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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首先分析了古籍丛书揭示的现状，然后在实践工作的基础上，从揭示古籍丛书内容及便于检索等的角度，

依据对《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各字段含义的理解，提出了古籍丛书在CNMARC格式中详尽的著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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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talks about the cataloguing rules of ancient series of books in CNMARC format．The

author advances the viewpoint from the goal of bringing to light the content of ancient series of books and raising

the speed of computer retrieval system and statisticsing the work count based on her cataloguing for long time．

And with this learn from the specialist of cataloguing，hope to use the cataloguing for ancient series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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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籍丛书揭示的现状

丛书或称丛刊、丛刻、汇刻书、套书，是汇集

多种单独的著作成一套具有一个总书名的出版

物，其中的每一种书为一部独立完整的著作，是

个人或是数人著作的汇集。在内容上，一般围绕

一个中心主题，但彼此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在

版式、书型、装订等形式上，一般都是相同的；在

出版频率上，有的是一次出版，有的则连续多年

逐册出版。而古籍丛书多为综合性丛书。古籍丛

书的传统揭示方法有集中著录和分散著录两

种。集中著录就是丛书整套著录，即不管一部丛

书含有多少种，都把它作为整套的一部书，作为

一个著录单位来进行综合著录。在一张卡片上编

制丛书的各基本款目，此卡被称为总卡，其特点

是有一个子目项，在子目项中为丛书里每一种书

编制相应的分析编目卡片，即子目卡，整套集中

著录时，分类就只给一个总的索书号，益处是能

使整套丛书在书库中排列在一起，弊端是丛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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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目书找起来有些不便。分散著录就是将一部

丛书里的每一种书作为一个著录单位进行著

录。利用基本著录法编制基本款目，其特点是有

一个丛书项，在所有子目卡的丛书项中全指向该

丛书名，由此能了解哪些子目书属于何种丛书。

分散著录的丛书，每种书单独分类，有单独的索

书号，使一套丛书在书库中分散到相关各类，不

集中排列在一起。其益处是便于按类找到子目

书，不足之处是在书库中看不到丛书总体的状

况。分散著录的丛书，原则上应再编制一条综合

款目，通过子目项反映出一部丛书的全部内容，

或通过“本馆有项”反映出本馆收藏情况。但多数

馆不做此项工作。

现已知很多再版的古籍丛书本身皆有配套

的目录或是检索，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开始分

批出版的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全书其计

宋、元、明、清4代丛书100部(套)，实际出版了

3062种，3467册。另有包括“丛书百部提要及分

类、书名诸索引”的《初编目录》，可以揭示其内

容；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6年开始出版的3461

种79309卷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有其馆

1983年出版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索引；

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于1966—1986年出版的《中

国方志丛书》亦有配套的中国方志丛书目录；世

界书局1988年出版的《(搞藻堂)四库全书荟要》

亦有索引一册；齐鲁书社1995—1997年出版的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亦有2001年出版的目录索引一册；中华

书局1959—1962年的《中国丛书综录》及江苏广

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补

正》亦有索引相伴。这些配套的丛书，为我们解决

了检索的问题，但现今所见到的古籍丛书多数没

有配套索引。

2 东北师范大学

馆藏古籍丛书的编目

东北师范大学(简称东师)馆藏古籍丛书采

取集中著录方式，在书名卡配置上是两套，在卡

片箱中一套集中于丛书书名里，即把子目卡按书

内实际顺序后附于总卡之后。又有一套以丛书子

目卡书名分散于馆藏古籍书名卡目录箱中。使检

索者无论以丛书题名、子目题名、丛书编著，还是

子目的作者来检索全能指向此丛书，检到所需资

料。至今东师仍借助这种方式来服务于全校师生

查找数字化以前进馆的线装古籍。

数字化之前，东师对馆藏丛书的处理是集中

著录与分散著录同时并存，来揭示古籍丛书的内

容。数字化后，对馆藏古籍丛书东师仍以向读者

揭示其内容为己任，依据对《中国机读目录格式

使用手册》⋯各字段含义的理解，对新版古籍丛

书在CNMARC格式中的著录揭示如下：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第一册的录入：

LDR⋯‘‘nam“‘22⋯⋯
‘‘450‘

001 00040279 1

005 20041025103823．0

010$a7—200—03938—1$dCNY29．80

(全40册CNYl 192．00)

100$a20041022d2000‘‘‘4 km‘

yochiy50‘‘‘‘‘‘ea

1010$achi

102$aCN

105 Say‘‘‘z‘‘‘000ay

106$ar

2001$a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el$f史

仲文主编$9zhong guo well yan xiao shuo bai bu

jing dian

205 $a排印本

210 $a北京$c北京出版社$d2000

215$al一334页$d20cm

3271$a穆天子传／(战国)佚名，王公伟点

注；燕丹子／(汉)佚名，王公伟点注；神异经／旧

题(汉)东方朔，马达点注；十洲记／(汉)东方朔，

马达点注；列仙传／(汉)刘向，马达点注；赵飞燕

外传／(汉)伶玄，王公伟点注；洞冥记／(汉)郭

宪，王公伟点注；汉武帝内传／(汉)班固撰，王公

伟点注；吴越春秋／(汉)佚名，朱岚点注；列异

传／(魏)曹丕，王公伟点注；笑林／(魏)邯郸淳，

郁昕点注；博物志／(晋)张华，马达点注

5171$a穆天子传$9mu tian zi zhllan

5171$a燕丹子$9yan dan 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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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a神异经$9shen yi jing

5171 Sa笑林$9xiao lin

5171$a博物志$9bo wu zhi

701 0$a史仲文$4主编$9shi zhong wen

701 0$a邯郸淳$4【撰】$9han dan chun

701 0$a张华$4[撰】$9zhang hua

702 0$a王公伟$4点注$9wang gong wei

702 0$a马达$4点注$9ma da

702 0$a朱岚$4点注$9zhu lan

702 0$a郁昕$4点注$9yu xin

801 0$aCN$bNENUL

995 $a641．7／024

695 $a641．7

OWN SaPUBLIC

CAT$aFENGF$b99$c20041022$1NEN01

$h1040

DB NEN01

SYSID 40279 1

FMT BK

对线装古籍丛书的著录，笔者在新版古籍丛

书录入的基础上又加深了对(CALIS古籍联机合

作编目规则》【2I各字段含义的领悟，对善本《津逮

秘书》十五集编目时仍采用上述法加以著录，在

CNMARC格式中以如下方式揭示其内容：

1010$achi

102 SaCN

106$ar

193 $afa#}}#}}d#aII II I####Il ll II lI I##

2001 $a津逮秘书十五集[善本】$e一百四

十五种，七百五十六卷$f(明)毛晋辑$9jin dai mi

shu shi wu ji

205 Sa刻本

210 Sa虞山$c毛氏汲古阁$d明崇祯年

【1628—1644】

215$140册(14函)$d26cm

300 $a此丛书分十五集，凡一百三十九

种，其中金石录、墨池篇，有录无书，实一百三十

七种。

305 $a胡震亨初刻所藏古籍，未成而毁于

--40--

火，因以残版归晋，晋增为此编，凡用宋本旧式

者，皆震亨之旧；而下刻汲古阁者，皆晋所增也。

307$a9行19字，小字双行18字，白口，左

右双边，版框高19．4cm，宽13．4cm

314 $a毛晋(1599—1659)为中国明代末

年藏书家、出版家。字子晋，号潜在。原名凤苞，字

子久。苏州府常熟虞山(今属江苏省)人。少为诸

生。约30岁左右开始经营校勘刻书事业，建汲古

阁、目耕楼为蓄书之所。所藏多宋、元刻本，所抄

录的秘籍人称“毛钞”，极受珍视。刻《津逮秘书》

十五集、《海虞古今文苑》、《明诗纪事》、《词苑英

华》等600多种。所刻各书的版心下端均具“汲古

阁”或“绿君亭”名。其刻书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

者，著有《隐湖题跋》，并辑《毛诗陆疏广要》。

3271$a诗序辩说一卷／(宋)朱熹撰；$a毛

诗草木兽鸟虫鱼疏广要二卷／(唐)陆机撰；$a诗

传孔氏传一卷／(周)端森赐撰；$a诗考一卷／

(宋)王应麟撰；$a诗说一卷／(汉)申培撰；⋯⋯

$a齐东野语二十卷／(宋)周密撰；$a茅亭客话

十卷／(宋)黄休复撰；$a锦带书一卷／(梁)萧统

撰；$a壁暑录话二卷／(宋)叶梦得撰；$a贵耳集

三卷／(宋)张端义撰

5171$a津逮秘书十五集$9 jin dai mi shu

shi WH ji

5171 Sa诗序辩说$9shi XH bian shuo

5171 $a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9mao

shi cao mu niao shou chong yu shu guang yao

5171$a壁暑录话$9 bi shu lu hua

5171$a贵耳集$9 gui er ji

6060$a汇编$y中国$z明代

695 $a 032．1

696 $a类丛$c丛书$c汇编

701 0$a毛晋$4辑$f1599—1659$9mao

jin

701 0$a朱熹$4撰$9zhu xi

701 0$a陆机$4撰$91u ji

701 0 Sa叶少蕴$4撰$9ye shao yun

701 0 Sa叶梦得$4撰$9ye meng de

701 0$a张端义$4撰$9 zhang duan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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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a032．4／029

这样就使数字化以后进馆的古籍丛书及已

回朔的原有古籍丛书数据在东师馆藏的检索系

统中可以很快捷地被师生检索到。

3 结 论

由于古籍丛书不是一种书对应一册书，而是

数种书对应一册书，或是一种书对应数册书，并

且有跨册的现象。如果用200字段显示子目题名

及225字段来显示丛书题名，在使用电脑统计书

的种数及复册数量时就比较困难，同时又使综合

书目数据库的书目数量大增。因此，此法不可

取。笔者的观点是，以200字段作为丛书的题名，

用327字段的完整内容附注——即指示符1处

标明为1，重复$a来揭示丛书的所有内容——丛

书的子目题名、卷数、撰者、注校辑等，题名与著

作方式间以斜线分隔，在此字段，有多少子目就

重复多少$a，同时以517字段对所有在327字段

做完整内容揭示的题名加以揭示，使之能检索到

所有子目题名，并于701、702字段相应地对所有

在327字段做完整内容揭示的撰者、注者、校者、

辑者等加以揭示，来完成所有著作方式的检索任

务，这样既能揭示丛书的内容，又能集综合与分

散检索于一身，使检索者无论以丛书题名、子目

题名，还是编著者来检索全能指向此丛书，既极

大地满足了读者的检索要求，又不致于给图书馆

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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