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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湾 徐世新

摘 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是新时代的百科全书，其特殊性在于同时兼顾纸质版

与网络版的优点，故而在编纂中对体例的要求更高。文章在对国内外纸质百科全书及网

络百科全书的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中国大百科

全书》第三版暂定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统计分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103 个

学科的条目特点，对于条目编写提纲分类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为百科全书中各类条目

统一编写体例提供参考，以期减少编纂工作难度，保证编辑工作效率，提高成书质量和读

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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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中国大百科全书》( 以下简称《大百科》) 第三版是国务院立项的“十三五”规划重大

文化出版项目，目前正在进行相应的编纂工作。
《大百科》第三版同时兼具纸质百科全书与网络百科全书的特点。从已有的各种

百科全书来看，纸质百科全书的编写者是各行业、领域内的精英群体，其条目内容精简

而准确，科学而系统，但阅读成本较高; 一般网络百科全书则全民参与率高，内容全面，

使用方便，阅读成本低，但编写质量良莠不齐。 ( 刘金双 2007) 《大百科》第三版要结

合这两者的优点，在编撰过程中就要分析国内外纸质百科全书与网络百科全书的特

点，力求扬长避短。
百科全书条目内容丰富而体例标准严格。胡人瑞先生( 2002 ) 认为“体例工作是

保证百科全书工具书性质和实现读者对象目标的重要手段”。条目编写提纲是体例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指明条目应包含的内容项目及其排列顺序，能对尚不熟悉百科全书

编写工作的作者起到一定的规范指导作用，保证全书同类条目的内容结构规整统一。
然而，百科全书的条目分类不同于知识分类。 ( 常政 1987 ) 知识分类的研究成果并不

能直接用于条目编写提纲的分类。本文选取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纸质百科全书与网

络百科全书各两种，对它们的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 以下简称“条目系统”) 进行分

析对比。在此基础上，再对《大百科》第三版暂定的条目系统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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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和讨论。

二、纸质百科全书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分析

本文选取的纸质百科全书是《大百科》第二版与《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 一) 《大百科》第二版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
《大百科》第二版从 1995 年开始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编写，2009 年出版。共

收条目约 6 万个，约 6000 万字，有插图约 3 万幅，地图约 1000 幅。其条目系统包含 13 个大

类，详见表 1。
《大百科》第二版的条目系统兼顾了不同知识门类的特性与共性。有些是所有知识门

类共用的类型，如学科或分支学科概述性条目、基本理论和学说条目、基本概念条目、事实

现象条目、重要机构团体条目、重要著作或其他出版物条目、人物条目、重要事件条目。另

一些是若干知识门类所特有的类型，如重要学派和流派条目、国家条目、法规条目、条约协

议条目、会议条目。
《大百科》第二版是综合性百科全书。它的条目系统更多的是从学科的角度出发，按

编写提纲特殊性筛选出来的条目类型的综合，并没有很好地体现百科全书的整体性。
( 二)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于 1969 年开始编写，至 1978 年由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出

版。共计 30 卷，收条目约 10 万条，插图约 35830 幅，地图约 1650 幅。( 顾柏林 1982) 该书

的条目系统有 17 个类别，详见表 1。

表 1 纸质百科全书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

《大百科》第二版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1． 学科或分支学科概述性条目
2． 基本理论和学说条目
3． 基本概念条目
4． 重要事件条目
5． 事实现象条目
6． 重要学派和流派
7． 重要机构团体条目
8． 重要著作或其他出版物条目
9． 国家条目
10． 法规条目
11． 条约协议条目
12． 会议条目
13． 人物条目

1． 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边区、州和
城市条目
2． 外国及其首都条目
3． 经济部门和个别企业条目
4． 历史事件条目
5． 苏共代表大会条目
6． 人物条目
7． 造型艺术条目
8． 科学机构和高等院校条目
9． 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条目
10． 物理现象条目
11． 技术条目
12． 生物学条目
13． 农业条目
14． 体育运动条目
15． 兽医学条目
16． 疗养地条目
17． 医学类条目

与《大百科》第二版进行对比，可知《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条目系统对学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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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体现，如列出了兽医学条目、农业条目、生物学条目等。但是，它没有兼顾到条目之间

的逻辑联系。如“苏共代表大会条目”的编写提纲是基于“历史事件条目”提纲展开的，应

将其归为“历史事件条目”下的二级条目，而不应该并列。同时，这个条目系统也没有考虑

到整体协调性，如存在“物理现象条目”却缺少“化学现象条目”。

三、网络百科全书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分析

网络百科全书也称百科在线( Encyclopedia online) ，是近几年出现的新型参考工具，具

有时效性高、阅读成本低、数据海量、读者众多等特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互联网上可

查阅的在线百科全书及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已有近百种。网络百科全书不仅体现

了百科全书载体形式的改变，而且还涉及技术、功能、使用方法乃至管理、服务等全方位的

变革。( 孙革非 2014) 本文选取百度百科与维基百科这两种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网络百科

全书为例进行分析。
( 一) 百度百科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

百度百科的测试版于 2006 年 4 月 20 日上线，正式版于 2008 年 4 月 21 日发布。截至

2020 年 8 月，收录词条数量已超过 2036 万个，参与词条编辑的网友超过 717 万人。据百度

百科自己介绍，它的条目系统分为 13 个大类，如表 2 所示。
这个条目系统只是依据网络检索量对几个大类特别制定了编写提纲，以便在某种程度

上展示其条目的规范性。相较于纸质百科全书，该条目系统不仅在科学性上有所欠缺，如

“人物类条目”应当包含“明星类条目”与“历史人物类条目”，而且还缺少某些知识门类中

必要的条目类型，如“学科类条目”“理论类条目”等。这些问题反映出百度百科的条目专

业化水平不高，不能很好地表现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各学科门类的专业知识，只能是日常

生活型的百科全书，学术上的参考价值不够高。
( 二) 维基百科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

维基百科 2001 年 1 月 15 日正式设立。截至 2020 年 8 月，条目数最多的英文维基百科

已有 614 万个条目。全球所有 309 种语言独立运作版本的总共条目数突破 5400 万个，总

登记用户超越 3971 万人，总编辑次数超过 12 亿次。
维基百科的条目系统( 见表 2 ) 比百度百科复杂。它先分为 4 个大类———基础范畴

( Fundamental categories) 、主题词分类( Main topic classifications) 、口语篇( Spoken articles) 、
作为同 行 评 审 文 献 的 维 基 百 科 条 目 集 成 ( Wikipedia articles published in peer-reviewed
literature) ，大类下面再分若干类别。其中比较有参考意义的是基础范畴与主题词分类。据

维基百科自己介绍，它的基础范畴是初期采用的条目系统，在人类知识基本领域的基础上

由若干专题类别组成; 主题词分类是后来采用的条目系统，所含专题类别更多，以反映知识

的详细领域。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维基百科的条目系统更偏向于向知识分类靠拢，按照不同的知

识门类区分条目类型，方便后期对某一学科的条目进行统计和提取，体现了百科全书的

整体性。相较百度百科而言，维基百科更尊重科学系统性与整体性，但无法进行学科间

的对比分析。如缺少人物条目编写提纲，无法对人物条目进行统计对比，从而也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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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学科人物条目的平衡。此外，每个二级及其以下的条目种类都有不同的编写提纲，

但这些编写提纲没有相互参考关联，从而导致整个体例庞大而冗余，也影响了读者的连

贯性阅读。

表 2 网络百科全书条目编写提纲分类

百度百科 维基百科基础范畴 维基百科主题词分类

1． 行政区划类词条
2． 人物类词条
3． 明星类词条
4． 动画漫画游戏轻小说词条
5． 植物类词条
6． 历史人物类词条
7． 政权类词条
8． 河流类词条
9． 高等学校类词条
10． 文学类词条
11． 影视类词条
12． 军事装备类词条
13． 企业类词条

1． 概念 Concepts
2． 生命 Life
3． 物理宇宙 Physical universe
4． 社会 Society

1． 文化 Culture
2． 地理 Geography
3． 健康 Health
4． 历史 History
5． 人文 Humanities
6． 文学作品 Literature
7． 数学 Mathematics
8． 自然 Nature
9． 哲学 Philosophy
10． 参考作品 Ｒeference works
11． 科学 Science

四、《大百科》第三版暂定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

《大百科》第三版兼具纸质百科全书与网络百科全书的特点，因此对于包括条目系统

在内的体例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好的条目系统可方便百科全书条目的编撰和平衡统一，亦

可提升全书质量和阅读体验。
《大百科》第三版体例文件中列举了常用条目的编写提纲，包括“学科类条目、学派

类条目、学说类条目、概念类条目、现象类条目、事件类条目、建筑类条目、技术类条目、机
构类条目、人物类条目、著作类条目、城市类条目”等共 12 个条目类型。将其与第二版对

比，可发现主要有 3 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取消了“基本”“重要”等限制词，扩大了收条

范围，主要原因是第三版的体量比第二版有很大的提升。其次，因暂定条目分类系统只

选取了几个较为经典的条目编写提纲类型作为编辑和作者的参考，因而未保留第二版的

“国家条目”“法规条目”“条约协议条目”与“会议条目”。最后，增加的条目类型有“建

筑类条目”“技术类条目”与“城市类条目”，因为结合学科发展情况与第二版的编撰经

验，这几类条目的使用频率已有提高，有必要对它们的编写提纲专门进行规范化处理，以

提高成稿率。
《大百科》第二版采用传统编撰流程，由编辑与专家共同制定本学科特定的条目编

写提纲，规范本学科的条目撰稿情况。第三版则采用数字网络编撰平台，将编撰过程由

线下转为线上，条目数量与撰稿、审稿专家人数都大大增加，但编撰时间缩短，继续采用

第二版的条目编写提纲制定方式已有不妥。同时，为保证全书的整体性，不同学科中相

同类型的条目也应采用相同的条目编写提纲，以便对重复交叉条目的审稿、编辑加工，更

能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第三版的常用条目编写提纲设置，一方面考虑到编写提纲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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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代 性，另 一 方 面 也 考 虑 到 条 目 类 型 的 可 参 考 性，如“国 家 条 目”可 参 考“城 市 类

条目”。

五、对《大百科》第三版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的修改建议

《大百科》第二版条目系统与《大百科》第三版暂定的条目系统，都只列出了几例给撰

稿专家作为参考。然而，在实际编撰过程中还会遇到一些条目系统中未收录的新条目类

型。这时，需由撰稿专家提出问题，再由学科编辑委员会与编辑重新拟定编写提纲，确定后

再通知各撰稿专家执行，以保证条目的统一规范。在交流沟通过程中会花费专家与编辑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不利于成书的质量与速度。如遇到跨学科的情况，则很难再做统一。另

外，《大百科》第三版的形式为网络百科全书，将逐渐开放撰稿，完善的编写提纲将更好地

指导作者进行条目类型的选择与撰稿。因此，第三版的暂定条目系统还有进一步改进、优
化的空间。

笔者针对条目系统问题，向《大百科》第三版的 64 位学科编辑进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

了 103 个学科的条目类型。在此基础上，谨对《大百科》第三版暂定的条目系统提出一些修

改建议。笔者建议的条目系统与《大百科》第二版条目系统、第三版暂定条目系统的对比

见表 3 所示。

表 3 《大百科》三种条目系统对比

第二版 第三版( 暂定) 本文建议

1． 学科或分支学科概述性条目
2． 基本理论和学说条目
3． 基本概念条目
4． 重要事件条目
5． 事实现象条目
6． 重要学派和流派
7． 重要机构团体条目
8． 重要著作或其他出版物条目
9． 国家条目
10． 法规条目
11． 条约协议条目
12． 会议条目
13． 人物条目

1． 学科类条目
2． 学派类条目
3． 学说类条目
4． 概念类条目
5． 现象类条目
6． 事件类条目
7． 建筑类条目
8． 技术类条目
9． 机构类条目
10． 人物类条目
11． 著作类条目
12． 城市类条目

1． 学科行业概述性条目
2． 学科行业发展史条目
3． 学派流派条目
4． 理论学说条目
5． 概念条目
6． 事实现象条目
7． 事件条目
8． 实物条目
9． 实验方法技术条目
10． 机构团体条目
11． 人物条目
12． 作品文件条目
13． 其他条目

( 一) 部分类别改名以调整范围

对条目系统中部分类别更改名称，使之涵盖的范围更广。具体的修改调整情况为:“学

科类条目”改为“学科行业概述性条目”，以收录相应学科下的行业类条目，如“畜牧业”“渔

业”“纺织业”等。“学派类条目”改为《大百科》第二版中的“学派流派条目”，以保证“美术

流派”“笛旺诗歌流派”等第二版原有条目的修订工作有规矩可循。“学说类条目”改为“理

论学说条目”，以收录“板壳理论”“表象理论”等。“现象类条目”改为“事实现象条目”，以

扩大客观现象的收录范围。“技术类条目”改为“实验方法技术条目”，以收录相应的化学

实验方法与物理实验方法。“机构类条目”改为“机构团体条目”，以收录相应的民间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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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或团体组织。“著作类条目”改为“作品文件条目”，以收录相应的艺术作品、政府文

件等。
( 二) 增加部分主要条目类别

《大百科》第三版在组织工作上采用分学科编撰的形式，与网络百科相比，其更强调按

整体性标准做好各学科收条和撰稿的平衡工作。因此，在跨学科考虑的基础上，笔者给条

目系统增加了一些新的条目类别，以保证不同学科的类似条目具备结构统一性。比如，为

保证“科学技术史”学科中的条目与其他学科的相应条目内容结构统一，增加“学科行业发

展史条目”; 为保证“中国地理”与“世界地理”学科的条目规范性，增加“地名类条目”，其下

级条目则为“国家”“城市”“山川”“河流”“湿地”“自然保护区”等; 为保证“全站仪”“爨宝

子碑”“蒙古靴”等实物类条目无遗漏，增加“实物条目”; 为保证条目系统能够适应编撰工

作实践的发展而仍保持相对完整性，新增“其他条目”，其下位的条目类别可在撰稿、审稿

工作开放后由作者和编辑不断补充。
( 三) 组建树形层级架构

对上文提及的各种百科全书进行综合对比后可知，网络百科的优点在于编写提纲分类

尽可能求全，但缺乏整理和统一，导致相同类型的条目却内容组织架构不一，从而缺乏整体

性。如百度百科的“大气科学”与“地理学”，前者有“相关内容”“主干课程”而后者无，后

者有“学科体系”“地理学家”而前者无。不同的内容组织架构降低了读者获取信息的速度

和效率。
纸质百科全书的优点在于条目编写提纲的内容尽可能精练准确，但条目系统包含的条

目类型数目过少，对于新的百科作者而言还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提出或修改编写提纲中未

收录的条目类型。这一方面降低了效率，另一方面也成为条目成稿质量的一个隐患。如

《大百科》第三版暂定条目系统中列为参考的“城市类条目”，本来是给“国家类条目”做参

考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国家类条目”的内容范围比“城市类条目”要宽泛，如包括“行

政区划”“军事国防”“对外关系”等内容，撰稿时较难参考“城市类条目”的编写提纲，必须

再设计提出“国家类条目”的编写提纲。
因此，条目系统需要尽可能广泛地涵盖各类条目。通过对《大百科》第一版与第二

版学科内容情况的分析统计，以及对 64 位学科编辑进行调查问卷，我们汇集了各个学科

中已有的和预计将形成的条目类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和归类。调查得到的条目类

型共为 225 个，综合分析后去除一些交叉重复的类型，最后形成的条目系统包括 168 个

条目类型。
条目系统不宜把这些条目类型全部平行排列，而应该体现条目类型之间的种种联系，

同时还要方便作者和编辑查找确定具体条目类型，从而能够比较精准地按照相应编写提纲

来撰写、审核具体的条目。因此，结合《大百科》第一版、第二版与第三版已有的条目系统

情况，笔者建议将 168 个条目类型采用包含 4 个层级的树形结构分类编排。表 4 为我们建

议的条目系统简略示意，其中列出了全部一级条目类型，而其下的各级条目，仅示例性地

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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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议的《大百科》第三版条目系统( 部分)

序号 一级条目 二级条目 三级条目 四级条目

1 学科行业概述性条目 ——— ——— ———

2 学科行业发展史条目 ——— ——— ———

3 学派流派条目 ——— ——— ———

4 理论学说条目 ——— ——— ———

5 概念条目

语种 ——— ———

文体 ——— ———

民族 ——— ———

区划

国家 ———

省 ———

城市( 县) ———

自然地理名词

山脉 ———

河流 ———

…… ———

…… ——— ———

6 事实现象条目

风俗 ——— ———

疾病 ——— ———

…… ——— ———

7 事件条目

艺术展览 ——— ———

节日 ——— ———

革命 ——— ———

…… ——— ———

8 实物条目

器材( 器具和材料)

兵器
古代兵器

近现代兵器

摄影器材 ———

体育器材 ———

家用电器 ———

…… ———

建筑

现代建筑 ———

古代建筑 ———

宗教建筑 ———

纪念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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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一级条目 二级条目 三级条目 四级条目

8 实物条目

桥梁 ———

古器物 ———

工艺品 ———

纺织品 ———

岩石 ———

仪器仪表 ———

天体 ———

……

9 实验方法条目

艺术技法 ———

工艺 ———

测验量表 ———

…… ———

10 机构团体条目

学校 ———

医院 ———

博物馆 ———

国家机关 ———

…… ———

11 人物条目

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 ———

科学家、学者 ———

运动员、体育人物 ———

宗教人物 ———

外国元首、领导人 ———

革命家和人民运动
( 包括起义) 领袖

———

古代帝王 ———

文学作品人物 ———

…… ———

12 作品文件条目

文学作品 ———

艺术作品 ———

法律法规 ———

…… ———

13 其他条目 …… ———

注: 因条目分类数较多，此处仅列出部分示意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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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大百科》第三版的条目系统，不能是简单地按检索率列出的条目类型集

合，如百度百科; 也不能是按不同的学科列出的具有各学科特色的条目类型集合，如维基百

科。纸质百科全书的条目类型也不能直接用于《大百科》第三版，因还要考虑到其网络版

的特点。所以《大百科》第二版与《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条目系统只能作为参考。本

文在《大百科》第三版暂定条目系统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纸质百科全书和网络百科的编

撰特点，提出了对该条目系统的修改建议，既可体现条目系统的整体性、学科对比性和贯彻

执行的简便性，同时也兼顾了《大百科》第三版网络版的特点，可作为编撰过程中的基础条

目系统; 而在该书上线以后，还可依据网络版本身的特点和作用并结合读者的要求，继续优

化、完善百科全书的条目编写提纲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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