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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

内容概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辑类书的传统。两千年来曾经出版过四百多种大小类书。这些类书是我国文化遗
产的宝库，它们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收集、整理和保存了我国历代科学文化典籍中的重要资料。较早
的类书有些已经散佚，但流传或部分流传至今的也为数不少，这些书受到中国和世界学者的珍视。各
种类书体制不一，多少接近百科全书类型，但不是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
十八世纪中叶，正当中国编修庞大的《四库全书》的时候，西欧法、德、英、意等国先后编辑出版了
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以后美、俄、日等国也相继出版了这种书。现代型的百科全书扼要地概述人类过
去的知识和历史，并且着重地反映当代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二百多年来，各国编辑百科全书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在知识分类、编辑方式、图片配备、检索系统等方面日益完备和科学化。今天，百科全
书已经在人类文化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种类型的和专科的百科全书几乎象辞典那样，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一向有编辑类书传统的中国知识界，也早已把编辑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本世纪初
叶就曾有人试出过几种小型的实用百科全书，包括近似百科型的辞书《辞海》。但是，这些书都没有
达到现代百科全书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出版总署曾考虑出版中国百科全书，稍后拟定的科学文化发展十二
年规划也曾把编辑出版百科全书列入规划，1958年又提出开展这项工作的计划，但都未能实现。
直到1978年，国务院才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此项
工作。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编辑工作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读书界的迫切要求，不能
等待各门学科的资料搜集得比较齐全之后再行编辑出版；也不能等待各学科的全部条目编写完成之后
，按照条目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混合编成全书，只能按门类分别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分头编写，按
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即编成一个学科（一卷或数卷）就出版一个学科的分卷，使全书陆续问世。这不
可避免地要带来许多缺点，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准备在出第二版时，再按现
在各国编辑百科全书一般通行的做法，全书的条目不按学科分类，
而按字母顺序排列，使读者更加便于寻检查阅。《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类分卷，每一学
科的条目还是按字母顺序排列，同时附加汉字笔画索引和其他几种索引，以便查阅。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个
学科和领域。初步拟定，全书总卷数为80卷，每卷约120～150万字（包括插图、索引）。计划用十年
左右时间出齐。全书第一版的卷数和字数都将超过现在外国一般综合性百科全书，但与一些外国百科
全书最初版本的篇幅不相上下。我们准备在第二版加以调整和压缩。
《中国大百科全书》按学科分卷出版，不列卷次，每卷只标出学科名称，如《哲学》、《法学》、《
力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等。
全书各学科的内容按各该学科的体系、层次，以条目的形式编写，计划收条目10万个左右。各学科所
收条目比较详尽地叙述和介绍各该学科的基本知识，适于高中以上、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
使用。这种百科性的参考工具书，可供读者作为进入各学科并向其深度和广度前进的桥梁和阶梯。
一、编排
1.本书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一学科回成一卷或数卷，有的两门或数门学科合为一卷。本学科《考古
学》为一卷。
2.本书条目按条目标题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第一字同音时，按四声的声调顺序排列；同音同调
量，按笔画的多少和笔顺排列，如第一字相同，第按第二字，余类推。
3.每一学科都列有本学科条目的分类目录，以便读者了解该学科的会貌。本卷所列分类目录，只为便
于读者按类检索，并表明条目的层次关系，不完全反映考古学分支学科体系。
4.各学科在分类目录之前，一般都有一篇介绍本学科内容的概观性文章。
5.学科间相互交叉的条目，例如“郭沫若”在考古学及中国文学、“第四纪地质学”在考古学及地质
学等卷中都分别设条，其释文内容分别按各学科的要求有所侧重。
二、条目
6.本书部分条目标题是一个词，条目标题上方加注汉语拼音，部分属于考古学基本概念或国外考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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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标题附有外文字，一般不附外文。
7.条目标题上方加注标题是汉语拼音，部分属于考古学基本要领或国外考古的条目标题附有外文名。
三、释文
8.本书条目的释文力求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释文开始一般不重复条目标题。
9.较长条目的释文，设置层次标题。只有一层标题的，小题用楷体字，有二层标题的，分别使用黑体
字和楷体字。
10.一个条目的内容涉及其他条目时，采用“参见”方式。
11.条目释文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书刊名，一般不附原文。一些专有名词和学术名
词，必要时附原文。
12.本卷有关中国的资料，一般条目释文收集到1981年12月底，个别条目释文收集到1983年或1984年。
四、插图
13.本书部分条目配有黑白或彩色插图。黑白图排在条目释文之内；彩图汇编成插页，在有关条目释文
中注明“参见彩图插页第**页”。
五、参考书目
14.在重要条目的释文后附有参考书目，供读者选读。
六、索引
15.本书各学科卷均附有全部条目的汉字笔画索引，外文索引和内容索引。
七、其他
16.本书所用科学技术名词有关部门审定为准，未经审定的尚未统一的，从习惯，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
会审定的为准，常见的别译名必要时加括号注出。
17.本书字体必须用繁体字的以外，一律用1956年国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18.本书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的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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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就算有一点点老也依旧是牛叉大了！看词条的作者和看作为词条的大手的生日推算星座一度是喵
最大的爱好⋯⋯话说，风相和火相的貌似比较吃香⋯⋯这个，考古的为啥不该是土相的天下呢？挠头
⋯⋯
2、在二刷考古通论后还是略不得要领的时候大百科简直像神一样救了我的命！重点都有，而且再也
不用傻乎乎的去整理名词解释了真是幸福的哭出声来嘤嘤嘤！如果实体书还有的卖一定要入手一本，
考古学的基本参考书，内容翔实，虽然出版多年，但是仍旧是kirakira的指路明灯啊！！背了四分之一
了，继续背去了=。=
3、不管几颗星都是首先要用的书。
4、书虽然老了，但是毫不影响五星！
5、不能说是读过...
6、天朝第一版大型的百科全书，小时候在舅舅家把一整本力学看完了，可是物理老纸还是好烂咖啊
。这套书以80年代中叶的物价计算，可以抵得上无数人一年的工资甚至更多。
7、我决然认真读完了。
8、憶當年無知
9、考研瞎翻 就是资料太老了
10、真正的工具书。。。
11、那么厚的书，我竟几乎可以背诵，至今都觉得惊叹
12、买这套书可是费老鼻子劲了。。。。
13、这种书对于跨专业的来说有点像填鸭似的
而且毕竟这么多年了  
知识刷新很多
14、考古学的情怀存焉。
15、且算是读过了吧。实在是不想继续搁在“在读”里了。
16、考古学必备工具书
17、算是读过吧
18、折磨了我那么久。。。
19、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考古学界最权威著作
20、永远珍藏复印版
21、人心散了，这样的集体成果不容易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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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http://www.beidakg.com/forum/viewthread.php?tid=9608&amp;extra=page%3D4需要注册  实在着急用的
就下下吧~
2、学习这个东西，永远记住一句话：现在不走！将来要跑！美国哈弗图书馆门上写着一句话：“狗
一样的学习，绅士一样的玩！”“永远不要祈祷会有幸运的事情砸到你头上，除非你有这个承受能力
！&qu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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