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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1904年，克特（Charles A.Cutter）就认为编目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美国国会图书馆
于世纪初开始发行印刷目录卡片，使很多编目员发挥才能的机会大为降低。
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美国国会图书馆待编文献大量积压，编目效率下降问题凸现，而为合
作编目所制定的标准化编目规则造成的编目条款激增，则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
由此1940年国会图书馆的图书馆员委员会（Librarians Committee）首次提出了编目危机问题。
次年澳大利亚人Andrew D.Osborn在《图书馆季刊》又发表著名的“编目危机”（The Crisis in
Cataloging）一文，引发其后编目界对修订编目条例的不同观点。
　　互联网时代图书馆面临着更多的问题。
对编目所面临的“危机”或编目未来的思考，主要不是对于编目条例的不同学术观点，而更多地显示
出对编目工作的内容与前景的方向性认识。
就目前来说，对于基于MARC格式的编目工作的未来，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方以为编目工作可以从容应对，像以往处理其他载体文献一样处理网络资源；另一方则以为编目工
作需要作根本性的改变，甚至是放弃传统的编目方式。
其中反映的是图书馆管理者与图书馆专业人员的分歧，也反映出对经济层面与用户利用方式的考虑。
然而，不论对编目的未来有着如何不同的看法，编目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一些变化或者一些发展趋势，
则已经相当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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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4年10月开设博客的时候正在做编目员，起名时印象中曾见过一个名为“编目精灵”的软件，就拿
来当了博客名，但后来那印象中的软件却是遍寻不着。
由于开博是一时兴起，并无足够思想准备，因而开始很担心无可持续性，所以有时遇到一天有多个可
写主题时，会写好博文或拟好内容放着，留着隔三差五匀着发。
那时还特别在意访问量，因而首页只发摘要，要点击才能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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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前些年计算机管理系统刚开始普及时，全馆动员录人书目、馆藏数据不同，目前不少图书馆选
择外包，因为现在已有不少可供选择的外包公司。
图书馆需要回溯的文献类型（书、刊、非书资料）、语种（汉、英、日、俄、小语种）各异，不同公
司服务不同，不同类型文献书目记录的价格、质量也有很大差异，选择时自然有许多值得推敲的细节
。
　　有一些历史的外包公司会有一个相对较大的书目数据库可供套录，而一般这些数据都经过自己与
用户的检验，质量相对高些。
但如果是专业图书馆，或者是回溯旧书，收录图书并非一般可套到的，则其优势就不明显了。
对于特殊文献类型，如音像制品之类，则除了个别外包公司，一般都不但没有现成的数据可套，而且
公司还没有成熟的编制规则与流程，很可能回溯的过程就是图书馆为他们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的过程
（建议收取培训费抵充部分数据费）。
　　除了种种细节，仅就数据质量方面，图书馆应当持有什么样的要求？
简单一句话——要求不必过高。
回溯数据是自用的，目的不是交换，无需过高要求：　　首先，不能以编目员的要求来要求他们。
图书馆提供的模板或基本字段要求表应当简洁，字段总数不应太多，尤其附注字段不必区分太细。
国内外包公司的工作人员以打字高手为主，数据原编为多，每天完成工作量是编目员的数倍或十数倍
。
如果其质量能够达到编目员水准，那么编目员不下岗谁下岗？
　　其次，不能严格要求符合编目规则的操作。
编目规则之严格细致，虽编目员尚不能说完全掌握，自然没法要求打字员。
更主要的是，在操作程序上可通融则通融。
　　第三，别太把“主题”当回事儿。
有主题的记录一眼看上去显得比较规范。
不过，如果公司的记录不是从国图或CAuS等处套录而是打字员临时编制的，那么他的“主题”至多也
就是题名关键词之类。
打字员们既没有时间分析主题，也不懂主题标引规则，甚至所用的根本不是规范词。
这种“主题”不要也罢，图书馆还可以省些钱。
只要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能够由题名等处抽取关键词进行检索，对用户的检索结果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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