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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款目的存废之争
摘　要　多年以来 ,欧美国家对于主要款目的存废问题 ,主要是围绕着其标目范围、集中职能和查

核复本的职能展开争论 ;日本和我国则是围绕着标目的选取问题展开争论。在当今计算机编目时

代 ,主要款目完全可以废除。但在我国 ,主要款目存废问题仍在争论中。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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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Western countries , there have been controversies over the retainment and abandon2

ment of main entries. In Japan and China , controversies are focused on the selection of heading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n the present age when computer cataloging is applied widely , main entries can be

abandoned. In China , however , the problem is still in discussion. 4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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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款目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的产物 ,是

手工编目方式下的必然结果。因而 ,主要款目具有一

定的历史局限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

猛发展 ,文献编目和文献检索的手段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主要款目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出来。主要款目

的概念与作法首先在欧美国家遭到非议 ,主要款目存

废之争也由欧美国家蔓延至国际编目界。

1 　欧美国家主要款目存废之争

1. 1 　主要款目标目的范围

在西文文献编目方面 ,国际上形成了两大编目体

系。一个是英美编目体系 ,另一个是普鲁士编目体

系。英美编目条例的著者原则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已经基本成熟、定型。然而 ,英美编目体系与普鲁士

编目体系的标目范围有所区别。第一 ,在机关团体出

版物的标目选取方面 ,英美编目体系要求团体出版物

取团体名称作标目 ,而普鲁士编目体系中根本没有机

关团体著者标目这一概念。第二 ,编者、译者在不同

的编目体系中地位不同。在英美编目体系中 ,编者、

译者均可作为标目 ,而普鲁士编目体系不将编者、译

者纳入标目的范畴。第三 ,书名在图书馆目录中的地

位不同。在英美编目体系中 ,取书名作标目的情况甚

少 ,而普鲁士编目体系在这一点上则与其相反。

为了协调统一各国不同的编目原则和处理方法 ,

从而制定出一套国际通用的编目原则和方法 ,1961

年 ,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编目原则会议。会议就字顺目

录中标目和著录用词的选择和形式达成了协议 ,使英

美编目体系与普鲁士编目原则得以向同一方向发展 ,

从而缩小两大体系间的差距。这次会议使普鲁士编

目体系扩大了机关团体标目的范围。与此同时 ,英美

编目体系对机关团体标目的使用范围作了限制 ,并接

受文集取题名为标目的做法。这些变化导致英美编

目条例题名款目逐渐增多 ,著者款目相应减少 ,这也

说明了英美编目体系的著者原则开始动摇 ,从此拉开

了主要款目存废之争的序幕。在这种背景下 ,西方有

人提出了改变传统的“著者 —题名”标目原则 ,认为

“作为检索途径本来最好的、最恰当的选择应是题名 ,

因为它是一部文献固有的、特有的识别标记”。

1. 2 　主要款目的集中职能

维若娜 ( Eva Verona) 在《主要款目在字顺目录中

的作用》一文中明确指出“字顺目录中主要款目的职

能是 :第一 ,反映特定的出版物 ;第二 ,在字顺目录中

集中一个著者的全部出版物。”[1 ]自从机读目录问世

后 ,由此引发编目界对主要款目在字顺目录中的作用

的争议。英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威尔斯 (A. J . Wells) 认

为 :“从多方面看 ,设计一个从书名开始著录的款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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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容易的 ,因为这样就可以放弃主要款目的标目概

念 ,这个概念毫无意义地占去我们很多时间。”[2 ]有的

人甚至提出采用交替标目的新方案。例如 ,在本世纪

60～70 年代 ,弗莱德曼 ( Friedman) 、杰夫瑞斯 (Jef2
freys) 、戴林 (Daily)和哈德 ( Handy)就主张只要单元卡

都是从题名开始著录 ,然后采用平行款目“交替标目”

的方法 ,把著者、主题等放在卡片上端 ,这样就不用花

时间去选择主要款目标目 ,也就放弃了主要款目概

念。以美国现代编目理论家柳别斯基为代表的主存

派认为目录的第二个职能需要通过主要款目来实

现[3 ] 。“如果废除了主要款目的概念 ,主要款目执行

的有效职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取消主要款目 ,一方

面无法履行其有效的职能 ,同时也将使字顺目录不能

履行集中文献的职能 ,目录将是一份文献清单 ,而不

能起到检索作用。这实质上是“书目编目理论的严重

倒退”。以美国当代编目界后起之秀 AACR2 主编戈

尔曼为代表的主废派则认为“主要款目的重要职能可

由非主要款目或数据库来实现 ,即废除主要款目并未

意味着主要款目所履行的有效职能也将被废除 ⋯⋯,

使用交替标目的所有款目都是主要款目。”在计算机

编目的状态下 ,可通过交替标目提供更多的检索途

径 ,同样可履行主要款目标目的职能。

简而言之 ,主存派和主废派在主要款目的集中职

能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1. 3 　主要款目查核复本的职能

1967 年 AACR1 问世 ,该条例保留了主要款目。

其原因正如 AACR1 在其引言中所解释的 :“主要款目

是识别图书、查核复本的一种有效形式 ,在多款目的

目录中和单式目录、定单、引用书目中都还需要 ,在公

务目录中作为根查记录也是需要的。”AACR1 保留主

要款目的作法并没有使主要款目的存废之争得到平

息或缓和 ,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加快了理论

实践的步伐。以戈尔曼为代表的主废派认为关于查

核复本可以利用国际标准书号 ( ISBN) 在任何一种目

录中完成 ,不一定利用主要款目。事实上在机读目录

发展阶段 ,检索点范围已超出了传统的著者、书名、主

题等 ,凡有检索价值的数据均可作检索点 ,这有利于

读者检索文献。这致使 1978 年出版的 AACR2 将传

统的先标目后著录的次序颠倒 ,以强调重视对文献的

描述和适应一次输入、多项输出的机读目录。这个事

实本身也说明以主要款目为基础的著者原则进一步

发生动摇。尽管 AACR2 主编戈尔曼主张废除主要款

目 ,但他无法完全左右 AACR2 的编撰工作。因而 ,

AACR2 采取折衷的办法 ,一方面保留主要款目与附

加款目的概念 ,并作了一些简化的规定 ;另一方面对

业已采用的“交替标目”的作法表示承认。对此

AACR2 解释道 :“这是由于没有时间来探讨改用交替

标目所涉及的许多问题 ,同时也是由于单式款目的目

录还有选择主要标目的需要 ,并且考虑主要款目的概

念对确定统一题名和促进引文书目的标准化有用

处。”[4 ]

众所周知 ,机读目录不同于普通的图书馆目录 ,

一种文献在机读目录中只有一条记录。机读记录不

仅无主次之分详简之别 ,而且机读目录中的任何一个

字段都可以根据需要成为检索点。主要款目核查复

本的职能可由机读目录中书名、著者、ISBN 或 ISSN

等检索点共同承担 ,并非只有主要款目或 ISBN 号才

具有查核复本的职能。

2 　亚洲国家主要款目存废之争

在日本 ,主要款目存废之争的焦点在于主要款目

标目是取书名还是取著者。纵观日本编目体系的发

展过程 ,在 1942 年前日本的标目选取原则基本上是

在书名标目与著者标目之间改来改去。日本早期的

编目条例 ———《和汉图书编目规则》是以书名为标目。

1937 年 ,日本图书馆协会编印了《和汉图书馆目录

法》,由于条例中“款目取书名或著者作标目”的提法

含糊 ,引起了一场关于主要款目标目的争论。1942

年青年图书馆员联盟编辑的《日本目录规则》问世 ,暂

时平息了这场争论 ,确定以著者为主要款目标目。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欧美国家的主要款目存废之争正式

拉开序幕 ,并日趋激烈。在这种背景之下 ,日本于

1977 年出版了《日本目录规则》(新版预备版) ,废除

了主要款目和附加款目 ,采用平行款目“交替标目”的

作法。该规则付诸实践后使主要款目的存废之争进

入高潮阶段。

在我国 ,主要款目的存废之争最初仅限于主要款

目标目的选取问题。在本世纪 20～40 年代 ,中文编

目曾就以书名还是以著者为标目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

其结果是中文图书仍坚持书名标目原则 ,而西文图书

一直承袭英美的作法 ,以著者为主要款目标目。60

年代 ,机读目录在美国问世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 In2
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简称 IS2
BD)随即产生。ISBD 统一了各国书目著录的内容 ,固

定了著录项目的顺序 ,确立了一套将目读书目著录转

换成机读形式的标识符号 ,从而建立起一种国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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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体系。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 ,主要款目存废之争

的浪潮也波及我国。

我国的主废派认为 : (1) 主要款目是早期图书馆

为节省印刷篇幅与费用而编制的单款目书本式目录

的遗迹 ,现实行一文献多款目的目录体制后 ,主要款

目已属于过时概念。(2)选择主要款目标目是编目流

程中最艰巨而费时的一个程序。废除主要款目 ,代之

以交替标目 ,可简化编目流程 ;同时由于主要款目的

标目一旦固定后 ,就固定地成为附加款目的第二标

目 ,这样标目重叠 ,排检不便。但是 ,如果采用通用款

目 + 交替标目这一系统 ,首先编制通用款目 ,再根据

图书馆目录的性质及排检需要 ,将排检点轮流加工在

通用款目上。这样 ,每种款目只有一个标目 ,而且更

清晰、鲜明 ,有利于排检。(3) 采用单元卡 ,各款目著

录内容详略一致 ,无主次之分 ,这实际上已动摇了区

分主要款目、辅助款目的基础。(4) 从计算机化来看 ,

在编目工作中利用计算机存储和检索文献 ,可以把认

为必要的检索信息尽可能记录下来 ,从而有效地满足

读者的不同需要 ,没有必要区分主要款目与附加款目

之分。

主存派则认为主要款目是识别图书、查核复本的

一种有效形式 ,作为公务目录的根查的记录不可缺

少 ;每一文献实体在单款目目录中 ,只有一个款目 ,因

此 ,必须在所有排检点中选取一个主要的作该款目的

标目。因而主要款目标目不能废除 ;取消主要款目将

导致目录不能集中某一著者的所有著作和某一著作

的所有版本。

3 　主要款目的前景

主要款目是手工编目时期的历史产物。对于书

本目录和卡片目录 ,其目录的揭示职能和集中职能的

发挥依赖目录的款目。只有当款目发挥其作用时 ,才

能保证目录整体职能的有效发挥。众所周知 ,在传统

的图书馆目录中 ,主要款目是以文献最重要的特征为

标目的款目。

主要款目标目使文献最重要的特征在图书馆目

录中得以揭示 ,担负着排检款目的作用 ,充当实现目

录揭示和集中职能的角色。此外 ,主要款目还记录有

详备的编目业务信息 ,这使它在款目和目录的组织与

管理中 ,也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其它款目只能起到对

主要款目的补充和辅助的作用 ,提供主要款目标目以

外更多的排检点。由此可见 ,主要款目在特定的编目

技术的条件下 ,担负着历史使命 ,在手工编目阶段发

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

的 ,都会随着社会的进步 ,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本世纪 60 年代 ,计算机技术开始应用于编目

领域。1964～1969 年间 ,美国国会图书馆先后研制

成功了 MARC Ⅰ及 MARC Ⅱ,文献编目从而形成了一

种崭新的计算机编目的模式。所谓计算机编目 ,是将

目录信息输入到电子计算机中 ,在程序的自动控制

下 ,根据需要编制出机读目录、缩微目录、卡片目录、

书本目录等各种形式的目录 ,是一种现代化的编目方

法。它不仅可以加快文献编目的速度、提高文献目录

的质量 ,而且便于排检文献 ,提高文献的利用率。机

读目录是由若干条书目记录构成的。不仅书目记录

与款目的结构各异 ,而且机读目录与卡片目录实现图

书馆目录职能的方式有所不同。图书馆的卡片目录

是靠题名款目、责任者款目、分析款目、参照等共同实

现其图书馆目录的职能。而机读目录不是凭借题名

款目、责任者款目、分析款目、综合款目、参照等集中

同一著者的不同著作 ,汇集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或译

本 ,而是通过书目记录中的各个可检字段和连接款目

块实现机读目录的排检职能、集中职能以及选择职

能。机读目录具有“一次输入 ,多次输出”的功能。因

而 ,就图书馆目录的职能而言 ,在计算机编目时代 ,完

全可以废除主要款目。当然 ,还需要解决西文文献卡

特号的选取、图书的排架等问题。

1985 年全国文献情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

委员会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3792. 2 - 85《普通图书著录规则》废除了主要款目

的概念 ,不仅产生了无标目的通用款目 ,而且确立了

交替标目在图书馆目录中的位置。而中国图书馆学

会 1985 年编撰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仍保留主要款

目的概念和作法。

无论是主要款目还是通用款目都能充分揭示文

献内容与外形特征 ,都是编制其他各种款目的基础。

其不同点在于 :通用款目 ( Framework) 是款目的基本

结构 ,是一张无标目的款目。它一般不能直接用于题

录性检索工具 ,必须进行技术加工 ,将标目置于款目

开端 ,使之成为题名款目、责任者款目、主题款目、分

类款目等方可组织各种目录或书目。其检索点在卡

片目录乃至机读目录中具有并行关系。然而 ,主要款

目不仅设置了主要款目标目 ,而且载有图书馆业务注

记。

简而言之 ,我国的中西文文献编目直至今日对主

要款目的态度仍旧各持不同的观点和作法。

—67—

第 27 卷第 131 期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2001 年 1 月

Vol. 27. NO. 131 THE JOURNAL OF THE L IBRARY SCIENCE IN CHINA Jan , 2001



中国图书馆学报 (双月刊) 2001 年第 1 期

ZHONGGUO 　 TUSHUGUANXUEBAO

●陈 　远

信息系统构件的标引问题研究
摘　要　实施信息系统构件标引的不利因素有 :构件无严格分类标准、具有多态性、是“黑盒”型

的、属性复杂、标识用语不规范 ,等等。信息系统构件特征分为内在的、外在的和不规则的 ,可供标

引的款项很多。信息系统构件标引的原则是 :适度抽象、逐步规范、尽量包容、易于理解及方便增

减。参考文献 5。

关键词　信息系统　构件标引　标引款项　标引原则

分类号　G254

ABSTRACT　In the paper , the author analyzes factors unfavorable to the indexing of components of in2

formation systems ,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omponents and principles for the indexing. 5 refs.

KEY WORDS　Information system. 　Indexing of components.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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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信息系统开发的质量与效率 ,采用构件

来“集成”信息系统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目前任何

一个信息系统的开发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项技术。

这里所说的构件是指可以用于多个信息系统的、具有

可复用性质的系统成分 ,其内容兼有独立性、完整性、

可标识性、一般性、适应性、可靠性、标准化的特点。

伴随构件开发水平的提高 ,构件的种类与数量越来越

多 ,能否在开发一个新系统时准确地判断、找到合适

的构件并避免误用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这就需要

将构件进行分类、存贮和管理 ,建立构件的检索系统。

而这项工作的前提则必须全面、深刻、简明地描述构

件的特性 ,即对构件进行必要深度的标引。

1 　构件标引的困难

构件的特性描述较之文献的特性描述要复杂困

难得多 ,原因在于 :

(1)构件无严格的分类标准。不同的角度有不同

的分类 :构件有专门生产商提供的 ,如有名的 Mi2
crosoft、IBM、ComponentWare Consortium 公司和组织 ,

也有用户自行开发的 ;有遵循一定标准的 ,如 Ac2
tiveX、JavaBeans、CORBA 规范 ,也有非标准化的。还

可根据构件适用范围分为通用基本构件 (适用于各种

信息系统) 、领域共性构件 (是信息系统所属领域的共

性组成成分) 、应用专用构件 (是每个信息系统特有组

成成分)等。

(2)构件的层次规模不一。按不同的适用阶段 ,

分别有基于信息系统分析、设计、测试、维护等阶段的

构件。还有不同抽象层次的构件 ,从产品的概念、系

统模型和规约 ,到程序源码甚至目标码。有不同粒度

的 ,从系统构架、框架、类簇到代码片断。也有不同形

式的 ,像黑盒构造块、生成器、模板、设计模式等。

(3)构件具有多态特性。构件往往可用于不同的

环境 ,或在同一环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构件是不能

脱离具体的系统而独立生存的 ,与环境中其它构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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