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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１部分：文献著录总则；

第２部分：普通图书著录规则；

第３部分：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

第４部分：非书资料著录规则；

第５部分：档案著录规则；

第６部分：测绘制图资料著录规则；

第７部分：古籍著录规则；

第８部分：乐谱著录规则。

ＧＢ／Ｔ３７９２的本部分是依据《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总则）》（ＩＳＢＤ（Ｇ））的原则，并修改采用《国际标

准书目著录［古籍（善本）］》（ＩＳＢＤ（Ａ）第二修订版），在ＧＢ／Ｔ３７９２．７—１９８７《古籍著录规则》基础上修

订而成的。本部分与ＩＳＢＤ（Ａ）的主要区别在于著录内容的规定信息源。如“题名与责任说明项”的规

定信息源，ＩＳＢＤ（Ａ）定为“题名页”，本部分根据我国古籍及其著录的实际情况，明确定为“正文首卷

卷端”。

本部分与ＧＢ／Ｔ３７９２．７—１９８７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与ＧＢ／Ｔ３７９２．１《文献著录总则》同步调整，本部分将 ＧＢ／Ｔ３７９２．７—１９８７的１０章归并为

８章，编排较前紧凑，表述较前严密，更便于操作。

———为与ＩＳＢＤ（Ａ）统一，本部分修改了ＧＢ／Ｔ３７９２．７—１９８７中的著录项目及著录单元名称。如

“书名与著者项”改为“题名与责任说明项”，“丛书项”改为“丛编项”，“说明书名文字”改为“其

他题名信息”，“附属丛书名”改为“分丛编题名”等。

———术语和定义由ＧＢ／Ｔ３７９２．７—１９８７的１０条增订为３２条（部分内容由初版“１０．２．５主要的版

本类型”中内容修改归并），对古籍著录的主要术语加以明确界定。

———根据我国古籍著录的实际情况，“题名与责任说明项”的规定信息源明确为“正文首卷卷端”。

———古籍的卷数，ＧＢ／Ｔ３７９２．７—１９８７定为“书名与著者项”中与“说明书名文字”并列的著录单

元，空一格著录于“正书名”之后；现根据ＩＳＢＤ（Ａ）的原则和２０年来古籍著录工作实践，本部

分改为“其他题名信息”中的重要内容。

———根据ＩＳＢＤ（Ａ）的规定，将ＧＢ／Ｔ３７９２．７—１９８７“版本项”的内容拆分为“版本项”和“出版发行

项”。前者著录古籍的版本类型等；后者著录古籍的出版、发行和印刷事宜，并根据古籍实际情

况明确规定了“修版地、修版者、修版年”的著录内容。

———根据客观著录的原则，将“责任说明”中“示例”由原来著录考订内容为主，改为按原书所题内容

客观著录为主。

———根据ＩＳＢＤ（Ａ）已实施的“完整本著录原则”及其以版本为著录单位的立目标准，将载体形态项

和附注项分为完整本和复本两部分。其中，古籍完整本特征是指一种古籍制作完成时已经具

有的内容和形式特征，古籍复本特征是指一部古籍在流传和典藏过程中新产生的内容和形式

特征。

———ＧＢ／Ｔ３７９２．７—１９８７对“书目参考附注”未作具体规定，现根据ＩＳＢＤ（Ａ）的规定，将“书目参考

附注”定为附注项的第一个附注内容。

———提要是我国古籍编目的优良传统。ＧＢ／Ｔ３７９２．７—１９８７有关提要的条款较简单，本部分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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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提要的撰写作出较具体的规定。

———根据ＩＳＢＤ（Ａ）、古籍的实际状况以及“标准书号与获得方式项”的主要内涵，将ＧＢ／Ｔ３７９２．７—

１９８７中“装订与获得方式项”的有关内容并入“附注项”。

———根据古籍著录使用繁体汉字的实际情况，本部分全部示例均改为繁体汉字。

———根据书目著录法和标目法的不同功能，删去了 ＧＢ／Ｔ３７９２．７—１９８７中“排检项”和“标目”

内容。

———将著录格式从正文部分抽出，改为附录。

———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对ＧＢ／Ｔ３７９２．７—１９８７的格式、编排进行了重新调整。

本部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分委员会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鲍国强、沈乃文、张志清、喻爽爽、杨健、程佳羽。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３７９２．７—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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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籍 著 录 规 则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古籍著录项目及其顺序、著录用标识符、著录用文字、著录信息源及著录项目细

则等。

本部分主要用于汉语文古籍著录。各少数民族语文古籍著录可以参用。

本部分适用于编制国家书目及各类型目录。

本部分不涉及古籍目录组织规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３７９２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

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

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Ｔ３４６９　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

ＧＢ／Ｔ３７９２．１　文献著录总则

ＧＢ／Ｔ３７９２．２　普通图书著录规则

ＧＢ／Ｔ１２４０６　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ＧＢ／Ｔ１２４０６—１９９６，ｉｄｔＩＳＯ４２１７：１９９０）

３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３．１　

古籍　犪狀犮犻犲狀狋犆犺犻狀犲狊犲犫狅狅犽狊

主要指１９１１年以前（含１９１１年）在中国书写或印刷的书籍。

３．２

正题名　狋犻狋犾犲狆狉狅狆犲狉

古籍的主要题名，包括交替题名，但不包括并列题名和其他题名信息。

３．３

并列题名　狆犪狉犪犾犾犲犾狋犻狋犾犲

与正题名相对应的另一种语言文字的题名。汉语拼音题名不视为并列题名。

３．４

其他题名信息　狅狋犺犲狉狋犻狋犾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从属于正题名、并列题名、丛编正题名等，并对正题名、并列题名和丛编正题名等进行限定、补充或

解释的文字。

３．５

责任说明　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狅犳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

对古籍内容的创作、注释、编辑或评论等负有责任的个人或团体名称及其责任方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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