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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目录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与优良传统，同时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广泛应用价值的学科。
古典目录学经郑樵与章学诚等学者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理论体
系。
目录学在清代一度被尊为显学。
今天，信息资源管理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目录学发展成一门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以解决巨量的文献与人们对其特定需要之间的
矛盾的学科，在科学研究、读书治学、信息资源管理、出版发行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录学学科的核心是书目情报的运动规律。
目录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应用价值。
自产生以来就被看作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
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
”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
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目录学是智慧之学，教人们学会在信息的海洋中迅速、准确地找到所需要的知识的本领。
这种本领也是网络时代建立现代学习型社会、进行终身学习必备的信息素养。
在信息时代，目录学广泛应用于各门具体的学科研究之中，不仅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率，同时，目录
学的研究内容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拓展和更新。
目录学是科学研究的指南。
目录学研究的深化依赖于现代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变革。
目录学研究只有科学地应用现代科学方法，才能从本质上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掌握准确的数据和事
例，使研究工作建立在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
我们应当结合目录学的特点，大胆借鉴和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目录学研究的创新。
目录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引进可分为两个层次来进行：一是研究辅助手段、工具的借鉴；二是方法移
植创新。
改进和完善目录学研究方法，是提高目录学科学水平的重要因素。
目录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
学好这门课，必须在理论与实践．这两个方面都下工夫。
在掌握好理论的基础上，提高动手能力。
通过大量的实践，提高运用编目、分类、检索、计算机等课程的知识，编制各类型书目、文摘、综述
等书目文献的能力和书目咨询工作的能力，为将来从事科研和担负专门技术工作打下基础。
目录学是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来自于时代的需要，又服务于时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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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录学教程》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
委员会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之一。
　　目录学是图书馆学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
《目录学教程》阐述了目录学基础理论、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书目、索引、文摘与综述的编制原理、
书目情报服务、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国外目录学理论，简介了目录学的分支学科，论述了国内外目
录学的发展趋势，着重于培养学生的书目情报意识，提高实际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录学教程》可作为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信息管理及文史等相关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各类
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岗位培训教材和工作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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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斐章，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第2、3、4届学
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主要著作有：《目录学概论》（主编）、《目录学》、《书目情报需求与服
务研究》、《科学研究与开发中的信息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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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目录学基础理论第一节　目录学基本概念一、什么是书目二、目录工作三、目录学第二
节　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一、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二、目录学的学科基点与内容范围第三节　目录学的基
本原理一、目录学应用原理二、目录学的发展原理三、目录学基础理论原理第四节　目录学的性质和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一、目录学的学科性质二、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第五节　目录学研究发展趋势
一、我国目录学研究二、国外目录学研究三、读者信息需求的变化与目录学第六节　目录学的理论基
础与指导原则一、关于目录学理论基础的认识过程二、目录学理论基础的构成要素参考文献第二章　
中国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第一节　官修书目的产生与发展一、早期官方文献整理二、《别录》与《七
略》三、从《中经》到《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四、《群书四部录》及其他唐代官目五、《崇文总目》
及其他两宋官目六、《文渊阁书目》与《新定内阁藏书目录》七、《四库全书总目》第二节　史志目
录的产生与发展一、《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二、《新唐书·艺
文志》与《宋史·艺文志》三、《通志·艺文略》与《文献通考·经籍考》四、《明史·艺文志》与
补史艺文志第三节　私人目录的产生与发展一、孔子及其文献整理二、《七志》、《七录》、《七林
》与《古今书录》三、《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与《直斋书录解题》四、元明清私藏目录概
述第四节　专科目录与特种目录的产生与发展一、专科目录的产生二、佛经的翻译传播与《汉录》三
、《综理众经目录》与《出三藏记集》四、《大隋众经录目》等佛经目录五、《三洞经书目录》等道
藏目录六、《录鬼簿》等戏曲专目_七、《古今书刻》、《汲古阁诸刻题跋》与《汲古阁珍藏秘本目
录》八、《两浙古今著作考》、《蜀中著作记》与《关右经籍考》等九、《医藏书目》与《阅藏知津
》十、《经义考》、《小学考》与《读易别录》十一、《勿庵历算书记》、《方舆书目》与《古今方
舆书目》十二、其他第五节　导读目录的产生与发展一、导读的起源二、导读与禁读三、《历代众经
举要转读录》四、《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五、《读书次第》六、《经籍举要》与《书目答问》七
、近现代导读书目第六节　近现代书目工作一、西学书目二、公共图书馆藏书目录三、20世纪书目工
作第七节　从古典目录学到现代目录学一、古代目录学理论的初步探讨二、郑樵的目录学思想三、胡
应麟和祁承燥的目录学思想四、孙从添的目录学思想五、章　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六、近代目录学思想
参考文献第三章　西方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第一节　西方目录学概念第二节　西方目录学体系第三节
　西方目录学历史一、古代西方目录学二、中世纪西方目录学三、近代西方目录学四、现代西方目录
学第四节　列举目录学一、总目或世界书目二、国家书目与贸易目录第五节　分析目录学一、描述目
录学二、版本目录学三、历史目录学四、分析目录学技术的发展参考文献第四章　文献揭示与组织第
一节　文献揭示一、文献揭示基础二、文献揭示的基本方法第二节　文献著录一、文献著录的要求二
、客观著录与规范控制三、网络文献的著录第三节　书目提要一、书目提要的内容与作用二、提要的
主要体例三、书目提要撰写的方法四、提要撰写的基本要求第四节　书评一、书评的概念与作用二、
书评的类型三、书评的撰写第五节　综述一、综述的含义与作用二、综述的类型三、综述的撰写第六
节　文献组织一、分类法二、主题法三、时序法四、地序法五、字顺法六、网络信息资源组织方法参
考文献第五章　书目文献编纂法第一节　书目编纂法一、书目编纂的理论基础二、制定书目编制方案
三、制作书目款目四、书目款目的选择与编排五、书目整体设计与辅助索引第二节　文摘编纂法第六
章　书目控制第七章　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第八章　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第九章　书目文献资源的利
用推荐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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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促销为目的的图书广告而言，强调以客观的评析为主；相对于对图书的内容提要来说，它注重于对图
书内容的深刻揭示与分析；书评也区别于专业的学术论文，专业学术论文是将图书作为提供问题的材
料，研究与评论某一人物、某一件事或某一主题，而不需要对该书作全面的介绍与总的评论；书评也
不同于读书心得，读书心得是从阅读的角度出发，就某一观点、事件、人物等所引起的联想，记录从
中获得的启示和裨益。
书评较之心得更为客观、系统，是全面评价图书的整体性能的优劣得失。
(二)书评的职能书评以有助于促进对原作的理解和有助于确立原作在专门史上的学术地位，而受到学
术界的重视。
书评的主要职能有：1．通报职能。
书评具有通报被评书相关信息及书评者对被评书的价值判断信息的职能，这是书评最基本的职能。
对于作者、出版者来说，书评向他们通报其所著(出)图书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应、评价和看法；对于读
者和图书发行者来说，书评向他们通报书界的动态及书评者对书的价值评判。
书评所通报的信息量的多寡，是衡量书评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2．鉴定职能。
评论是书评的灵魂与主体。
它涉及著作的各个方面，如：图书内容是否充实，论述是否充分，观点是否明晰，论证是否透彻和深
刻，是否有新的见地和突破等。
书评就是要评出其优劣与得失，《世界历史》副主编沈永兴指出，书评的根本功能在于鉴别作品的高
低、优劣、真伪，向读者作出公正、客观的鉴定。
首先是不要轻视和小看书评。
其次，写好书评并不容易。
我们呼吁，为向读者负责起见，书评应当讲真话，讲实话，好则要讲出好的理由，不足要说出不足在
何处。
提倡书评的争鸣和讨论性。
应当唤回真诚与良知，停止庸俗的捧场和廉价的叫卖，书评不是广告，书评也应当打假。
只有这样，才会有优秀的书评，才能树立良好的学风，才能改变精品“藏在深闺人未识”或者平庸作
品泛滥的现象。
书评作者以其准确的、求实的、客观的评论，架起了读者通向书籍的桥梁，成为沟通作者与读者的纽
带。
3．激励职能。
书评的激励职能是与鉴定职能紧密相连的。
它是指书评对作者、出版者、发行者、读者等所起的刺激、鼓励作用。
书评作者在认真阅读图书的基础上，做出判断，撰写书评。
写书评的目的，是为了扬善揭短，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便读者阅读和审辨。
优者表彰、鼓励，可以鞭策作者写出高质量的作品；劣者批评，可以帮助作者发现书中错误与不足，
促其改进，书评具有激励与监督的职能。
4．导读职能。
在浩瀚的书海当中，如何鉴别图书，书评作者就要发挥书评信息导向职能。
从读者的阅读过程来看，最先引起读者对图书的关注，则是书评通报职能，能使读者先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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