有好转, 但

仍然存在着收录不全的问题。如 1991 年本的《全国

总书目》(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收录 52948 种, 其中

初版 51455 种、改版 1493 种, 而据《中国出版年鉴》

(1992 年) 的统计数字, 1991 年我国共出版图书

896215 种, 新出 58467 种。仅以新出图书相比, 漏收

图书 5519 种, 达到 10% 左右。《中国国家书目》采取

“领土—语言”的收录原则, 按理收录应当完全, 可是

1987 年我国共出版图书 60193 种 (未包括台湾等地

区, 下同) , 其中新版图书 42894 种, 而在其 1987 年

本中仅著录图书 28844 种, 加上国内出版的外国文

字图书、舆图等也只有 29200 种, 而且还夹杂大量

1986 年出版的图书。1993 年本《中国国家书目》(华

艺出版社 1996 年版) 共收录图书 52691 种, 而我国

1993 年共出版图书 96761 种, 其中新版图书 66313

种, 同样以新版图书相比, 漏收 13622 种, 占 2015% ,

并且 1993 年本中同样夹杂大量 1992 年出版的图

书。《中国国家书目》号称采用“领土—语言”原则, 但

始终没有将台湾、香港、澳门等本国领土内地区出版

的图书收入进来, 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家书目。更要批

评的是,《中国国家书目》1991 年本、1993 年本只收

录了汉文图书, 没有收录舆图、我国出版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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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图书、外国文字图书、博士论文; 1992 年本虽收

录了舆图和少数民族文字图书, 但没有收录外国文

字图书和博士论文。这种书目编纂方法, 不但与已出

的《中国国家书目》体例不协调, 而且导致《中国国家

书目》名不符实。《全国科技图书总览》号称“总览”,

其 1996 年本 (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共收录初版、

重印、改版的科技图书 9973 种, 而 1996 年我国共出

版科技图书 22232 种, 漏收 12259 种, 占 55%。具有

回溯性国家书目性质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是北京图

书馆历时多年编成的一部大型回溯书目, 但它实际

上是北京、上海、重庆三个图书馆的馆藏书目, 据笔

者的初步估算, 漏收的图书要占到该时期图书出版

总数的 10% 左右。

3. 3　专科书目学科分布不平衡
专科书目近年发展很快, 出版数量较多。然而通

过进一步分析研究, 我们也不难发现: 专科书目在各

学科领域的分布很不平衡。10 年来, 全国出版的专

科书目为 175 种。根据《中图法》的分类, 这 175 种书

目分布见表 2。

表 2　1987～ 1998 年专科书目分布 (种)

类　　　别 书目种数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7

哲学 12

社会科学总论 4

政治、法律 9

军事 5

经济 14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3

语言、文字 2

文学 31

艺术 13

历史、地理 31

自然科学总论 7

数理科学和化学 1

天文学、地球科学 4

生物科学 3

医药、卫生 21

农业科学 3

工业技术 3

交通运输 0

航空、航天 0

环境科学、劳动保护科学 (安全科学) 2

合计 175

　　就专科书目所涉及的学科来看, 社会科学有

131 种, 占该类书目总数的 7419% ; 自然科学有 44

种, 占该类书目总数的 2511%。社会科学中哲学、经

济、文学、历史地理等学科领域的数量较多, 其他领

域较少; 自然科学中除总论、医药卫生类的书目尚可

外, 其他学科领域书目极少, 如数理科学和化学类只

有 1 种书目、工业技术类只有 3 种书目。有的学科甚

至连 1 种书目也没有, 如交通运输与航空航天两学

科均是如此。

近年编制的推荐书目的结构也较失衡: 普及科

学文化知识、面向教学科研、指导读书治学的多, 面

向经济建设的少; 文史哲类的多,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

学类的少; 针对大众读者和普通学生的多, 针对专业

领域读者和特殊类型读者的少, 等等。

3. 4　书目选题互相重复现象比较严重
如登记书目, 除有《全国总书目》、《中国国家书

目》外, 新闻出版署计划财务司又编了《全国图书书

目总汇》(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如 1993 年出版了

1991 年本, 1996 年出版了 1994～ 1995 年本, 后一本

实际反映的是 1993 年出版的图书) , 形成了资源的

浪费。在专科书目方面, 这种现象更为明显。由于各

出版社在选题上缺乏整体性、协调性, 对热门学科书

目出版一哄而上, 造成选题重复。如《古典小说戏曲

书目 (1949—1985)》(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与《中国戏曲研究书目提要》(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

年版)等。导读书目的出版也是如此, 如大学生导读

书目有《大学生导读书目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师范专科学校专业课程导读书目 (文

科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大学生必

读名著导读》(海洋出版社 1990 年版)、《大学文科指

导书目》(1991 年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册出版)、

《高等师范院校文科专业必读书学习指南》(高等教

育出版社 1992 年版)、《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必读

书目提要》(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大学生文

化名著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等等。清

代耿文光撰写的《万卷精华楼藏书记》, 有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 (1992 年)、中华书局 (1993 年)、北京图书

馆出版社 (1997 年) 3 家出版社整理出版。而另一方

面, 一些领域的选题却是空白。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各

学科的平稳发展, 给科研人员带来不便, 也浪费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更重要的是, 对我国书目体系

的系统和完善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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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书目著录不规范, 著录项目不全
一些书目没有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

则 (GB 3792283)》著录, 也未规定相应的著录详简级

次。回顾《全国总书目》的历史, 可看出它在著录项目

设置上的变动频繁, 有时跳跃幅度相当大, 这是很不

应该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

人文科学图书目录》则全部采用传统著录方法。目前

报道出版动态的书目工具, 如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

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办的内部刊物《全国发排新书半

月报》(1999 年起将改名为《中国图书在版编目快

报》, 刊期改为周刊) , 无定价、无载体形态项。该刊创

办后, 曾一度代替停刊的《全国新书目》, 影响了全国

的文献收集和利用。 1996 年后复刊的《全国新书

目》, 由于改变了编纂思想, 或者说是为了避免与《全

国发排新书半月报》重复, 虽增加了可读性, 但减少

了书目的报道量, 而且所刊登的书目同样存在着无

载体形态项、无定价的情况。而书目著录不采用国家

标准, 著录方法过于随意, 容易导致目录前后分歧、

详简不一, 不仅影响书目信息的利用, 而且影响书目

的权威性, 影响与世界书目的交流和资源共享, 对国

家书目控制和世界书目控制起了阻碍作用。

3. 6　书目缺少提要
提要是揭示和报道图书的有效方法之一。但综观

近 10 年出版的书目, 由于书目编纂人员知识结构欠

佳、人员数量偏少、资金缺乏、时间仓促等原因, 普遍存

在着简单化倾向, 各种书目大多没有内容提要。尤其是

《全国总书目》和《中国国家书目》只有部分图书有提

要。《全国发排新书半月报》、复刊后的《全国新书目》所

报道的新书同样是几乎全部缺少提要。在全国出书已

超过 10 万种的今天, 提要能起到区别同类书的作用。

没有提要的书目, 大大影响了书目的使用效果。

此外, 一些书目缺少索引或索引检索点少 (如

《全国总书目》, 只有书名索引, 没有作者索引,《中国

国家书目》只有书名索引、作者索引, 没有出版单位

索引、丛书索引等) , 一些年度本书目的出版单位经

常变更 (如《中国国家书目》原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

版, 后改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等等, 也都影响了书目

的收藏与使用。

4　对提高我国书目质量的几点想法

为了使我国的书目出版更上一层楼, 笔者建议

国家采取如下对策:

4. 1　强化呈缴本制度, 使国家书目完备化
国家出版管理机关虽然多次强调呈缴本制度,

但一些出版单位出于对呈缴本意义不了解或由于经

济原因, 对该制度置若罔闻, 使国家书目无法完备。

为了保证国家书目的质量, 除加大呈缴本制度意义

的宣传外, 应严格执行《新闻出版署重申〈关于征集

图书、杂志、报纸样本办法〉的通知》(1991 年 9 月 11

日发布) [4 ] , 对不按规定时间或不执行缴送本制度的

出版机构, 轻者进行处罚, 重者停业整顿, 使呈缴本

制度具有法律约束力, 使国家书目收录全面、完整。

为了使《中国国家书目》真正全面反映中华民族文

化, 建议有关书目编纂机构和管理机构与台、港、澳

等相关部门合作, 弥补目前《中国国家书目》中缺少

台、港、澳书目的遗憾。对于近年兴起的音像、电子出

版物, 各类型书目中要注意加以报道, 同时也要督促

各出版单位严格执行呈缴制度。据统计, 到 1998 年

5 月, 我国已出版的电子出版物为 3870 种, 而北京

图书馆所收到的样本只有 560 种, 仅占已出版总数

的 14147% [5 ]。因此, 对于音像、电子出版物, 除出版

单位要增加呈缴意识、北京图书馆等收藏单位增加

催缴意识外, 新闻出版管理机构更要加强该方面的

管理, 使各单位严格执行新闻出版署 1996 年 10 月 8

日发出的《关于缴送音像、电子出版物样品的通

知》[6 ]。《中国国家书目》年度本应改变目前以年度到

馆时间来划分出版物的方式, 严格按图书的出版时

间来收录, 避免出现收录跨年度出版物的现象, 方便

国家书目的使用。

为了加快国家书目的编纂进程, 可将《全国总书

目》、《中国国家书目》以及新闻出版署计划财务司编

的《全国图书书目总汇》合并, 由三家合作共同编撰

国家书目, 或另设一高层机构统领三家共同进行国

家书目的编制, 重新明确中国国家书目的“领土—语

言”原则, 并严格加以执行。这样, 无论从技术力量上

还是经济上, 均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可加快国家书

目出版速度, 增强国家书目的完备性。这既节约了编

纂、出版者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又减轻了书目用户

的负担。

4. 2　树立多种书目载体并存的观念
由于新型书目载体的出现, 一些人产生了依赖

光盘等新型载体的观念, 而对传统的印刷型载体不

再进行改进。由于我国现代化技术的落后, 以及经济

等方面的因素, 传统的印刷型书目载体将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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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 也是印刷

型书目载体和现代新技术载体并存的。如美国的《在

版书目》, 有印刷型、只读光盘型、网络型、缩微型等。

相比而言, 我国的书目载体要单调得多。因此, 除出

版好印刷型、光盘型书目外, 要积极将书目上网发

行, 方便全球用户。对于“中国可供书目”(CNB IP) ,

同样要推出印刷版, 方便广大基层用户和经济力量

薄弱用户的使用。目前的《全国新书目》, 无论是在报

道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与我国的图书出版不相称,

将根本起不到类似印刷型在版书目的作用。建议新

闻出版署信息中心主办的《全国新书目》与新闻出版

署信息中心、新闻出版署图书司编的《全国发排新书

半月报》合并, 或将《全国新书目》改成报道版本图书

馆到馆新书的工具, 避免两个刊物之间的重复, 同时

起到弥补目前图书在版编目覆盖面不广的局限。

4. 3　继续重视图书在版编目, 方便各类型书

目的编纂
图书在版编目 (C IP) , 不但有助于减轻文献收藏

机构的工作负担, 更有助于书目编纂工作。我国从

1993 年 2 月起在一些出版社进行了图书在版编目

的试点。1994 年 1 月起, 北京地区的出版社全面实

行图书在版编目。但目前, 在版编目尚未在全国推

行。大约只有 300 多家出版社参与了编制在版书

目[7 ] , 只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一半左右。因此, 应该

加快在版编目在全国的推广速度。由于因特网的快

速普及, 新闻出版署正在推广“金版工程”, 在版编目

也应加快网上编目和数据传输的实践, 缩短编制周

期, 降低成本。出版单位应提高对在版编目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 积极认真地对待在版编目, 做到认真填报

C IP 数据工作单, 印制前不擅自改动 C IP 数据, 不擅

自编 C IP 数据, 保证C IP 数据的全面、准确, 同时为

编制国家书目和其他类型书目奠定良好基础。图书

在版编目, 是衡量一个出版社甚至是衡量一个国家

文化管理水平、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 一定要

将图书在版编目工作做好, 使全国所有的出版社都

重视并进行这一工作。

4. 4　大力加强书目情报的宣传、教育, 强化

整个社会的书目情报意识
书目出版中存在的问题, 跟整个社会的书目情

报意识淡漠有关。一些出版单位不知道呈缴本的意

义、在版编目的意义和书目编撰的国家标准, 一些读

者不清楚书目的作用, 导致书目的功能没有得到充

分的发挥。1995 年, 在读者中享有声誉的《全国新书

目》因某种原因停刊 1 年, 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

的。《全国新书目》的那次暂时停刊, 某种程度上是整

个社会书目情报意识淡化的结果。因此, 出版类、图

书情报类刊物, 要大力加强书目情报意识的教育, 使

社会广泛了解书目的价值和书目工作的重要性, 增

加出版单位的呈缴样本积极性、C IP 数据报道积极

性。要加强书目工作技能的培训, 使出版者、作者知

道书目编纂的国家标准, 读者知道书目的使用方法。

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书目出版中存在编纂质量

差、读者面窄、发行量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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