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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目录学的源流与发展

摘　要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目录学发端于 15～16 世纪 ,有着深厚的技术和实用传统。几百

年来 ,英美目录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英美目录学之所长 为我所用 对于

发展我国的目录学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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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美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回顾及“目录学”概念和

学科体系的演变

在探讨英美目录学发展史之前 ,对西方尤其是

英语中“目录学”(bibliography) 的概念作一下说明是

非常必要的。西方目录学界对目录学下过各种定

义 :目录学“字面意义是图书的抄写。”“自 18 世纪以

来 ,此词就用来表示系统地揭示图书和图书的历史。”

(上接第 18 页) 息文化 ,创造一种信息环境来发挥人

的作用。它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制度性信息文

化的改造 :二是对人员信息技能和信息行为的培养 ,

这是企业信息化改造的关键。

5 　结束语

对于信息管理的研究 ,由于学科背景和应用领

域的不同 ,对其内涵组成的理解自然也有差异 ,这是

学术研究与争鸣的普遍现象 ,不足为怪。但我们上

述作出的比较结果 ,至少有两个推论值得注意 :

(1)情报学传统下的信息管理与管理学视野中

的信息管理具有明显区别。重视这种区别比淡化这

种区别更重要。因为只有重视区别 ,才有助于强化

各自的定位 ,对信息管理作出各自独特的贡献。

(2)淡化两者的区别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 ,很

多以信息管理过程和领域等范畴式编写的信息管理

概论性教科书都存在着内容泛化的问题。严重的结

果是导致学科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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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是描述图书的技术和科学。”“目录学是‘将

书作为物质对象研究的学科。’”“目录学就其最广泛

的意义而言 ,包括书籍的物质方面和知识方面的一

切研究。”

从英美目录学的发展历史可知 ,西方目录学更

偏重目录学的技术传统。西方目录学循着以图书为

对象 ,以“关于图书的描述”为核心 ,以方便检索为目

的的思想发展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路径及发展

特色。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在西方目录学领域的

运用 ,先进的技术不仅改变了传统手工编目工作面

貌 ,而且使技术的方法在研究领域得到应用。

西方现代书目的发展实际上是从文艺复兴 ,尤

其是从德国人谷腾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以后才开始

的。15～16 世纪 ,西方开始出现一些传记性评论书

目。其代表性著作是 1545 年格斯纳的《国际书目》,

他最先使用了 bibliotheca (书目) 一词。1548 年英国

约翰·贝尔 (John Bale)撰写《英国描述性手抄本目录》

( Illustium majors Britannuae scriptorum Otorum aum2
marium)将作者姓名依年代排列 ,所附《教会索引》是

单位名称索引之开始。1560 年特里弗腊斯 ( Florianus

Treflerus)提出建立由著者字顺目录、分类排架目录、

主题字顺索引、保存本目录等组成的目录体系。

1595 年蒙歇尔 (A. Maunshall) 在其所编的《英文印本

图书目录》(Catalogue of English Printed Books)的序言

中 ,讨论了著录标目的选取方法。1605 年鲍德利

( Thomas Bodley)编成《鲍德利图书馆目录》(Bodleiam

Library Catalogue) ,明确提出基本著录的概念 ,提出

以著者为标目的基本著录最初编目规则和图书分类

“四分法”。

17～18 世纪 ,西方目录一直以分类主题目录为

传统目录。18 世纪中叶 ,欧洲出现了狄德罗的百科

全书式以字母排列的检索结构索引。1782 年诺切尔

把目录学定义为“著述的知识及其因素的描述”,差

不多等同于“著述史”或图书信息 ( notitia librorum) 。

1797 年 ,《大英百科全书》第三版收入了“目录学”一

词 ,标志着目录学术语的成熟。在西方目录活动实

践的基础上 ,18 世纪法国出现了夏尔·穆泰 (Charles

Martet)等以“图书”为起点、以“关于书的写作”为轴

心的理论体系 ;俄国出现以索比科夫 (B. C. Conhkob)

为代表的以“书中的知识”为起点、以“评价图书 (启

发读者阅读兴趣和选择图书)”为核心的理论学说 ;

德国出现以爱尔贝特 ( Ebert . Frad) 为代表的以“目

录”为起点、以“纯粹目录学和应用目录学”为中轴的

理论系统。

西方目录学以图书的抄写 ———图书的描述作为

目录学研究的起点。与我国目录学存在学术史派和

帐簿派类似 ,西方目录学也存在分析目录学和列举

目录学两个分支。19 世纪以前 ,西方的书目基本上

都是列举式书目 ( Enumerative Bibliography) ,也称作

系统书目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其使命在于提供

完整的书目信息。分析目录学或曰评论目录学的形

成是西方目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分析目录学

或评论目录学 ,是以积累学术文化信息为主的 ,在西

方被称之为“目录学的科学方面”。

19 世纪以来与分析目录学并行发展着书目提要

———文摘、书评乃至综述、述评等高密度积累学术文

化信息的目录方式方法。这样 ,西方目录活动走向

系统化 ,西方目录学开始出现各种理论体系 ,标志着

西方目录学从经验科学开始走向理论科学。

西方早在中世纪时就出现了文摘的形式。1830

年德国出版的《药学综览》通常被认为是文摘工作和

近现代情报工作形成的标志。18 世纪前后 ,西方随

着最早出现的评论性杂志而产生图书评论。到 19 世

纪中叶 ,除书目评论通报外 ,杂志还登载现代登记性

书目和报纸杂志述评以及专科书目。至此 ,随着文

摘、书评的发展 ,综合叙述或评述一书、一学派、一专

题或一专科的过去、现状与未来发展的综述、述评

———近现代情报工作 (文献工作) 的核心工作也在形

成发展。

英美目录学对图书编目理论和技术也十分重

视。英美编目理论和技术发展有三个里程碑。其一

是卡片目录与《英美编目条例》的产生。C·A·克特

(Charles Ammi Citter) 集西方近代编目法之大成 ,于

1861 年建立了美国最早的卡片目录 ,1876 年发表著

名的《印刷本字典式目录规则》( Rules for a Printed

Dictionary Catalogue) ,建立了以书名、著者、主题三合

一多功能检索的字典式目录体系。1891～1893 年他

又发表了《展开式分类法》(或称《主题分类法》) 。克

特的目录学思想对近现代各国目录活动实践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 ,成为英美现代编目理论最主要的奠基

人之一。作为编目实践技术的总结 ,1908 年 ,英美两

国图书馆协会合作出版了《英 —美条例》(简称 AA) 。

20 世纪 60 年代后 ,鉴于集中编目、合作编目的兴起

和国际书目交换的需要 ,在国际图联的推动下 ,1967

年英、美、加三国合作出版了《英 —美编目条例》

(AACR) 。1978 年底 ,美、英、加三国分别出版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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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目条例》第二版 (AACR2) ,改革了传统手工编

目方法 ,适应了编目标准化、网络化、自动化发展的

要求 ,成为文献编目的参考指南。

第二个里程碑是机读目录的出现和 MARC 的推

行。1964～1968 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成功并发

行机读目录 (MARC) ,各国都相继采用或研制。1969

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发行 MARC 磁带目录 ,生产

了计算机输出的缩微胶卷 ,缩微型目录正式出现。

1972 年国际图联开始研究国际机读目录 ( UN I2
MARC) 。新型的联机目录的出现 ,标志着目录的发

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 ,美国、澳大利亚出版

界于 1971 年正式开展的在版编目 (CIP) ,也令各国

竞相仿效。

第三个里程碑是网络文献的兴起与元数据的提

出。网络文献信息的日益增长要求探索网络环境下

目录学发展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 ,为数字图书

馆的建设和资源共享创造条件。近年来 ,随着数字

图书馆的发展 ,英美目录学界为实现网络文献控制

兴起了研究元数据的热潮。元数据正在成为网络环

境下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标准格式之一 , 是对

MARC的重大革命。开展对元数据及其应用的研

究 ,是网络环境下目录学发展的需要 ,更是建设数字

图书馆和实现资源共享的需要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2 　20 世纪英美目录学的进展、趋势与研究热点

211 　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在英美 ,与中国学术史派目录学相对应的分析

目录学极为发达。自 19 世纪起 ,由于莎士比亚戏剧

研究日盛 ,整理英美文学遗产的风气亦因之大开 ,跨

越世纪至今不衰 ,并进而导致了英美分析目录学的

产生、发展和兴盛。

英美分析目录学的形成与我国校雠学的形成有

雷同之处 :校雠学起于汉代典籍的整理 ,分析目录学

则起于莎士比亚戏剧文献的整理 ;校雠学集版本、校

勘、目录和文献编纂于一体 ,并进而演化出一些相关

学科 ;分析目录学则熔版本、校勘、目录和文献编纂

于一炉 ,并进而演化出一些相关学科。两者相异之

处也很明显 :除历史的长短之外 ,中国校雠学长期与

版本、校勘、目录和文献编纂诸学混杂不清 ,分析目

录学则起初就与版本、校勘、目录和文献编纂诸学有

明显的分途 ;在中国是先有校雠学 ,然后才有目录学

(从校雠学中分离而成) ,而在英美则是先有目录学

(列举目录学) ,然后才有分析目录学。

英美分析目录学有其自己的渊源和传统。1719

年间出版的米歇尔·梅苔尔的《印刷编年史》可以被

看作是迈向古版书研究成熟阶段的一种预备草案。

1909 年波拉德发表了《莎士比亚著作的对开本和四

开本 ;莎士比亚戏剧目录研究 ,1594～1685》,被称为

“莎士比亚著作评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1934 年 ,约

翰·卡特和格雷尼姆·波拉德发表了《对某些 19 世纪

小册子性质的调查》的辨伪目录。1925～1940 年在

莱比锡开始出版的 15 世纪欧洲印本书总目和欧美

4000 个图书馆藏的联合目录 ———《摇篮本总目录》,

反映了欧美版本目录学的成就。正是在这些目录活

动和目录著作的基础上 ,形成和发展出分析目录学。

英美分析目录学与传统的列举目录学相辅相

成 ,共同构成了英美目录学的学科体系。分析目录

学与列举目录学有本质的区别 :研究对象方面 ,前者

以文献的“物质存在”为研究对象 ,而后者以文献的

“精神存在”为研究对象 ;在其研究目的上 ,前者旨在

精密、准确地鉴别和描述文献 ,而后者则旨在将关于

各种文献的信息汇集成为一个有逻辑的和有用的编

辑物。

分析目录学有三个分支学科 :版本目录学主要

通过版本和印刷技术来研究和比较文献正文的异同

及其流变 ;历史目录学则认定文献和确定文献的年

代 ;而描述目录学鉴别文献的“理想本”(ideal copy) 及

其一切异本。分析目录学完全不揭示文献的内容特

征 ,只揭示文献的物质形式特征 ,如 :纸的特征、版式

的特征、铅字的特征等等 ,其分析和描述的精密程度

和准确程度 ,往往令人叹为观止。

分析目录学包含着两项重要内容 : Textual Criti2
cism(近乎我国的校雠学)和 Scholarly Editing (近乎文

献编纂学) 。它们又是分析目录学常用的两种方法。

分析目录工作的成果一般是单个的“款目”,而这种

“款目”又常常附在其描述的单本书中 ,其做法与汉

代刘向作的“叙录”颇为相似。但这种“叙录”既不述

作者之意 ,也不评价书籍内容之优劣得失 ,而只是描

述文献的物质形式特征 ;在形式上 ,这种“叙录”除部

分内容充作其所描述的文献的“序跋”以外 ,大多以

“注”的方式穿插于文献的相关正文之间 ,而这种

“注”基本上又是“辑录”式的 ,目录学家们不对正文

中字词的意义作具体的解释阐发。从这些做法上

看 ,分析目录学与我国古代的校雠学和现在的古籍

整理十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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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书目控制理论的提出与深化

书目控制论是将控制论原理应用于目录工作而

逐渐形成的一门目录学分支学科。1948 年维纳发表

了《控制论》,1949 年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学者伊根和

谢拉随即发表了《书目控制绪论》一文 ,提出了“书目

控制”的概念 ,将控制论的一些定律和公式引入目录

学。由于它具有新颖性、实用性和开拓性的特点 ,在

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重视。

书目控制 (Bibliographical Control ,简称 BC) 是西

方现代目录学的重要概念。书目控制理论提出后 ,

英美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界对其进行了不断深

入的研究 ,集中于技术对书目控制的影响与作用、书

目控制的理论基础和控制论的概念歧义内涵三个方

面。

在技术对书目控制的影响和作用方面 ,1977 年罗

纳德·威金顿等研究认为 ,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建立书

目控制系统是不可避免的 ,书目控制也离不开新技术

的辅助。他们的论点因计算机技术在书目控制中的

普遍使用且产生很好的效果而被广泛认同 ,英美目录

学界对于书目控制的技术研究也越来越重视。

在书目控制的理论基础方面 ,1968 年 ,P·威尔逊

对书目控制功能作了深入探究 ,提出书目控制具有

描述控制和揭示控制两种功能。描述控制着眼于文

献外形特征 ,揭示控制则控制文献的主题内容。此

后 ,学者们广泛引进控制论和系统论 ,围绕书目控制

结构和功能问题 ,使得书目控制研究更加深入。

书目控制涵义今天仍有争议 ,争议的根源在于

“Control”一词 ,戴维森在 Bibiographical cont rol 一书

中倾向于把书目控制看作是由两个具有特别意义的

短语所组成 ,即“人类交流的记录”(the records of hu2
man communication) 和“系统编目”( Systematic list2
ing) ,并认为系统编目的目的是保证那些可获得的人

类写下的或其它形式记录下来的知识不被拒之于编

目之外或被控制。综合各种定义 ,我们能够发现书

目控制的基本意义在于控制人类的一切记录下来的

文献。

通过英美目录学家的不懈研究 ,对书目控制今

天已经明了以下问题 :

(1)书目控制的对象是文献或文献流。

(2)书目控制的基本构成为描述控制和开发控

制 ,其他如人的控制、版权控制、文献编目源控制、书

目技术方法控制、书目系统控制、主观信息控制、启

发信息控制等观点的出现使得书目控制的构成得到

了更充分的总结。

(3)书目控制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 ,它离不

开计算机等现代科技设施。可以说控制技术是实现

书目控制的关键 ,它包括“文献数据的识别、转换、组

织和检索”等“互相关联的四个环节。”

(4)关于书目控制的发展步骤 ,一般认为应先做

到国家书目控制 ( NBC) ,然后达到世界书目控制

(UBC) ,而且 NBC 必须与 UBC 配合 ,即尽量采用

UBC 的有关标准 ,以求得 NBC 向 UBC 靠拢时尽量

减少关碍。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蓬勃

兴起 ,网络书目控制又成为研究热点。英美目录学

家普遍认为因特网在书目控制方面将占据重要地

位 ,网络虚拟文献也需要充分的书目控制 ———有技

术的组织和检索以便高效率地使用。故书目控制也

可用在互联网 ,把无序的信息转换为有序的信息。

由于数字图书馆时代对图书情报目录学界提出了新

的要求 ,出现网络书目控制的热潮当在意料之中。

213 　书目定量分析的趋势

随着科学方法论的推广 ,目录学研究也出现了

计量化和精确化的趋势。这为数学方法在目录学中

的运用展示了广阔的领域。英美目录学界很早就开

始了目录学的定量研究。1923 年赫尔姆提出了“统

计书目学”一词。他的目的是通过对书面交流的统

计与分析 ,探讨书面交流的过程及某个专业的性质

和方向。随着书目计量研究的进展 ,1969 年“计量书

目学”被“书目计量学”替代 ,后发展为今天的“文献

计量学”,成为英美目录学的一大成果。

今天文献计量学已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

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利用数学方法研究文献交

流 ,文献计量学总结了著名的三个定律 : (1) 洛特卡

的科学生产规律 ; (2) 齐普夫词频分布规律 ; (3) 布拉

德福文献分布定律。其中以布拉德福定律产生最

早 ,最有名 ,影响最大。

英美文献计量学当前另一个活跃的领域是对引

文的研究。由于计算机存储能力的提高以及引文索

引类文献的畅销 ,引文性质及作用的研究在英美图

书情报学目录学界被广泛开展。罗兰德·布尔普和

丹尼尔·奥康纳分别发表了《计量书目学与引文分析

概要》和《经验的定律、理论构成和计量书目学》等理

论著作。由于注重实例分析和经验的总结 ,英美目

录学专家得出了一系列较为新颖的结论和观点。

网络文献的骤增导致对网络文献的研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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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为新的趋势。文献计量学也不甘落后。现在已

出现了“网络目录学”和“网络计量学”等名词 ,意在

研究网络文献的分布与传播规律。虽然英美的目录

学家大多并不精通计算机与通讯技术 ,但是他们敢

于接受和采用新的信息技术 ,已逐步建立一套以书

目工作自动化网络化为基础的新的目录学定量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 ,如网络文献的规范控制、网络检索策

略、网络文献分析等方面的研究。

目前 ,整个目录学学科 (方法、内容) 的数学化还

在发展之中。英美目录学还将强化书目计量方法在

科学发展中的功用 ,并结合比较、“三论”、解释学、移

植、社会调查等科学方法 ,从文化、知识、信息等角度

着眼的目录学研究 ,深化目录学内容。

214 　目录学的发展与西方编目技术的进步

英美目录学基于实用主义传统和技术为先的观

点 ,对于图书馆编目技术和方法给予了充分重视 ,能

够做到与时俱进 ,不断研究新问题、新情况 ,在图书

文献编目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手工编目时代 ,英美目录学就根据编目工作

的要求 ,研究书目款目著录的具体问题、项目及标目

选取的规则 ,在目录学实践方面着重研究图书目录

的组织与排序法 ,推动编目方法有了大发展。

计算机应用于图书编目 ,促成了 MARC 格式的

进步。对 MARC 格式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改进办法 ,

英美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界进行了仔细的研

究。MARC 成为国际标准后 ,他们对国际合作编目

也十分重视。如欧洲发展研究和培训机构协会 ( Eu2
ropean Association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Train2
ing Institutes , EADI) 1983 年在柏林召开情报文献工

作组会议 ,就决定加强 EADI 内部和亚洲、非洲、美洲

及阿拉伯国家地区文献工作协会的联系。

网络时代开始后 ,英美目录学界又投入到元数

据 (Metadata)的研究中去。英美目录学界不但研究

元数据格式问题 ,还对 MARC 与元数据的衔接问题

进行研究。通过英美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界大

力研究和倡导 ,已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电子资源描述

格式 ,如都柏林核心集 (Dublin Core) ,EAD , TEI head2
er 等。其中以都柏林核心集和档案采用的编码标准

EAD 最受瞩目。通过对元数据的研究 ,英美目录学

对网络信息组织又有了新的见解和新的技术。

除元数据外 ,英美目录学界对网络编目中的具

体问题也作了研究。如 Roy Tennant 就讨论了因特

网信息网络编目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的研究者

研究用图书馆分类法对因特网资源进行处理的问

题 ,因特网信息编目与图书情报服务的关系 ,以及传

统编目方法的改进等问题。

215 　对书目信息产业的研究

英美目录学界很注意书目信息产业的研究。在

理论研究方面 ,目录学界注意吸收信息经济学的内

容 ,开展对“新经济”的研究 ;在实践研究方面 ,他们除

了关注书目信息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具体技术方法外 ,

目录学专家和计算机技术人员还合作对电子化书目

工具作了认真细致的研究。现在英美常用的书目信

息生成工具很多都包含了目录学界苦心研究的成果。

英美近年来研制了一系列书目信息开发工具。

如 EndNote ,已能够自动产生书目并通过因特网获得

这种网络目录。再如 TextWare ,可以从大量的非标准

网络文献信息中尽可能简单快速地生成索引或检索

信息。书目检索方面 ,Pro2Cite 是很流行的书目信息检

索软件。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 ,英美目录学界也开始重视

对知识管理 (RM) 的研究 ,注意从理论上解释知识管

理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认为 ,在具体的产业发展过程

中 ,也会大量产生文献信息 ,因此高效的知识管理非

常重要。

由于英美目录工作计算机化的步伐大大加快 ,

其研究的重点也很快转到网络信息的组织与管理 ,

力求占领新时代的制高点。英美目录学十分重视对

因特网信息组织与利用的研究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

的。

3 　中国目录学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目录学比较

的启示

当今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目录学已独领新潮 ,

在目录学理论与技术方法的研究方面占据主导地

位。我国传统的目录学已不是目录学的主体 ,这是

毋庸置疑的。西方目录学为什么能够长盛不衰、逐

步发展呢 ?

西方目录学的兴起与发展 ,首先与西方学术文

化的优良传统有关。西方学术文化讲求主客体的区

别 ,把客体作为研究对象 ,分别探讨自然与人的科学

理论 ,重科学方法 ,重视对外在真理的探索和知识的

追求 ,讲究理性认识、抽象思辩、逻辑分析、建立理论

体系。故此 ,西方目录学很早就有目录学名词的词

源研究和探讨 ,注意目录学重要概念、范畴的严密阐

述和定义 ,重视目录方法的深入研究和目录活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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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分类型发展。这同我国传统目录学与校雠学、版

本学、校勘学等绞在一起难分彼此的现象相比 ,对目

录学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科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催化作

用。

其次 ,英美目录学拥有两大优良法宝 ———致用

与变通。自文艺复兴以来 ,英美目录学一直秉承着

致用的优良传统 ,所研究的一切问题均是书目工作

中的实际问题 ,不蹈空言 ,不尚思辩。故此 ,其目录

学研究成果对目录工作也就具有真正的指导意义。

同时 ,英美目录学一直秉承着变通的优良传统 ,注意

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提出新设想 ,而不固步自封 ,执

著于静态的学科体系 ,才能长盛不衰。正因如此 ,西

方目录学技术才获得飞速发展 ,目录学才真正成为

一门致用的科学。

今天的目录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目录技术方法

的研究 ,尤其是要重视研究计算机技术在目录工作

中的应用和网络文献的组织传播。因为新技术手段

的运用 ,可以极大地提高研究的效率和质量 ,同时运

用于书目情报活动中 ,也可使服务效率成百上千倍

地增长 ,并且在理论上具有方法论意义。因此 ,对以

书目数据库为主体的计算机情报检索理论的研究、

借鉴与探索 ,必然成为当代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同时 ,当今英美目录学均将网络环境下的书目工作

作为研究的基点 ,其发展前景难以估量。这些正是

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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