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信息组织与利用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 (草案)
200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IFLA国际编目规则第一次专家会议通过

林明 王绍平 刘素清译

引 言

原则声明，即众所周知的巴黎原则是在1961年的国际

编目原则会议上通过的，该原则的目的——作为编目国际标

准化的基础——无疑已经实现，因为从那以后世界各国制定

的编目条例大多严格遵循或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巴黎原则

的要求。

四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编目员和用户在世界范围内使用

联机公共目录系统(0PAC)，建立一套通用的编目原则已经

变得更为迫切。21世纪伊始，国际图联(IFLA)就致力于对巴

黎原则的修订，以期实现适用于联机图书馆目录和其他一些

领域的目标。原则的首要目标是为目录用户提供便利。

新原则替代和拓宽了巴黎原则：由只涉及文字内容的作

品扩展到包括各种文献类型，同时由只涉及款目的选择和形

式扩展到包括书目记录和规范记录的各个方面。

下述原则草案包括：1．范围；2．实体、属性和关系；3．目录

的功能；4．书目著录；5．检索点；6．规范记录；7．查找功能的基

础。

这些新原则以国际上主要的编目传统为基础Q)，同时兼

顾IFLA文件“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BR)”和“规范记录的

功能需求与编号(FRANAR)”提出的概念模型，这些概念模

型把巴黎原则拓宽至主题编目的范围。

期望这些原则能够增进国际书目数据和规范数据的共

享，同时为一部国际性编目规则的编目条例的制订者提供指

导。

1范围lScope)

本原则声明旨在指导编目规则的制订工作。这些则适用

于书目记录和规范记录以及当前的图书馆目录。同时也可用

于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团体创建的书目和数据

文档。

原则声明的目的是为各种书目资源的描述性编目和主

题性编目提供一种一致的方法。

制订编目规则的最高原则应当是为目录用户提供便利。

2实体、属性和关系(Entiti鼯， Attr噎butes， 锄d

Reh咖nships)

2．1书目记录中的实体正ntities in Bibliographic Records)

就建立书目记录而言，应该考虑下面的实体(这些实体

涉及知识与艺术创作活动的产物)：

作品(work)

内容表达(exp南ssion)

载体表现(manifegtation)

单件(item)②

2．1．1书目记录通常应该反映载体表现，这些载体表现可以

是作品的合集、独立作品、或作品的组成部分的具体体现。载

体表现可以以一个或多个物理单元的形式出现。

一般来说，每一种物理形式(载体表现)的文献应该创建

一条单独的书目记录。

2．2规范记录中的实体正ntities in Autllority Records)

规范记录应该记载至少包括个人、家族、团体名称③以及

主题的受控形式。作为作品主题的实体包括：

作品

内容表达

载体表现

单件

个人

家族

团体

概念

实物

事件

地点④

2．3属性fAttributes)

识别每一个实体的属性都应当作为书目记录和规范记

录的数据元素。

2．4关系(Relationships)

具有目录学意义的实体间的关系应当通过目录来识别。

3目录的功能(F吼cti蛐s of the Catalog眦)

目录的功能是使一个用户能够⑨：

3．1在利用资源的属性或关系进行检索后，从某一收藏(现实

①Cutter，Chades A．：Rules for a dictionary catalog．4tIl ed．，rewritten．Washin殍on，D．C．：G0vemment蹦nting 0mce，1904；RarIganatharI，S．

R．： Heading and canons． Madras【India】 ： S． ViswaIlathan， 1955； Lubetzky， Seymour：Principles《catalo百ng． Final report． Phase I：

Descriptive cataloging．LDs Angeles，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Hlia，Institute of“brary Rese眦h，1969．
②作品、内容表达、载体表现、单件是FRBR／FRANAR概念模型中的第l组实体。

(黟个人、家族、团体是FRBR／FRANAR概念模型中的第2组实体。

④概念、实物、事件、地点是FRBR／FRANAR概念模型中的第3组实体(注：附加实体如：FRANAR模型中的商标、识别号等可能在FRANAR
未来的最终报告中给出)。

⑧3．1—3．5根据Svenonius，Elaine．rrIl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I山咖ation 0rg帅ization．CaIllbridge，M鹪s：M rI’Press，2000．ISBN 0—

262一19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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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编目原则声明(草案)

的或虚拟的)中发现(find)书目资源：

3．1．1查到(10cate)单个资源

3．1．2查到(10ca￡e)下述成套资源

同一作品的全部资源；

同一内容表达的全部资源；

同一载体表现的全部资源；

特定个人、家族、或团体的全部作品和内容表达形式

特定主题的全部资源；

由其他检索条件(如：语言、出版国、出版日期、物理形式

等)限定的全部资源：

人们认识到，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一些图书馆目录将

缺少作品组成部分或作品中独立作品的书目记录。

3．2识别(identify)一个书目资源或代理者(即确认记录所描述

的实体对应于所查找的实体，或者区分具有相似特征的两个

或多个实体)

3．3选择(select)一个适合用户需求的书目资源(即选取一个

在内容、物理形式等方面能满足用户要求的资源，或放弃一

个不适合用户需求的资源)。

3．4获取(acqlli呐或存取(obtain access)所著录的文献(即提

供信息，使用户能够通过购买、借阅等方式获取某一文献，或

者以电子方式通过联机连接远程资源检索某一文献)，或者

获取规范记录或书目记录

3．5浏览(navigate)目录(即通过书目信息的逻辑排列或清晰

的浏览途径的展示，包括作品、内容表达、载体表现和单件之

间关系的展示)

4书目著录①iMio呻p赫c D‘嫩响啦on)

4。l书目记录的著录部分应以国际认可的标准为基础@。

4．2根据目录或书目文档的目的，著录可以有不同的详简级

次(Llevels of completeness)。

5检索点(Acce鲻Points)

5．1一般规则(General)

检索点用于查询书目记录或规范记录，它们的形成必须

遵循一般原则(见1．范围)，它们可以是受控的或不受控的。

不受控的检索点可能包括的情况诸如载体表现上出现的正

题名，或附加到一个书目记录中或见于一个书目记录中任何

蛙地方的关键词。

孽 受控的检索点为成套资源所需要的一致性提供保障，而

弟 且必须按照一种标准予以标准化。那些标准形式(亦称“规范

期 化标目”)以及作为参照使用的变异形式应记载在规范记录

中。

J 5．1．1检索点的选择(Choice of access points)

筇5．1．1．1作为书目记录(bibliographic reco柑)的检索点，包括

未作品题名和内容表达题名(受控的)和载体表现题名(通常是

童不受控的)，以及作品创作者名称的受控形式。

佛 在团体作为创作者的情况下，仅限于依其性质必然表达

譬
袭

团体的集体思想或活动的作品，即使作品以具有团体官员或

雇员资格的个人署名，或者，题名中与作品性质相关联的措

辞清楚地表明团体对作品内容负有集体责任。

对发现、识别和选择所著录书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的其

他个人、家族、团体名称和主题的受控形式，也可作为书目记

录附加提供的检索点。

5．1．1．2作为规范记录(authority record)的检索点，包括实体

名称的规范形式，以及名称的变异形式。附加检索可通过相

关名称实现。

5．1．2．规范标目(AutIlorized Headings)

实体的规范标目应当是以一贯形式识别实体的名称，或

是显著出现在载体表现中的名称，或是被目录用户广为接受

的名称(即“惯用名称”)。

若有必要，应附加进一步识别的特征，将一个实体与另

一个同名实体区分开来。

5．1．3语言(Lar唧age)

当名称以几种语言表达时，优先选择的标目应当根据

采用原语言和字体表达的载体表现中出现的信息；但是，若

原语言和字体并非在目录中正式使用的语言和字体，则标目

可依据载体表现或参照中出现的、以最适合目录用户的一种

语言和字体表达的形式。

应尽可能通过规范标目或参照提供原语言和字体的检

索点，若需要音译，应遵循有关字体转换的国际标准。

5．2个人名称形式(Fo肋8 0f Names fbr Persons)

5．2．1当个人名称包含几个词时，款目词的选择应根据个人

的公民身份所在国的惯例去确定，或者

5．2．2当公民身份所在国无法确定时，则根据个人通常居住

的国家的一贯用法，或者

5．2．3若个人通常居住的地方无法确定，财款目词的选择应

根据出现在载体表现或一般参考来源上个人通常使用之语

言的一贯用法。

5．3家族名称形式(Fbms of Names for Families)

5．3．1当家族名称包含几个词时，款目词的选择应根据与家

族最有关联的国家之惯例去确定，或者

5-3．2若与家族最有关联的国家无法确定，则款目词的选择

应根据出现在载体表现或一般参考来源上家族通常使用之

语言的一贯用法。

5．4团体名称形式(F0兀ns 0f N砌es f打Corporate Bodies)

5．4-1管辖权的规范标目应包括相关领土名称当前使用的形

式，而且该名称形式在语言和字体上要最适合目录用户的需

要。

5．4．2若团体在持续时期内使用不同名称，而且不是一个名

称的小改变，则每个有区别意义的名称都应视为一个新的实

体，每个实体的相应规范记录应通过互见(前／后)参照连接。

5．5统一题名形式(Fo肌s of Unifo咖Tides)

⑥对于图书馆界，指的是Intemalional StalldaId Bibliographic Descri州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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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编目原则声明(草案)

统一题名既可以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题名，也可以是一个

名称／题名的结合形式，还可以是采用诸如团体名称、地方、

语言、日期等识别因素附加成分限制的一个题名。

5．5．1统一题名应当是原题名或在作品的载体表现中最常见

的题名，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采用目录的语言和字体的一种

惯用题名可被选择为原题名，以作为规范标目的基础。

6规范记录(Aumori锣records)

6．1应建立规范记录，以便控制作为检索点的个人、家族、团

体、作品、内容表达、载体表现、单件、概念、实物、事件、地点

等实体的名称规范形式和参照。

6．2如果某一个人、家族或团体使用不同的名称或不同的名

称形式，应为每个确定的对象选择一个名称或一个名称形

式。如果某一作品具有不同的题名，应为其选择一个题名作

为统一题名。

7查找功能的基础(F伽Inda伽璐for search Capabmti髑)

7．1查找与检索(Search and Re埘eval)

检索点是书目记录的单元，这些单元1)提供对书目记录

与规范记录以及相关书目资源的可靠的检索，并且2)限定检

索结果。

7．1．1查找手段(Search devices)

对名称、题名和主题，应能通过特定的图书馆目录或书

目文档所提供的任何手段进行查找和检索，比如通过名称的

全称形式、关键词、词组、词的截断等。

7．1．2必备检索点(Indispensable access points)是指以书目

记录或规范记录中每个实体的主要属性或关系为基础的检

索点。

7．1．2．1书目记录的必备检索点包括：

创作者的名称，或列出的创作者多于一个时的第一个

名称

载体表现的正题名或提供题名

出版或发布的年份

作品／载体表现的统一题名

主题标目、主题词

分类号

被著录实体的标准号、识别符和“关键题名”。

7．1．2．2规范记录的必备检索点包括：

实体的规范名称或题名

实体的名称或题名的变异形式。

7．1．3附加检索点(Additional access points)

取自书目著录或规范记录其他项目的属性可作为供选

择的检索点，或在检索到的记录数很多时作为过滤或限定的

手段。在书目记录中此类属性包括，但并不限于：

除第～个之外的其他创作者的名称

表演者或承担除创作者之外的其它职能的个人、家族或

团体的名称

并列题名、文首题名

丛编的统一题名

书目记录识别符

语言

出版国

物理载体

在规范记录中此类属性包括，但并不限于：

相关实体的名称或题名

规范记录识别符

附录：制订编目规则的目标

有若干指导编目规则制订工作的目标⑦。其最高目标是

用户的便利性。

t目录用户的便利性。在对著录以及检索点名称的受控

形式作出抉择时应该考虑到用户。

4通用性。在著录与检索中使用的标准词汇应与大多数

用户所用的词汇相一致。

*表达性。在著录以及检索点名称的受控形式中的实体

应按实体描述其本身的方式来确定。

4准确性。应如实描述被著录的实体。

*充分性与必备性。只应包含那些在著录以及检索点名

称的受控形式中对完成用户任务所必需的，以及对唯一识别

某一实体所必不可缺的单元。

*有意义。著录单元应具有目录学意义。

。经济性。当达到某一目标存在多种途径时，应选择整体

经济性最佳的途径(即费用最少或方法最简单)

+标准化。应在尽可能广的范围与尽可能深的层次上实

现著录与确立检索点工作的标准化。这样能够取得更大的一

致性，从而提高共享书目记录与规范记录的能力。

*集成化。各类文献的著录以及实体名称的受控形式应

尽量基于一套共同的规则。

编目条例中的规则应具备：

8可论证性(denfensible)而非随意性。

人们认识到，有时这些目标可能会互相矛盾，需要采取

可论证的、实用的解决方法。

(资料来源：http：／／www．10c．gov／loc／ina／imeicc／)

译者单位：林明、刘素清，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1；王

绍平，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上海，200030

收稿日期：2004年12月5日

⑦根据svenonius，E．rrIl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111forInation 0。ganization．c哪bridge，M鹊s：MIT Press，2000'p．68提供的参考文献

尤其是阮冈纳赞和莱布尼茨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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