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目自動化前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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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業雖然也依標準行事，但其要求不及自動化作

業時嚴格而急迫。圖書館技術服務準則中與編

目作業有關的標準重要的有：機讀編目格式( M  

ARC Format)、編目規則、分類法及標題法等。

機讀編目格式為書目資料提供一個彈性的

儲存空間，是書目資料交換的工具。任何一所

圖書館的編目自動化系統本質上是獨立的，但

不應該是孤立的，必須能夠與他館溝通，在合

作互惠的基礎上，接受他館提供的書目資料，

反之亦然。所以，機讀編目格式是書目資料交

換的媒介，藉它資訊才能共享。 

編目規則是描述資料外形特性時所依循的

規定，即記述編目的準則。中國編目規則及英美

編目規則第二版(AACR-2)是國內圖書館採行的

編目規則，分別作為著錄中、西文資料的依據。

新資料鍵檔均遵行此二規則，殆無;疑義，但回

溯性資料轉換時，若遇未遵此二規則著錄之書目

資 料 ( 如 國 立 中 央 圖 書 館 中 文 編 目 規 則 ，

Pre-AACR-2)，是照原樣轉換或修正後再轉換？ 

分類法是主題編目的方式之一，一方面做為

排架的依據；一方面做為即類求書的指引。分類

法應否統一，爭論已久，見仁見智，按下不談。

如果一所圖書館以前採用的分類法、顯;然不符

需要，希望乘書目鍵檔之便，改用他種分類法，

自動化是圖書館發展的必然趨勢，書目資

料是圖書館自動化的基礎，因此，編目自動化

是圖書館自動化的首要工作。整合性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把書目資料列為主檔，其道理在此。

編目工作，不論是傳統的人工作業，或是自動

化電腦作業，對圖書館的重要性，恆久不變。

編目最大的功能在搭起讀者與圖書館間的

橋樑，讓讀者透過目錄的溝通，瞭解館藏的內

容，迅速而有效地查尋所需的資料。這種既費

力又費時的編目工作，往往是圖書館投注最多

人力的地方，然而，其成效未見成正比。目錄

不但未能充分發揮溝通的功能，編目上許多「想

當然耳」的決定反而另讀者茫然，無所適從。

很多人以為藉自動化的大好機會可以解決多年

未決的編目問題，殊不知編目的問題歸編目的

問題，自動化技術歸自動化技術，所謂編目自

動化是藉電腦為工具來處理書目資料，電腦系

統的規劃設計，仍應本編目作業的要求，若想

把人工編目作業懸而未決的困境，寄望自動化

系統予以化解，則猶緣木求魚不可得。 

本文將純粹從編目工作的立場，探討二  

個圖書館在規劃自動化編目系統時，編目業務

本身應作的考慮。 

二 、標準的確定 

標準化是自動化作業的基本要求，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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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於西書，文字書寫方式不同，分架陳列，有其

方便，但不一定非用兩種分類法不可。如果把分

類號作為主題查尋的工具．則中西文共用一種分

類法，當然省事方便多了。一館採用一種分類系

統本是理所當然之事，對國內圖書卻難如蜀道

行。在實行自動化編目之際，對中西雙軌的分類

法，囿於實際困難，即使無法全面改變，總該謀

求補救之道，統整分類查尋的途徑。機讀編目格

式除了提供各館分類號的著錄位置，還為其他通

用的分類法提供著錄的空間，如國會圖書館分類

法及杜威分類法的分類號。做為國家書目中心的

中央圖書館如果能為中文圖書提供LC及DC分類

號，便於各館選用，如此，將為中文資料的分類

查尋打開另一扇窗，也為中西文統一分類的努力

邁出一步。 

標題法的情形和分類法不盡相同。中文標題

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重要的是，如何連接兩

種語文對應的標題(如教育心理學、Educational 

Psychology)，一方面簡化查尋手續；再方面擴大

查尋面，更方便讀者查尋。 

這不失為好機會，但必須考慮因改變分類法所帶

來的後續工作，如書標的更新、圖書的移架等繁

瑣工作。 

標題法是主題編目的另一種方式。作為主題

分析工具的分類法和標題表，常因版本的修訂造

成前後不一，有時因不同編目人員主題分析的差

異，甚至同一編目員因時間因素所造成的前後不

一，諸如此類在標準中的差異，如何求其一致？ 

三 、中西文書目資料合一的考慮 

國內圖書館技術服務準則一向採二部制，編目

規則、分類法、標題法等都是中西異則，各有所本。

在自動化系統中，中西文書目資料分檔的作法合情

卻不合理，既然合為一檔，怎能採用兩套標準？為

建立一個合理而有效的資料庫，不論中外文資料，

一律遵行一個標準，在資料的處理上以及資料的查

尋上，均較簡便。 

任何一套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都會選用一種機

讀編目格式作為書目資料交換的工具，機讀格式的

選用取決於系統的設計，既經採用某一系統，當然

以其所定之機讀格式來著錄資料，機讀編目格式定

於一的重要性，不言自明。 

中、日、韓文資料率依中國編目規則著錄；西

文資料則按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AACR-2)著綠，

這是國內圖書館編目上的不成文規定，各館謹守不

渝。這兩種規則雖都遵循國際書目著錄標準(I S B 

D)而編訂，彼此相容但並不完全相同。一個書目資

料檔中兩套編目規則並行，並無不可，但徒增編目

作業的不便，並且造成讀者查尋的困擾。 

一個圖書館沿用不同的分類法給圖書歸類排

架，是中國圖書館的特色，也是對悠久歷史與傳統

文化的尊重。廿一世紀的中國圖書館是繼續維護歷

史傳統，還是從傳統中創新，值得深思。如果分類

號僅僅是排架依據，中文圖書的版式(尤其是古書)

四、編目政策的重新調整

編目政策的擬定，旨在確保目錄品質，維持

目錄的一致性與一貫性。編目政策主要的項目包

括：著錄層次的釐定、檢索款目的選擇、分類的

詳簡、標題的選取、集叢的處理方式及附件的著

錄方式等。 

機讀編目格式對編目作業是一大變革，傳統

以卡片目錄為主的編目觀念，必須作適度的調

整，否則無法適應自動化的機讀目錄觀念，以集

叢的編目為例，內容相近，子目眾多的集叢，以

往多以整套編目的方式處理，將子目詳記於內容

附註項。在自動化編目系統中;則以各子目單獨

著錄為原則，較能凸顯各個書目資料的特性。再

以標題的選取來說，卡片目錄時代對一書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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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解決大部分的回溯性書目資料轉換問題。至

於中文資料部分，由於國內中文書目資料庫尚付

闕如，新舊資料幾乎全靠自行鍵檔，費時費力，

品質良莠不齊。國立中央圖書館的國家書目中心

卻將測試晝目連線作業系統，其光碟中文書目資

料檔則已測試完成，製作發行問世，指日可待。

屆時中文書目資料轉換的困境，可望突破。 

數，作若干限制，如一書之標題至多以三個為限，

如今則不必受此約束。 

卡片目錄的存廢是編目政策的重大決定之

一，編目業務全面自動化後，線上目錄終將取代卡

片目錄。如果決定卡片目錄全部廢止，如何訂其時

間表？廢止的步驟又將如何實施？如果決定保留

部分卡片目錄，保留那一部分？某一階段以前的記

錄，還是某一種目錄－－書名？著者？分類？這些

政策的決定，均應考量周全，計劃完善，照計劃實

行。 

六、權威控制的準備

權威控制的目的在維護標目的獨一性、一致

性與關聯性。書目資料檔中的標目均應有明確的

定義，保持其獨一性，避免混淆不清。標目之定

義界定後，則必須依標準訂定著錄格式，求其一

致性。至於標目與標目間的交互關係 (如同義

字、繁體字與簡體字、全稱與簡稱等)也應說明清

楚。 

書目權威控制的類型，至少包括：(一)名稱 

(個人姓名及團體名稱)；(二)標題；(三)劃一題名；

(四)集叢名。各館所作各項權威記錄，切忌閉關自

守，最好與國家書目中心或其他書目資料庫所提

供的權威檔，配合一致。許多圖書館自動化作業

系統宣稱，權威記錄可自書目記錄中自動產生，

但若書目記錄中所取之標目本身就缺乏一致性與

標準性，自動產生的權威記錄也同樣不一致且不

標準，自然失去權威控制的意義，因此，自動化

權威控制設計的系統，仍需依賴人工維護，不可

不察。 

編目作業自動化之初，圖書館將卡片目錄轉

換成機讀目錄，往往追求鍵檔數量的快速增加，

忽略書目品質的嚴格管制，形成「雖快卻髒」的

景象。1許多圖書館在書目資料轉換告一段落

時，才發覺所建資料庫一片「髒亂」，2必須掃

除髒亂，才能開放線上公用目錄的使用。為了建

立並保持一個純淨的書目資料庫，權威控制的諸

項措施最好與書目資料鍵檔工作!同步並行。 

五 ，回溯性書目資料的轉換 

回溯性書目資料的轉換是自動化編目作業中最

繁重的工作，轉換的速度直接影書整體自動化的步

驟，書目資料的品質攸關線上目錄查尋的功能。從

事回溯性書目資料轉換之前，應該詳細規劃，確定：

9一)轉換的原則；(二)轉換的範圍；(三)轉換的順序；

(四)轉換的方式。 

進行自動化的圖書館通常把書目資料轉換工作

交由工讀生來做，工讀生對該館編目政策往往不很

熟悉，轉換原則的確立，益形重要。除了遵守前面

提到的各項標準及編目政策外，若干編目上的細

節，也應一一詳細說明，例如，遇一書二編或一書

二號時的合併與統整問題。;集叢在什麼情況改為單

獨編目的問題等。 

把館藏資料的書目記錄全部轉換，當然最為理

想，所謂全部館藏包括遺失、殘廢、即將報廢的資

料，以及有卡無書的記錄，:諸如此種情況是否也在

轉換範圍之內？確定資料轉換的範圍之後，接著要

訂定轉換的順序，依排架的類號順序依次轉換，或

依流通量較大的類別優先轉換，或以最具館藏特色

的部分開始轉換，或以分工編組的方式全面分頭進

行轉換工作。 

回溯性書目資料的轉換方式，主要有：(一)書目

資料庫線上轉換；(二)批次轉換；(三)館內線上轉換

等。關於西文書目資料的轉換，由於光碟書目資料

的普及，各館都以它做館內線上轉換，既省時又經 七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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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編目可以簡化作業流程，節省人力與時

間，提高目錄品質，強化書目查尋功能，這也可說

是資料編目的理想目標。本質上，責料編目是智力

導向的工作，必須兼具目錄學的知識與主題分析的

能力，而這些知能的培養，端賴知識的汲取與經驗

的累積。自動化作業固然給編目工作帶來一番新氣

象，但它不是萬靈丹，可治沉荷百病，資料處理技

術以外的問題，仍然要靠編目人員的智慧與經驗來

判斷、思:考、解決。 

在自動化編目作業規劃時，編目人員必須認清

自己的職責，做好配合自動化作業的準備工作。選

定編目必復遵循的準則，確立編目政策，做好權威

控制的準備，訂定書目資料轉換的步驟，詳列解決

編目疑難問題的方案，先有一系列周全的準備，才

能期望自動化編目作業順利淮行，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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