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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图书分类法 

 美国的杜威(Melvil Dewey)于1876年出版
十进位分类法(DDC)，由于使用简易，引
起图书馆界注意 

 1904年正式介绍到中国，仿杜法开始风行
，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国钧以杜法
为蓝本，扩增有关中国图书的类目，《中
国图书分类法》于1929年出版 

 台大图书馆系主任赖永祥进行增订、扩充
类目，1971年出版增订二版 

 



中文图书分类法 
 此分类法更适用于中文书籍，尤其是中国历
史及中国文学 

 1989年增订七版，2001年增订八版 

 2007年台湾国家图书馆完成新版修订，更名
为《中文图书分类法》 

 2016年修订一版 

 新纪元图书馆目前采用2001年增订八版 

 



索书号 
 索书号的组成：特藏号+分类号+作者号+年
代及部册号 

 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 

 索书号：R/049.2/ZGDB/v.15 1990 

 一本书最多包含4个层次 
 

 例二：楼下的房客/九把刀著 

 索书号：857.7/JBD 

 最少包含2个层次 

 



特藏号 
 G 一般书籍(不出现在书标及索书号上) 

 R 参考工具书 

 J  期刊学报 

 T 博硕论文 

 A 指定参考书 

 F 特藏(例: 方修文库、杨进发书库等) 

 L  特大本书 

 



索书号 
 分类号：将主题或性质不同的书，分别归类
，然后依据分类表取分类号。 

 著者号：取著者姓名之汉语拼音第一码(例：
九把刀的著者号为JBD)；外国著者取姓氏前
四码(例J.K. Rowling的著者号为ROWL)。 

 出版年、册数或复本号： 

• 312.9/ABC/2019 

• 857.49/CXQ/v.1 

• 861.57/CSCS/c.2 

 

 



分类基本原则 
 根据图书主题取分类号 

 可从书名、著者(作者专业领域)判断 

 若难以判断，则再翻阅目次、序、前言、参
考书目、内容简介或正文判断 

 分辨类别：先依主题，再依形式 

 例：《初中几何》/ 罗树南，魏蓓蕾编 

    主题是数学，分类法的类号为316；形式为  

课本，复分为037，所以取分类号：316.037 

 



分类基本原则 
 参考工具书的分类： 

 内容属综合性的参考书，应入总类再按体裁
细分。例：《中国大百科全》，入049.2 （
049：   

    各国百科全书，.2：中国） 

 内容属专门性的参考书，应依学科性质归类
，再依体裁复分。例：《医学大辞典》，入
410.4 （410：医学，.4：辞典） 

 



分类基本原则 
 期刊杂志的分类 

 属综合性的期刊，入总类 

    例：《TIME解读时代》入050 

 非综合性期刊，则依学科性质分 

    例：《历史月刊》入615（61：中国历史， 

     5：期刊） 

 



分类基本原则 
 凡有特定类号（作家专号及作品专号）可放
者，均应分入特定类号。例： 

 英国文学中，以873.433作为其专号，因作品
众多，又细分成 

    莎士比亚作品分类特表，如下： 

    /1全集 =》取873.4331      

    /2选集 =》取873.4332 

    / 35 如愿 As you like it   =》取873.43335 

 



分类基本原则 
 如一书包括两个主题，应分入较重要主题的
类号，如两者重要性相同，则 入第一个主题
的类号。 

    例：文学与性别研究/ 钱虹著，入文学820， 

             而非性别研究544 

    例：英美现代诗选/ 余光中译，入英国诗 

             873.51，而非美国诗选874.51 

 



分类基本原则 
 如一书有三个以上的主题，应分入包括此三
个主题的较大主题内。 

   例：理学、佛学、玄学/ 汤用彤著，入中国 

            宋代哲学125 

 一些分类号不够详尽的，可依本馆自行编写
的分类号分类 

   例：马华文学并无类号，只有868.7马来文学 

 



分类基本原则 
 马华文学的分类号如下： 

 868.71      马华文学总论 

 868.712    评论 

 868.713    总集 

 868.714    别集 

 868.7151  诗 

 868.7157  小说 

 868.716    散文 

 868.719    文学史 

 868.7199  马华作家(传记) 
 

 



分类基本原则 
 个别人物之传记、日记、回忆录等，按国家
及时代归入分传；著作号取被传者。例： 

 苏东坡传 / 林语堂著 =》782.8516/SDP 

 一代文人苏东坡 / 孙耀武著 =》
782.8516/SDP-2  

 千古一人苏东坡 / 方志远著 =》
782.8516/SDP-3 

 



分类步骤与技巧 
 查重，先确定馆藏是否已有(控制重号) 

 根据查询结果，再检查编著者是否同一人；
必要时再检查版本项及ISBN 

 如馆藏已有相同的书籍，抄下分类号与著者
号在书名页上，再以c.2、c.3辨别 

 如是其他语文译本，有时译名或译者不同，
需翻阅馆藏以确定是否为复本 

 



分类步骤与技巧 
 查馆藏无此书，可参考书上的预行编目(CIP) 

1. 参考CIP的分类号，再查阅分类法，以确保
类号正确无误 

2. 参考台湾国家图书馆的分类 

 http://nbinet3.ncl.edu.tw/screens/opacme

nu_cht.html 

3. 根据内容，查阅分类法 

 

http://nbinet3.ncl.edu.tw/screens/opacmenu_cht.html
http://nbinet3.ncl.edu.tw/screens/opacmenu_cht.html


预行编目 (CIP)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简称CIP，新书
出版前，将毛装本或正文前的书名页、版权
页、目次、序、摘要等相关资料，先送到国
家图书馆予以编目，并於该新书内固定位置
上印出CIP书目资料 

 提供各图书馆图书分类编目的参考，加速编
目作业流程，节省人力物力 

 提高书目资料的品质，达到书目控制的目的 

 缩短书目技术服务时程，使新书迅速上架 

 



预行编目(CIP) 



预行编目(CIP) 



预行编目(CIP) 



作者号 
 中文书取编著者姓名之汉语拼音第一码，最多
取4码。例：鲁迅，取LX；张爱玲，取ZAL；司
徒达贤，取STDX 

 外国著者虽有中译名，取原名。如：史宾塞强
森(Johnson Spenser)，取SPEN；无法找到原
名则取译名拼音，如约翰.史密斯，取SMS。 

 团体编著者，同样取4码。例：中国语文研讨会
筹办委员会编，取ZGYW；中华书局编辑室编
，取ZHSJ 

 



作者号 
 若作者号重复，则以a, b, c区别。例如散文
作品的作家：刘墉，取LY；李依，取LYa；
林影，取LYb；以此类推。(注：分类号相同) 

 若作者出版多本分类号相同的著作，在作者
号后加-2、-3、-4 

 例：门外汉的京都/舒国治著  取855/SGZ 

           穷中谈吃/舒国治著  取855/SGZ-2 

           宜兰一瞥/舒国治著  取855/SGZ-3 

 



丛编：部册号 
 若遇套书或丛书，依丛书主题取分类号；作
者号则取丛书名或主编者。例：敦煌宝藏/王
惠民著；李国章主编 (中华文明宝库) 

 取630.8/ZHWM/v.1~v.32； 

 或取630.8/LGZ/v.1~v.32(主编者同一人) 

 衡量单编或丛编时，考虑丛书完整性、内容
是否相近 

 若内容过广或缺期多，应单编并根据图书主
题取索书号 

 



部册号 
 若册数为分册，以1A、1B区分。例：姚雪垠
著历史小说： 

 李自成．第一卷上册，入857.45/YXY/v.1A 

 李自成．第一卷下册，入857.45/YXY/v.1B 

 李自成．第二卷上册，入857.45/YXY/v.2A 

 李自成．第二卷中册，入857.45/YXY/v.2B 

 李自成．第二卷下册，入857.45/YXY/v.2C 

 



出版年 
 索书号上的年份，代表书籍版本的出版年 

 有时效性的电脑书籍或课本，增加出版年。
例：WORD 2000 中文版入门与提高/张本龙
编著，取312.949/W1ZBL/2015 

 参考工具书注明出版年以辨识新颖性，例：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取
R/802.3/ZGSH/2016 

 



参考工具书 

 包括书目、索引、字辞典、百科全书、年鉴
、指南、名录、手册、统计等，特点是以查
询为目的，而非全篇阅览 

 索书号标示R，只限馆内阅览，不可外借 

 例：新编书法字典/王春林等编，2010年出版
。入R/942.04/WCL/2010 

 



基本大纲 
 000 总类(包括特藏、丛书、群经) 

 100 哲学类 

 200 宗教类 

 300 自然科学类 

 400 应用科学类 

 500 社会科学类 

 600 中国史地类 

 700 世界史地类 (包括传记、文物考古) 

 800 语言文学类 (包括新闻学) 

 900 艺术类 



基本分类 
1. 中国哲学   

2. 丹麦文学   

3. 教育学    

4. 人类学    

5. 书法概论 

6. 马来西亚史 

7. 经济学 

8. 回教史 

9.  西洋美术史 

10. 日本茶道 

11. 考古学 

12. 太空科学 

 



通用复分表  
 总论复分表 

 中国时代表 

 西洋时代表 

 日本时代表 

 韩国时代表 

 中国省区表 

 世界区域及分国表 

 中国作家时代表 



总论复分表大纲 
 01 哲学与理论 

 02  参考工具 

 03 教育及研究 

 04 辞典、百科全书 

 05 期刊、杂志 

 06 机关、团体 

 07 评论、演讲录 

 08 丛书 

 09 历史及现况 



练习：总论复分表 
1. 戏剧杂志    

2. 政治学丛书    

3. 音乐教育    

4. 社会科学大辞典   

5. 哲学论文集    

6. 教育哲学    

7. 工程学百科全书 

8. 化学高中课本 



练习：分国表 
1. 韩国民间歌谣 

2. 德国的农业 

3. 美国的金融问题 

4. 加拿大的公共图书馆 

5. 荷兰汉学 

6. 移民到法国 

7. 日本文化概论 

8. 马来西亚的政治神话  

 



练习：中国时代复分表 
1. 明清经济史     

2. 唐代建筑     

3. 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  

4. 观人志：评述当代人物  

5. 清末教育西潮    

6. 中国近代外交史略   

7. 中国宋代哲学     

8. 先秦史 



西洋、日本、韩国时代复分表 

1. 当代政治哲学评析  

2. 西方近代艺术    

3. 外交史．1919-1984 

4. 古代罗马史   

5. 韩国现代外交史    

6. 简明日本古代史 

7. 昭和五十年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