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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存有兩種資源，一是實體文獻，另一是文獻的替代品 ─ 目錄（或書目記

錄）。目錄既替代了文獻、又是文獻的分身，歸納來說目錄具有替代性和獨立性。 
 
由於圖書館收藏的文獻，必經整理後才提供讀者參考利用。因而使得館藏文獻與

坊間文獻存有基本的差異。館藏文獻的整理過程，有許多不同的名稱，例如編目、

文獻整序、文獻組織、文獻控制等。不論使用何種名稱，其主要目的在於方便文

獻的存取。換個從文獻存取的角度向前看，其主要步驟有三，即先紀錄之，再組

織之， 後才便於查檢。 
 
為了達成上述目的，通常圖書館的整理工作分記述編目和主題編目兩方面，前者

是將文獻的特徵記錄下來，後者是用符號或語詞將文獻的內容揭示出來。以圖書

館學術語來說，前者是著錄法（狹義的編目法），後者是分類法和主題法。 
 
主題法主要是以自然語言為基礎，經過規範化處理的詞彙，以揭示文獻內容主題

的一種人工檢索語彙。主題詞之所以具有替代、檢索及揭示文獻內容主題的作

用，可以“文獻濃縮示意圖”加以解說之： 
 
    【文獻濃縮示意圖】 
    文獻 ─ 縮寫或簡編 ─ 提要或摘要 ─ 擴充題名 ─ 題名 ─ 主題詞 

 
1  相關概念彙釋 
1.1  主題  在漢語詞彙中，“主題”是一個多義詞。這裡僅指文獻主題，即文

獻所論述（或涉及）的主要事物或問題而言。文獻主題有簡單主題和複雜主題之

分，前者只涉及一個主題，後者則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題。 
 
1.2  主題詞  指用以描述、存儲、查檢文獻主題的受控詞彙，是主題表中能表

達一定意義的 基本詞彙單元。簡言之，主題詞就是主題的“名稱”。主題詞一

般分為標題詞（標題）、單元詞（元詞）、關鍵詞（鍵詞）、敘述詞（敘詞）四種。 
 
主題詞是以眾多的事物概念為基礎，它是事物本質屬性的概括，是一個類概念。

主題詞是構成主題語言的基本因素。文獻標引時，用以描述或表達文獻的內容主

題；文獻檢索時，用以構成提問式表達檢索需求。主題詞必須具有標引與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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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由此形成主題詞與文獻內容、檢索提問中之間的必然聯繫。 
 
1.3  主題表  係指將主題詞按一定方式組織與展示的詞彙表，是提供標引和檢

索用的工具。受控的主題詞之間的語義關係用參照系統等方式加以顯示。 
 
1.4  文獻檢索  文獻檢索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特定文獻檢索方式：即對已

知文獻名稱（題名）、著者、代碼（例如專利號、標準號）等外表特徵進行檢索；

其二、一定範圍檢索方式：即經由分類途徑或主題途徑等內在特徵進行檢索。 
 
1.5  文獻標引  是指根據文獻的特徵，賦予某種檢索標識的過程。詳言之，即

根據文獻中具有檢索意義的內容和其他特徵，賦予相應之類號標識或語詞標識的

過程，謂之文獻標引。廣義之文獻標引，包括分類標引和主題標引兩種；狹義之

文獻標引，則僅指主題標引而言。 

 
2  主題法之性質 
我們通過對文獻內容的分析，可以把文獻所論述的對象（或事物）─ 主題概括

出來，再使用規定的詞彙，並按一定的規則加以描述，就可得到文獻之精髓 ─ 主

題詞。 
 
把文獻加工成替代品 ─ 主題詞，尚未完成文獻控制的全過程，還必須把代表眾

多文獻的成千上萬個主題詞排列成為一種有序系統，使每一種具有特定主題內容

的文獻都固定在這個有序系統的某一特定位置上，如此用戶即可準確地獲取所需

文獻。在這個由主題詞組成的有序系統中，主題詞是按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予以存

放的，因而用戶不僅可查到關於某一主題詞的文獻，而且還可以查到相關主題的

文獻。這就是主題整序法。 
 
2.1  主題法之意義  主題法有兩種涵意，其一是指主題整序法，其二是指主題

檢索語言。先說主題法第一種涵意，它是一種用語詞標識處理文獻、組織主題檢

索工具（或檢索系統）的方法。詳言之，即將眾多的文獻根據其內容主題，強制

性地用一個語詞標識系統予以組織的過程。其過程有二：一是主題標引，即將文

獻的主題概念轉換為經規範處理的語詞標識（即主題詞）；二是主題檢索，即用

戶在檢索時須將其提問的概念，轉換為主題詞表已規範的語詞標識。 
 
次說主題法第二種涵意：主題檢索語言，它是指文獻檢索語言（簡稱檢索語言）

而言。主題語言有兩大類型，其一是以號碼為文獻主題標識的分類檢索語言（分

類語言），其二是以語詞為文獻主題標識的主題檢索語言（主題語言）。前者簡稱

分類法，後者簡稱主題法。主題法的構成要素有四：語詞標識、字順系統、參照

系統、主題檢索工具（主題目錄、主題索引、主題詞倒排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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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題法特點  無論主題檢索語言，還是主題整序法，它們共同的基本特點

有下列五點： 
 
    按文獻所論的事物（即主題）集中文獻 
    採用經過規範處理直接表達文獻所論述的事物的語詞 
    以參照系統等間接顯示事物概念間（即主題詞之間）的關係 
    以字順序列提供按事物名稱檢索文獻的途徑（即主題檢索途徑） 
    依主題詞的字順系統，排列款目詞之順序 

 
2.3  主題法與分類法 
主題法與分類法都是揭示文獻主題內容的方法，在標引過程中，均需對文獻進行

主題分析，而且一般都要以預先編製好的、反映主題概念的工具 ─ 分類表或主

題詞表為依據。因而提供系統檢索主題的分類法，也可視為廣義的主題法。但兩

者仍存在著以下六點的差異： 
 
2.3.1  標識符號的不同：分類法通常以號碼（數字或字母）作為文獻主題內容的

標識，標引或檢索時都必須使用分類號。主題法則是直接以自然語言中的語詞（詞

或詞組）作為文獻內容主題的標識，標引或檢索時都必須使用主題詞。 
 
由於主題法的標記符號係以自然語言中的語詞為基礎，因而在概念表達的直觀性

特點上，主題法較優於分類法。但另方面，分類法的標記符號係以號碼為基礎，

基本上不受語言文字的束縛，不同語種的同一主題可使用相同的分類號來表達，

所以在標識的通用性乃至標準化方面，主題法則遜於分類法。 
 
2.3.2  體系編排的不同：分類法的標識符號既然是號碼，其規範工具或檢索工具

自然依號碼順序（數序或字母順）編排。主題法的標識符號既然是語詞，其規範

工具或檢索工具自然依字順（中文多依筆畫或音序，西文依字母）編排。 
 
2.3.3  語義關係的不同：分類法主題的內在關係主要通過上下位類、同位類以及

交替類目、參見類目和注釋來顯示。尤其在體系分類表中，類目間等級關係可以

通過類目排列的位置、縮格形式，乃至字體直接且明顯地展示出來。因而分類法

的系統性、等級性較強，便於族性檢索，並可根據檢索需要進行擴檢或縮檢。 
 
主題法的主題內在關係，主要通過廣義詞、狹義詞和相關詞等詞間參照系統的方

式來顯示，此外也通過詞族索引、範疇索引等進行分類顯示。所以，主題詞表中

相關主題之間的關係比較難以直接地、一目了然地展示出來，因而在族性檢索，

尤其是較大範圍課題檢索中，不如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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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集中分散的不同：分類法以學科內在聯繫為基礎來組織主題概念，將具有

同一學科性質的、研究不同不同對象的文獻聚集在一起。例如將茶、稻、麥等各

種農作物的栽培方面文獻聚集在農藝類下，而將有關這些農作物的加工和營業方

面文獻聚集在農產加工和農產品業之類下。即同一對象的文獻，因其研究角度的

不同，因而在分類檢索系統中分散至各處。 
 
主題法係以事物主題名稱的字面形式來組織文獻，將從不同角度研究同一對象的

文獻按主題詞聚集在一起。例如將有關茶的栽培、運銷、價格、營業、加工等各

方面的文獻都集中於“茶”這個主題詞之下。 
 
總之，分類法按學科集中，而主題法則按事物集中。因此可以說，在分類檢索系

統中集中於某一類目之下的文獻，在主題檢索系統中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主題詞之

下；反之，在主題檢索系統中集中於某一主題詞之下的文獻，在分類檢索系統中

往往分散在不同的類目之下。 
 
2.3.5  適應性能的不同：分類法因受學科體系及標記符號的束縛，增添新主題或

改變原有主題位置的難度都比較大，更無法合理安置那些學科關係不明或關複雜

的主題，分類檢索系統中所容納的知識體系也往往落於科技發展之後。 
 
主題檢索系統中的主題標識按字順排列，增刪主題詞不會影響整個系統的結構，

只需變更個別主題詞之間的參照關係，因此可隨時根據學術文化的發展與文獻實

際情況增補新詞，刪除和調整舊詞，使系統中所容納的主題容易與學術保持同步。 
 
2.3.6  組織文獻的不同：利用分類法和主題法皆可以建立檢索工具或檢索系統，

但是由於分類法系統性強，分類標記簡短、易寫、易排，因而可以發揮其系統組

織文獻的功能，用於分類排架、編制文獻通報及分類統計等。主題法基本上缺乏

這方面的功能。 
 
3  中文主題詞表 
3.1  結構概述  《詞表》的結構，可分為編輯結構和條目結構兩部分。茲為明

瞭起見，特別製表解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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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例：序、編例、使用說明 
                  編輯結構  主表：按詞目筆畫順序編排，冠有檢字表 
                            附表：中國時代表、世界分國表等 6 種 
    中文主題詞表 
                            主題詞（款目詞）、參考類號 
                  詞目結構  注釋文字 
                            參照說明 

 
3.2  編輯結構  又稱宏觀結構，是指一部主題詞表是由那些編輯單元組成的。

就編輯立場而言，《詞表》內容可歸納成三個部分，即其編輯結構或編輯單元，

可分為序例、主表和附表三部分。其中，“序例”單元包括序、編例、使用說明

三者；“主表”單元除詞彙表外，其前並冠有檢字表，以便檢索；“附表”單元

包括中國時代表、西洋時代表、世界分國表、世界民族表、世界語種表、樂器表

六個表。 
 
“序例”單元內容涉及詞表編訂沿革、編製及使用方法等，可提供主題法的基礎

理論知識。“主表”單元係按詞目筆畫順序編排的詞彙表，以阿拉伯數字或英文

起頭之詞目，排在中文之前；為方便檢索主表各個主題詞，表前並冠有檢字表。

六個附表係依類別編製的專門詞表，表上的主題詞，也提供標引之用。 
 
3.3  條目結構  又稱微觀結構，係指一條條的主題款目是由那些因素構成的。

歸納而言，《詞表》的條目包括主題詞、參考類號、注釋文字、參照說明四部分。

其中，主題詞依功能性質，分為正式主題詞和非正主題詞兩種。前者以明體字排

印，係提供使用的主題詞；後者以楷書排印，係不使用的主題詞，但引至正式主

題詞。 
 

正式主題詞[註] 指該詞為可用之主題詞，即作為標引與檢索之主題詞主 題 詞 
（款目詞） 非正式主題詞 指該詞為不用之主題詞，即作為引至正式主題詞之用

參考類號 加註《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 7 版類號，作為分類主題一體化之參考

注釋文字 指出主題詞之意義、範圍及使用方法 
用 指“用”符號後之主題詞為可用之正式主題詞 
不用 指“不用” 符號後之主題詞為不用之非正式主題詞 

 
參照說明 
 參見 指“參見” 符號後之主題詞為專指或相關之主題詞 
    [註]  正式主題詞以明體排印，非正式主題詞以楷書排印 

 

4  文獻標引概述 

4.1  標引步驟  即主題標引工作之程序。1)  複本查核；2)  審讀文獻：詳析題

名、閱讀序跋、詳閱提要、檢閱目次、瀏覽全書；3)  主題分析；4)  查表選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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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核校對。 

 
    以文獻題名為起點 
    以摘要、前言、結論為重點 
    以綱目求全面 
    以圖表、重要句段以至全文以了解主題 
    以作者、出版者、所屬叢書、引文為參考 
    以書目、提要、書評、工具書、專家為諮詢 
 

4.2  主題分析  指根據主題標引和檢索之需要，對文獻內容特徵進行分析，提

取主題概念的過程。具體而言，即在文獻主題類型和文獻主題結構的基礎上，對

具有檢索意義之主題概念進行提煉和取捨的過程。主題分析工作 主要有兩方

面：主題類型分析及主題結構分析。 

 
4.3  主題結構  是指構成主題的各個主題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對主

題結構的分析，可說是進行文獻標引的基礎。所謂“主題結構分析”，就是在分

析主題類型基礎上，對文獻中的複分主題進行分析，以釐清其構成成分及其相互

間的聯繫，俾便在明瞭主題構成的基礎上，對主題概念進行提煉。 
 

4.4  主題分面公式  主題結構有其本身的規律性。為了正確有效地分析文獻主

題構成，各國學者對主題結構及其關係進行深入之探討，提出多種主題分析的結

構模式。目前，在中國大陸以劉湘生的“主題分面公式”（主題引用次序公式）

和張琪玉的“主題層次結構圖”影響較大。茲以劉湘生“主題分面公式”：“主

體因素 ─ 通用因素 ─ 位置因素 ─ 時間因素 ─ 文獻類型因素”。其中主體

因素包括研究對象、材料、方法、過程、條件等。茲將主題分面公式圖示如下： 
 
    主題分面公式：主體面 ─ 通用面 ─ 位置面 ─ 時間面 ─ 文獻類型面 

 
劉氏將構成文獻主題之因素，歸納為五個基本方面，即主體面、通用面、位置面、

時間面、文獻類型面。其中，主體面是文獻研究和論述的中心和關鍵性的主題概

念，即包括各種事物、學科、問題、現象等具有獨立檢索意義的基本概念；通用

面是指和主體因素密切聯繫，但沒有獨立檢索意義的一般概念；位置面和時間面

兩者，則分別表示文獻論述對象所處之空間和時間因素；文獻類型面則指將文獻

之主體、通用、位置和時間等因素加以組織、表達的著述體裁和樣式。文獻主題

之各個“面”或“分面”，也可用“因素”來指稱，即主體因素（中心因素）、

通用因素、位置因素（空間因素）、時間因素、文獻類型因素（文獻形式因素）。 
 
4.5  題名切分與文獻標引  標引方法以“主題分析”為核心，而主題分析則以

“題名切分”為重點。題名之切分與文獻標引之關係，條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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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題名切分入手 
    以題名中的名詞為切分對象 
    以單元詞將題名予以切分 
    主題分面公式之應用：以切分出之名詞為指導，查表選詞 
    詞彙交叉關係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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