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圖書分類法研析 

2008/08/06（Wed.） 

 

 

1  基本概念 

1.1  文獻分類：分類對象（文獻）、分類工具（文獻分類法）、分類標準（學科

主題）、分類步驟、分類目的（揭示內容、組織藏書） 
 

1.2  分類步驟：審讀文獻、主題分析（內容分析）、查表選號、書號標引、審核

校訂 
 
1.3  文獻分類與學術分類 
a  文獻分類根據學術分類加以編製 
b  文獻分類與學術分類差異之處 
   a) 必須考慮文獻物理空間的特性 
   b) 必須根據文獻生產的情況：文獻保證原則 
   c) 不但依主內容主題分類，同時還要按編制形式區分，即將同類中之專著與

參考工具加以劃分 
c  實例舉隅 
   a) 培根對知識的分類：歷史（記憶）、詩歌（想像）、哲學（推理） 
   b) 杜威十進分類法：總類、哲學、宗教、社會科學、語文學、自然科學、技

術、藝術、文學、史地

 
1.4  標記制度 
a  標記符號：單純號碼、混合號碼 
b  標記制度類型：層級制、順序制 
 
層級制／《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 
    100  哲學 
    120    中國哲學 
    121      先秦哲學 
       .1       易經 
       .2       儒家 
       .21          四書 
    122    漢代哲學 
    123    魏晉六朝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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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宗教 
    300  科學 
    … 
 
順序制／裘開明編《漢和圖書分類法》 
    100-999  中國經學類 
    1000-1999  哲學宗教類 
    2000-3999  歷史科學類 
    4000-4999  社會科學類 
    5000-5999  語言文學類 
    6000-6999  美術游藝類 
    7000-7999  自然科學類 
    8000-8999  農業工藝類 
    9000-9999  總錄書志類 
     
             100-999  中國經學類 
    100-999  群經 
    200-299  易經 
    300-399  書經 
    400-499  詩經 
    … 
 
1.4  特殊的標記方法：借號法、八分法、雙位法、字母標記法、對應編號法 
    a. 借號法：525.9；741.9；742.9 
    b. 八分法：869.31-.35；790.71-.79 
    c. 雙位法：143.31-.89；323.8001-.8099；387.741-.799；578.157 
    d. 字母標記法：312.32-.33；312.49；312.929 
    e. 對應編號法：220-260；360-380；386-389；792-794 
 

2  中文分類法沿革 

2.1  1929  劉國鈞編訂《中國圖書分類法》 
2.2  1936  劉國鈞編訂《中國圖書分類法》（修訂本） 
2.3  1958  熊逸民增補《增補索引中國圖書分類法》  ※1962 年修訂 2 版 
2.4  1964  賴永祥編訂《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初版） 
2.5  2000  賴永祥編訂《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 8 版）  ※另有《索引》1 冊 
2.6  2007 年  《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  ※分類表編及索引編 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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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文分類法結構 

                            序、編例、使用說明 

                                    正  表：基本大綱、簡表、綱目表、詳表 

                    類表編  類目表          通用複分表 

                                    附  表  專類複分表 

    中文圖書分類法          參考圖表、附錄  參考類目表 

     

                            編例、檢字表 

                    索引編  中文索引 

                            英文索引 

 
3.1  序：敘述分類法修訂緣起、經過，以及修訂內容和特色。 

3.2  編例：針對修訂依據、修訂內容、全書結構、標記制度、編號制度、類目

注釋、參照說明、輔助資料及輔助索引等容加以介紹，是分類法修訂之根

據、編輯之準繩、使用之指南。 

3.3  使用說明：針對分類法之沿革、修訂、結構、使用及目錄改編等內容作了

詳細之說明，並提供了分類法最基本的知識，是使用分類法最重要的文件。 

3.4  第一法／第二法：提供文獻集中或分散處理的依據  排印於叢書、群經、

方志、臺灣史地等類前後 

3.5  專類複分表：提供專類（某一大類）進一步細分之用  排印於正表相關類

目前後，淺橙色網底 

3.6  參考類目表：針對跨頁或跨類（分散至各類下）之類目，提供快捷查檢及

瀏覽之用  排印於正表相關類目前後，深橙色網底 

3.7  通用複分表：包括總論、時代及地區等複分表，提供全表各類進一步細分

之用  排印於書末 

3.8  參考圖表：針對分類法正表中地質學、動物學、中國斷代史、臺灣史、美

國地方志等類，提供進一步之相關知識，並製表加以整理，有化繁為簡之

功  排印於書末 

3.9  附錄：提供作者號取碼規則（包括四角號碼法、首尾五筆號碼法、克特號

碼法 3 種），中國年號查檢，歲陰、歲陽與干支對照之用 

 
區 分 種 數 性 質 及 其 使 用 法 編排（印）說明

通用複分表 12 一般而言，適用於分類法所有類目 
通用複分號不可單獨使用，必須與主

類號組配使用 

類表編之書末 

專類複分表 45 適用於特定之某一類 
專類複分號不可單獨使用，必須與主

分散於相關類下 
淺橙色網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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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組配使用 
參考類目表 11 針對跨頁或分散於各類之相關類

目，提供檢閱上的方便，以避免前後

或全書翻閱之苦 

分散於相關類下 
深橙色網底 

參考圖表 6 針對詳表中之類目提供相關知識之

表解或圖解 
類表編之書末 

附錄 5 提供作者號取碼規則（3 種），及中

國年號、干支歲陽歲陰之查檢 
類表編之書末 

 

4  中文分類法之查檢 

4.1  【分類法之查檢】  循序查檢法、索引查檢法 
a  循序法：基本大綱 ─ 簡表 ─ 綱目表 ─ 詳表 ─ 逐類檢閱 ─ 注釋 
 
茲以有關“草魚”、“字號錄”之循序查檢法為例 
    ‧300 科學 ─ 380 動物學 ─ 388 脊索動物 ─ 388.5 魚類 ─ 388.59 各種

魚類 ─ 388.595 鯉形目 ─ 草魚（依注釋文字） 
    ‧700 世界史地、傳記、考古 ─ 780 傳記 ─ 782 中國傳記 ─ 782.4 姓名

錄 ─ 782.43 異名錄、別名錄、字號錄 

 
b  索引法：利用“索引編”及“類表編”以查檢類目及相關主題 
 
    水庫     浙東學派 
    巴布亞紐幾內亞   《通典》 
    交通工程    斯賓諾莎 
    免疫  自然災害   駢文總集 
    相聲     題識 
 
                    詳表部分：星座、美加印地安人、經濟學家、各國語言 
            類表編 
                    書後部分：分國表、中國作家時代、美國州名、中國年號 
    索引法 
                    檢 字 表 
            索引編  中文索引 
                    外文索引 

 
4.2  【類目查後之檢閱】 
a  詳閱說明及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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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檢視類目之關係 
 
4.3  【類目記憶法】 
a  類目層級助記法 
 
b  類目關係整理法 
                    總傳：普通、類傳2、各地、氏族 
              傳記1

                    分傳（別傳） 
    中國傳記  年譜（年表）：總譜（合譜）、分譜 
                        姓名錄4：姓錄、同姓名、諱名、謐號、異名、室名 
              傳記資料3 生卒年表 
                        題名錄 
[1] 包括傳、回憶錄、行述、碑銘、墓志、哀榮錄、紀念集、日記、書信集等 

[2] 分傳記類之特殊總傳及分散各類之總傳兩類型 

[3] 傳記辭典 782.04    傳記書目及索引 016.782；782.021 

[4] 姓名學 292.3    命名 538.22 

 
4.4  利用相關參考資源 
    a. 石斑魚    ※鱸形目 
    b. 斑馬魚    ※鯉形目 
    c. 比目魚    ※鰈形目 
 
    d. 古氣候學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第 4 版）P532  歷史地質學 
    e. 蟬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第 4 版）Q969.36  同翅目 
    f. 浮游生物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第 4 版）Q179.1  水生生物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第 4 版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編輯委員會編  北京市  北京

圖書館出版社  1999.03 
 

5  中文分類法類目涵意之解讀 

5.0  透過類目名稱、透過上位類目、透過下位類目、透過並列類目、透過相關

類目、透過類目注釋 
 
5.1  透過類目名稱 
    494.54  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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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透過上位類目 
    438.661  魚類養殖 
 
    528.95  球類運動 
    993.5  球類運動 
 
    582.3  省法規彙編 
    582.4  縣市法規彙編 
 
    630.9  中西交通史 
 
    793.36  雜器 
    796.9  雜器 
 
5.3  透過下位類目 
    564.38  公共收入 
 
    738  東南亞 
 
    802.5  方言 
 
5.4  透過並列類目 
    520.98  中國教育人物 
    520.99  各國教育人物 
 
    582.2  地方法規彙編 
 
    565  各國財政狀況 
 
    555.9  各國工業 
 
5.5  透過相關類目 
    383.57  動物水文分布 
 
    798.38  東南亞古物志 
 
5.6  透過類目注釋 
    013  國家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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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地方書目 
 
    382  動物解剖學 
 
    383.4  動物遺傳學 
              動物遺傳工程入此 
 
    438.661  魚類養殖 
 
    521.8  教科書 
 
    521.9  教材 
 
    564.38  公共收入 
 
    578.2  中華民國外交 
 

6  中文分類法各論：目錄學 

6.1  概述 
a. 工具書名稱：參考書、工具書、參考工具書、參考資料、參考資源 
b. 工具書類型：檢索性工具書、知識性工具書、資料性工具書 
c. 檢索性工具的層次：目錄之目錄 ─ 目錄 ─ 索引 
d. 對檢索工具之理論研究：目錄學、版本學、索引法 
 
6.2  目錄之目錄 
a. 意義：目錄書（及索引書）之清單 
b. 名稱：書目之書目、目錄總錄、目錄指南 
 
6.3  目錄 
a. 目錄名稱：目、錄、考、略、簿、志  目錄、書目、總目、提要、書錄、敘

錄、書志  藝文志、經籍志 
b. 目錄辨義：a) 目錄 = 書目  b) 藏書 vs. 學科  c) 器物目錄 vs. 文獻目錄 
c. 目錄變體：提要、敘錄、摘要、書影、版本、題識、序跋、校勘、書評 
d. 目錄類型：綜合目錄、國別目錄、藏書目錄、特種目錄、學科目錄、專書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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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目錄 

          國家目錄 

            地方目錄 

    目錄  藏書目錄 

          特種目錄 

            著述目錄 

          學科目錄 

          專書目錄 

 
e. 地方目錄：a) 地方著述目錄  b) 地方出版目錄  c) 地方研究目錄 
f. 專書目錄：有專號、無專號、以卷次號表示 
g. 分類要點：a) 綜合性目錄分入 012-015 及 017-018；b) 學科目錄分入目錄類

（016）或分入各類後再複分；c) 專書目錄隨專書分    ※集中與分散方式 
h. 注意事項：疑似專書專號  內容涉及多種元素  容易誤分類目 
i. 著述目錄（著刊目錄）：個人目錄（傳記目錄）、族姓目錄、機關目錄（團體目

錄）、地方目錄（郡邑目錄）、國家目錄（國別目錄）、時代目錄 
 
6.4  索引 
a. 索引名稱：通檢、備檢、韻編、引得、堪靠燈  論文索引、論文篇目、題錄 
b. 索引類型：綜合索引、學科索引、專書索引 
c. 分類要點：a) 綜合索引分入 012.7；b) 學科索引視同學科目錄；c) 專書索引

隨專書分 
 
6.5  理論研究 
a. 目錄學：010 
b. 版本學：011.5 
c. 索引法：019.4 
d. 其  餘：依目錄編制形式分 
 

器物目錄樣例 

 
北京圖書館藏北京石刻拓片目錄  徐自強主編  王巽文  冀亞平編輯  北京市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4.04    ※分類編排：墓碑、墓志、廟宇、會館、教育、

題名碑、石經、造像和畫像、藝文、題名和題字、雜刻  共 11 類 

 
    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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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君神道左闕    京 9514 
  隸書  陽文  [元興元年（105）十月]  題：“漢故幽州書佐秦君之神道。”

上刻二虎  一張  233 x 53  石景山區八寶山側出土 
 
秦君神道右闕    京 9518 
  隸書  陽文  [元興元年（105）十月]  題：“漢故幽州書佐秦君之神道。”

上刻二虎  一張  220 x 53  石景山區八寶山側出土 
 
秦君墓刻辭一    京 9524 
  隸書  元興元年（105）十月  題葬年及造作石刻年月  額題“鳥返哺母。”  
側刻辭及鳥哺  二張  187 x 37 + 56 x 63  187 x 22  石景山區八寶山側出土 
 
秦君墓刻辭二    京 9526 
  正書  [元興元年（105）十月]  陽及側刻辭並鳥哺  二張  82 x 20  72 x 20  
石景山區八寶山側出土 

 

7  中文分類法各論：經學 

 
7.1  群經範圍 
a  五經及九經 
b  十三經：九經加論語、孟子、孝經、爾雅 
c  四書 
 
7.2  本文與注釋 
a  本文、白文、原文、原典、文本 
b  注解體式：傳、說、故、訓、解、箋、記、注、微、疏、詮、校、章句、串

講、義疏、正義、音義、集注、集解、會注、箋釋、注疏、校釋 
c  注解內容：讀音、釋義、標點、校釋、章旨、串講、翻譯、白話 
 
附本文之注疏樣式 

  學而  第一 

 
    子曰[1]：“學而時習之[2]，不亦說乎[3]？有朋自遠方來[4]，不亦樂乎？人

不知而不慍[5]，不亦君子乎？”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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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子 
[2] 學而時習之 
[3] 說 
[4] 朋 
[5] 慍 
 
    【譯  文】 

 
不附本文之注疏樣式 

  學而  第一 

[1] 子 
[2] 學而時習之 
[3] 說 
[4] 朋 
[5] 慍 
 

  為政  第二 

[1] 為政以德 
[2] 北辰 
[3] 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學而  第三 

[1] 季氏 
[2] 八佾 
[3]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7.3  分類方式  第一法／第二法 
類 目 分 類 方 式 及 說 明 文 獻 組 織 上 之 意 義

第一法：依國別 085  各國叢書 
第二法：依語文別 

類目組織標準不同 
 

090  群經 第一法：分散方式 
群經類下只列總經及總經解，各種單

經、注疏及研究，則各入其類 

文獻集中分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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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集中方式 
不願拆散經部，即將經部集中一處者 
第一法：狹義之地方志 
收錄各省通志、道府志、縣志等 

670  地方志 

第二法：廣義之地方志 
願將各地方之各種材料彙集一處者 

文獻範圍廣狹不同 

第一法：狹義之地方志 
收錄臺灣省通志、州廳志、縣市志、

鄉鎮志等 

733  臺灣史地 

第二法：廣義之地方志 
願將各地方之各種材料彙集一處者 

文獻範圍廣狹不同 

 
7.4  分散方式 
    經學總論／090 
    群經／091 
    群經注釋／092-096 
    讖緯總錄／097 
    群經總義合刻／098 
    石經／099 
 
    單經／分入各類 

 
7.5  集中方式 
      【總經及總經解】      【單經及單經解】 
    經學總論／090       易經／091 
    群經合刻／090.8     書經／092 
    經學史／090.9     詩經／093 
         禮／094 
    群經總義／098     春秋／095 
    石經／098.8      孝經／096 
    讖緯總錄／098.9     四書／097 
         小學／099.1    樂經／099.8 

 
7.6  經學複分表 
       經學複分表        中國哲學家著作複分表 
    1  本文          白文 

    13   石經 

    15   選本      2  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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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佚本 

    2  注疏箋釋（附本文）   1  注釋 

    3  注疏箋釋（不附本文） 

    4  名物典制 

    5  表譜圖說 

    6  文字音義 

    7  研究論評      7  總論及批評 

    8  分篇       5  分篇 

    9  緯書       6  偽託 

         4  單行各書 

         8  全集 

         9  特種研究 

 

8  中文分類法各論：地理 

 
8.1  【第一法】  依狹義方志為分類標準，只收錄志（誌）、志書（稿）、採訪

冊、地理、歷史等，其餘各類分入地理類志或分散至類表各類。 
 
    方志類 671-676：各地志書（省志、府志、縣志等）、歷史、地理 
    地理類志 680：人文地理、經濟地理、遊記及雜記、人物 
    類表各類：上述以外有關某地之文獻 
 
    總志（一統志） 
      省志（通志） 
        府志、道志 
          州志、縣志、廳志、市志 
            鄉志、鎮志 
              村志、里志 

 
8.2  【第二法】  依廣義方志為分類標準，將地方各種材料彙集於一處，即將

志書、歷史、地理以及各類專志：人文（文化、政治、風土）、經濟（農業、工

業、商業、交通）、名勝古蹟、遊記、指南、人物、文獻、雜記等，均集中一處。 
 

區 分 收 錄 範 圍 分 類 標 準 類 志 處 理 本 館 作 法

第一法 狹義：只收志書

（形式） 
依清以前行政

級別：省府縣 
地理類志：兼收

全國及各省 
早期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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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 廣義：兼收志書及

各種類志（專志） 
依主題別：歷史

地理、人文、經

濟、自然、遊記

地理類志：全國

性類志，各省類

志分入各省 

目前採用：

但未收經濟

地理及人物 
 
※※本館作法：本館採“第二法”，但只收錄志書、歷史、地理、人文地理、遊

記及雜記等；將經濟地理（包括農業、工業、商業、交通等地理）以及人物傳等

文獻，分別分入經濟及傳記類。 
 
8.3  地理複分表對照 

       地方志複分表           各國史地複分表 

    1  志書       1  通史 

    2  歷史       2  斷代史 

    3  地理       3  文化史 

         39  民族史 

    4  人文；文化；政治；風土  4  外交史 

    5  經濟；產業；交通    5  史料 

    6  名勝古蹟；指南    6  總志 

    69  遊記 

    7  人物；文獻     7  地方志 

    8  雜記       8  類志 

         89  雜記 

    9  各地方      9  備用 

 

 

8.4  【跨區文獻之分類】 
          只敘二省：居前原則、重點原則 
    跨省            同一地方：分入包涵這些省之地方 
          三省以上 
                    不同地方：分入中國地理 
 
          只敘二國：居前原則、重點原則 
    跨國            同一洲：分入包涵這些國家之洲 
          三國以上 
                    不同洲：分入世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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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各國史地複分表：“9”  p. 523 

 

    9  備用，有二種使用法： 

         a  標識國名：依“借號法”編制法編配為其他相關地名類目，例如 

       “741.9”、“742.9”、“745.9”… … 前一號國家或地區遊記用“89” 

 

         b  標識遊記：731.9（日本遊記）  732.9（韓國遊記）  752.9（美 

       國遊記） 

 
 
8.6  地理相關之表譜 
   適用於標引文獻內容及編制類型 
a. 各國史地複分表：適用於世界各國（中國及臺灣除外） 
b. 地方志複分表：適用於中國方志：中國各省區縣市 
c. 臺灣地方志複分表：適用於臺灣全區 
d. 臺灣各區複分表：主要與臺灣分區表組配使用，亦適用於臺灣縣市及鄉鎮 
 

   適用於標引地區代碼 

a. 世界區域及分國表 

b. 中國省區表 

c. 中國縣市表 

d. 臺灣縣市表 

e. 臺灣鄉鎮表 

f. 臺灣分區表 

g. 日本分區表 

h. 韓國分區表 

i. 北韓分區表 

j. 美國分區表 

k. 加拿大分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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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文分類法各論：中國史 

 
9.1  【古代史部分入現代分類法類目簡表】 
    一般史籍：先分入各代史，再依體裁（紀傳、編年、紀事本末、雜史）細分 
    地理類：中國地理之總志、方志、類志、遊記等類 
      外記之屬：分入亞洲及歐洲史地 
    時令類：分入農業類 
    職官類：分入中國政治制度 
      官箴之屬：分入國家倫理 
    政書類：分入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 
    目錄類 
      經籍之屬：分入目錄學 
      金石之屬：分入文物考古 

 
9.2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類目】 
1  正史類 
2  編年類 
3  紀事本末類 
4  別史類 
5  雜史類 
6  詔令奏議類 
7  傳記類／聖賢  名人  總錄  雜錄  別錄 
8  史鈔類 
9  載記類 
10  時令類 
11  地理類／總志  都會郡縣  河渠  邊防  山川  古蹟  雜記  遊記  外紀 
12  職官類／官制  官箴 
13  政書類／通制  典禮  邦計  軍政  法令  考工 
14  目錄類／經籍  金石 
15  史評類 
 
9.3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類目整理】 
    第一類群：史傳  第二類群：相關類  第三類群：其他 
    歷史      詔令奏議      時令 
      正史      職官       目錄 
      編年      政書 
      紀事本末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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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史 
      雜史 
      載記 
      史鈔 
      史評 
    傳記 

 
9.4  《四庫全書總目》與《中文圖書分類法》歷史類對照表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 史 部

類 屬 
《中文圖書分類

法》相應類目 
相 關 說 明

1  正史  
2  編年  
3  紀事本末  
4  別史  
5  雜史  

‧610  中國通史

‧621-627  中國

斷代史 

‧古代史書分類，

先體裁次時代 
‧現代史書分類，

先時代次體裁 

詔令 651  詔令  6  詔令奏議 
奏議 652  奏議；公牘  
聖賢：孔孟傳之屬 782.8  別傳  
名人 782.8  別傳 依內容時代細分 
總錄 782.1  普通總傳 

782.2  特種總傳 
依內容性質分入

相應類目 
雜錄：敘一事始末 782.8  別傳 依內容時代細分 

7  傳記：敘一人

始末曰傳，敘

一事始末曰記

（雜錄） 

別錄：逆亂人物傳 782.8  別傳 依內容時代細分 
8  史鈔  610.7  史鈔 斷代史鈔入各代

史，再依史鈔複分

9  載記：述偏方

割據列國之事

  依內容性質分入

相應類目 
10  時令 
 

  《中國圖書分類

法》有相應類目 
總志             660  地理總志 
都會郡縣 681  都城 
河渠 682  水志 
邊防 681.5  邊疆防務 
山川 682-683  山水志 

古蹟 684  名勝古蹟 
雜記 689  雜記 

11  地理 

遊記 690  遊記 

均依內容性質入

相應類下之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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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紀 730  亞洲史地 
740  歐洲史地 

清以前外紀，主要

以歐亞兩洲為主 
官制 573.4  職官  12  職官 
官箴 196  官箴  
通制 573.1  通制；政書  
典禮 533  邦禮  
邦計 433.09  農業災害

史 
康濟錄、荒政叢

書、捕蝗考之屬 
軍政 591  軍制  
法令 585.6  刑律論  

13  政書 

考工 400  應用科學 依內容性質分入

相應類目 
經籍 010  目錄學 依內容性質分入

相應類目 
14  目錄 

金石 791.1  金石目錄 依內容性質分入

相應類下目錄目 
15  史評  610.8  史評 斷代史評入各代

史再依史評複分 
  [1] 本表只就古代史部（以《四庫全書總目》為例）最有可能分入《中文圖書

分類法》類目而加以編製，實際分類標引時請詳審文獻內容主題，再依性質分入

相應之類目，請勿以本表所提供之對照類號為唯一正確依據。 

  [2] 如從文獻題名無法判斷應分入《中文圖書分類法》何類目，可利用《四庫

全書總目》以為分類標引之輔助工具。利用之方法有三： 

  其一、利用索引以查知待編文獻在《四庫全書總目》所屬之“部、類、屬＂ 

  其二、以查獲之“部、類、屬＂，再利用本表以檢知應分入《中文圖書分類法》

之類目 

  其三、進一步依文獻內容性質，再細分或複分至適當之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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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文分類法各論：中國文學 

10.1  《四庫全書總目》與《中文圖書分類法》有關中國文學類目對照表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中 文 圖 書 分 類 法 說 明

楚辭 832  822 總目：作品與論述合類 
中文法：作品與論述分立

別集 842-847 均包括一種與多種文體 
總集 830.1-830.7 

831  832  835 
均包括一種與多種文體 
 

詩文評 821  825  

集部 
 

詞曲 別集／840 
總集／833  834 
評論／823  824 

總目：作品與論述合類 
中文法：作品與論述分立

經部 詩經 831.1  
子部 小說家 857.1-3 總目：未收通俗小說 
 
10.2  近代設立之類目 
函牘及雜著  856 
通俗小說  857.4 
民間文學  858 
兒童文學  859 
 
10.3  中國作家作品複分表  p. 606 
 
10.4  中國文學類（820-850）分類整理速查表 
                總論／820.1-820.9    文學批評史／829 
          論述                  「散文論 825  雜文學論 826  小說論 827 
                各論／詩論 821  辭賦論 822  詞論 823  戲曲論 824 
    文學 
                總集／多種文體 830.1-.8  830.9  836-839  一種文體 831-835 
          作品   
                別集／多種文體 842-848  一種文體／詩 851  詞 852  曲 853 
                                                 劇本 854  散文 855※

     ─  
    函牘及雜著／856 
    小說／857 
    民間文學／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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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文學／859 

 
【目錄學類整理】 
‧目錄學：論述、理論、方法 
‧目錄書 
  學科目錄（016）：集中方式、分散方式 
  非學科目錄（012-015；017-018） 
    普通目錄（012-013；018） 
      總目錄（012） 
      國別目錄（013） 
      收藏目錄（018） 
    特種目錄（014-015） 
      善本目錄（014.1） 
      闕書目錄（014.2） 
      著刊目錄（014.3）：地方目錄、機關目錄、族姓目錄、個人目錄、學位論 
      禁書目錄（014.4）                                         文目錄 
      稿本目錄（014.5） 
      叢書目錄（014.4） 
      版刻目錄（014.7） 
      族姓目錄（014.8） 
      特種人目錄（014.9） 
      偽書目錄（015.1） 
      譯書目錄（015.3） 
      佚書目錄（015.4） 
      … …  
      著述目錄（017） 
‧讀書法：論述、理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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