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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图书馆编目工作

顾　 犇

　 　 图书馆编目工作是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工作，
也是核心业务工作。 伴随着图书馆业务范围的

拓展、新技术的日益发展，以及图书馆管理模式

的改变，采编工作的未来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
进退两难。

一、转变中的阵痛

回顾十几年来走过的道路，编目工作经历着

多方面的阵痛。
１ 工作量　 工作量化是采编工作经历的第

一次“阵痛”。 在 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的各种管理模式

（包括定量管理、目标管理、岗位管理等）中，采编

工作的计量成为很重要的方法。 增加定额是总

体要求，而实际操作的难度导致管理人员忽视或

者不愿意考虑不同类型图书馆的差别和不同部

门工作量之间的协调。 可以计量的采编工作负

担日益繁重，而不可计量的其他工作却缺少合理

的考核标准，这成为导致采编工作衰弱的一个

因素。
２ 人员流动 　 第二次阵痛是人员流动。 与

各地图书馆馆长们聊天，大家普遍表示喜欢用采

编出身的干部。 凡新成立部门，都从采编调人，新
提拔干部，都从采编选人，采编部门成为培养干

部的基地。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说是好事，就是说

采编工作培养人，在那里可以受到扎实的图书馆

基础业务训练，培养人们严谨的工作作风。 如果

说是坏事，那也肯定是，因为采编工作专家培养需

要很长的周期，真正入门需要五年时间，成为行家

需要十多年时间，而成为业内专家起码需要 ２０ 年

左右。 如果干几年就离开，采编的专家如何培养？
３ 边缘化　 第三次阵痛可以说是采编工作

的边缘化。 过去的图书馆工作主要是买书、借书、
藏书，业务部门不多，自然采编工作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经过多次改革，图书馆新增加的讲座、数字

资源、决策服务、展览等职能，都在人力资源配置

和财力资源配置上对基础采编工作产生影响。
在人力和财力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业务外包

和书商增值服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大趋势，可以

说是社会化的浪潮，这在许多行业都存在，图书馆

也不例外。 特别是对于采编工作这种劳动力密集

的工作，社会化趋势也更加明显。
图书馆的新业务需要人，只有通过采编业务

的社会化，才能有人力资源调配的空间。 图书馆

的数据回溯工作，不采用社会化的方式，确实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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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 采编业务量增加，人员不可能增加，对于

采编工作来说社会化也是必走之路。
采编工作社会化严重地影响了采编业务人

员的培养和发展。 中小型图书馆都大大减少采

编工作人员的数量，只有很少的大型图书馆还有

一定规模的采编工作队伍。 从业人数的减少自

然影响到这个领域业务和学术的发展，而一些学

者的推波助澜，也加剧了这一势态的发展。
以上三次“阵痛”密切相关，互为因果。
二、现状和问题

１ 标准化问题　 在图书馆编目领域，数据交

换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标准化尤其重要，于是

国际化和中国特色之间的争论就成为一个老话

题。 现代文献编目的方法和标准都是在与国际

交流中产生的，但是也总有不适应中国具体情况

的地方，一些学者和从业人员坚持中国本地特

色，总希望制定自己的标准，而且有闭门造车的

趋势。
国际标准中确有尚未考虑到中国特色的问

题，所以我们要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提出我

们的特点，建议国际标准考虑中国特色。 同时我

们应该看到，出版物的形式在全世界基本上是类

似的，国际标准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经过了国

际上无数编目专家的讨论，他们的集体智慧应该

予以承认。 我们要先看懂他们在讲些什么，才能

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能在没有看懂之前就先入为

主，用“中国特色”这个标签来解脱、逃避研究责

任，掩盖自己看不懂国际标准的弱点。 事实上，与
西方图书不同的“中国特色”是极少的。

不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弊端，第一是浪费大量

的人力资源。 重新起草一个标准，我们要经历国

际标准的翻译、国内标准的起草等繁琐的过程，
没有三五年是完不成的。 等我们完成了标准，国
际上又有了新的标准，致使我们一直比国际标准

落后十多年。 第二是国内标准不一致。 全国性的

权威机构有若干个，缺少统一协调机构，做标准

的人多，推广标准的人却很少。 大家似乎把标准

作为科研项目，做完了就是成果，不管后面标准

应用推广的事情。

２ 技术的浪潮 　 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

了我们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 作为从事信息组

织的图书馆员，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技术对我们

的影响。 ＯＣＬＣ 的王行仁先生指出，技术变化容

易，人的习惯难改。
人的习惯难改，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人

的惰性。 不愿意花时间学习。 第二是既得利益。
在现有的条件下，已经成为专家的人，在新的环境

下就没有优势，这样的人就不容易接受变化。 第

三是能力局限。 有一些人学不会新的技术，于是

就成为变革的阻力。
也许某种变革本来就不合理，也许某种变革

是大趋势，我们目前都无法预言。 如果变革成为

必然，不是我们自己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这种变

革也许就会摧毁一个行业、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部

门。 对于图书馆行业，道理同样如此。 图书馆如

果不努力，也许会成就技术业，也许会成就出版

业，也许会成就作者本身。 因为现在做技术的都

在关心编目问题，出版界也在关心编目前移的问

题，而豆瓣等网站采用的读者自助编目、不少网站

采用的分众分类法等网络编目方法也在争夺着

传统编目员的饭碗。 只要技术和标准等问题得到

解决，编目数据直接从出版业获取是完全有可能

的事情。
我们不是预言家，但是需要思考问题，万万不

可守旧。 图书馆编目人员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和

狭小的工作空间，往往缺少走出去的勇气和时间，
久而久之就形成排斥新事物、孤芳自赏的习惯。
从长远来看，这很容易被外来的力量所淘汰。

３ 理论研究 　 图书馆的科研工作是把实践

经验归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且反过来指导实

践工作，脱离了实践的编目理论研究是没有生命

力的。 但是正如我们在其他领域看到的类似情

况，在编目领域的研究有理论教条化和科研具体

化的倾向。 不少编目研究者死抱着老祖宗的理

论，奉为金科玉律，不能修改；也有一些研究人员

缺少宏观视角，过多地着眼于编目规则、机读格

式、分类法等某一个细小的方面进行研讨。 而对

于国际编目界的进展，却很少有人去跟踪、研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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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本地化问题，更少有人去关注跨行业和跨学

科的研究进展。 甚至不少编目员只知道用自己

的系统软件进行编目，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编

目，不知道指示符、代码等设定的意义，不知道它

们在联机目录检索中的作用。 在目录系统发生

问题的时候不能及时发现，更不知道如何解决。
本人担任不少杂志投稿和会议征文的评审，学术

期刊中的编目类文章越来越少，图书馆年会征文

中编目员的参与度也低得可怜。
在国际编目领域，现代信息组织的规则和标

准都是由老一代编目专家制定，国际图联大会上

活跃的也都是老一代的编目专家。 而在中国，传
统文献编目和数字资源编目貌似两个不同的领

域，由完全不同的两批人在进行研究，一方面是

机构设置上把传统和现代截然分离，另一方面是

因为传统编目员缺少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导致

的结果就是，技术人员不了解传统文献编目，做
出的研究不能适应图书馆检索的需要，而传统文

献编目人员则在参与度、话语权等方面进一步被

边缘化。
如果有一天国际编目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革，波及到中国图书馆界，那被淘汰的首当其冲

就会是传统编目员。
４ 产业链的变化　 技术带来的另一个变化，

就是从作者到出版到书店到图书馆到读者这条

产业链的变化。 历史发展受到技术驱动，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许多人反对电子书，也许某

一天电子书长得就和纸书一个模样。 更何况，我
们的后代也不一定接受纸书。 如果不紧跟潮流，
我们就会被淘汰。

近二十多年来，报刊的数字化已经发展到极

致，从印本报刊到文摘索引，到全文报刊，到纯电

子期刊，到按需印刷。 电子图书虽因其阅读模式、
销售模式、赢利模式都与期刊不同，暂时发展缓

慢。 但是近几年来，电子图书市场似乎走过了拐

点，进入了上升发展期。 正如二十年前我们无法

预料现在的智能手机有诸多功能一样，我们也不

能一概说以后纸本图书会永远存在下去，或者说

永远是主流的阅读方式。
出版业的变革，必然会引发图书销售行业

（书商）的变革，从而也会引起图书馆功能的变

革。 到目前为止，图书馆的功能都不知道会发生

哪些变化，更何况图书馆的采访和编目工作。
未雨绸缪的事情，大到一个行业，小到一个单

位和一个部门，都需要认真考虑。 出版业需要考

虑自己的未来，书商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图书馆

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 不过这个未来是什么，
谁也说不清楚。 图书馆的职能有很多，其核心价

值到底是什么？ 采编工作是否为图书馆的核心价

值所在？ 是否需要加强投入？ 作为图书馆管理人

员，需要思考未来发展的路向，图书馆编目员也需

要提前做好准备。
我们也希望相关标准制定的权威机构能发

挥作用，拥有话语权的各大机构也放下架子精诚

合作，为了共同的事业和未来形成合力。
可以说我们现在位于十字路口，是进是退？

是抢占地盘还是坐等消亡？ 我个人认为，编目工

作在未来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但是究竟谁应该

去做，谁有能力去做，谁最后做成了，都是需要我

们思考的问题。

（顾 犇　 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

任）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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