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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館有關專書注譯與研究之分類 
 
【專書注譯與研究之分類】  是指有關某一專書的翻譯、縮寫、注釋、考證、札

記、批評、研究、書影、索引等，得隨同原書分類；但節抄或札記等僅限於某一

主題之資料時，得依其主題之學科性質分類。1其實除了前述研究樣態之外，還

應包括專書的研究目錄在內。 
 
¾ 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撰  李慶譯注  暢談國際文化  2004  610.23 
¾ 資治通鑑索引  佐伯富編  宗青  1986  610.23021 
¾ 資治通鑑隋唐之際本  （宋）司馬光奉敕撰  臺北市  華正書局  1976  

623.8    ※因選錄《資治通鑑》一書中之部分內容，故依選錄主題分類 
 
¾ 重編校正元亨療馬牛駝經全集  （明）喻本元  （明）喻本亨著  北京市  農

業出版社  1963  437.2 
¾ 新刊纂圖元亨療馬集  （明）喻本元  （明）喻本亨撰  莊嚴文化  1995  

437.4    ※因選錄《療馬牛駝經》一書中之部分內容，故依選錄主題分類 
¾ 元亨療馬集許序注釋   郭光紀  荊允正注釋  濟南市  山東科學技術出版

社   1983  437.4    ※因選錄《療馬牛駝經》一書中之部分內容，故依選錄主題分

類 

 
在此必須特別指出，文獻實際分類標引時，還必須結合個別分類表的具體編製情

況，依其是否設有專號而採不同的標引方式。茲以《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 7
版）為標引規範工具，舉例說明如後（請特注意分類索書號的細微變化）： 
 
其一、分類表設有專號之類目，例如“121.1  易經”、“413.11  內經（素問）”、

“610.11  史記”、“857.49  紅樓夢”等，即其適例。分類標引時，依該類本

身的具體情況標引之。同時，設有專號類目通常依注釋者、譯者或研究者來標引

同類書區分號。 
 

                                                 
1 本段文字大抵以劉國鈞的看法為藍本撰寫而成，唯劉氏稱專書為“特定書”，參閱氏撰：“圖

書分類簡則  第 6 條”，在：賴永祥編訂《中國圖書分類法》（臺北市：三民書局經售，1989.04，

增訂 7 版）書前頁VI 



¾ 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地區說文論著專題研究  蔡信發著  臺北市  文津出

版社  2005.11  （文史哲大系；194）  802.259 
¾ 紅樓夢校注  一二○卷  曹雪芹  高鴞原著  馮其庸等校注  臺北市  里

仁書局  1984  857.49 8234 
¾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薩孟武著  臺北市  三民書局  2005  （三民叢刊；

230）857.49 8543 
¾ 紅樓夢書錄  一粟編  上海市  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8  857.49021 
¾ 紅樓夢人名索引  林語堂編  臺北市  華岡出版社  1976  857.49021 
¾ 紅樓夢大辭典  馮其庸  李希凡主編  北京市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0  

857.4904 
 
其二、分類表未設專號之類目，例如《天工開物》、《文心雕龍》、《聊齋志異》等

專書，均未設立專號類目。故分類標引時，必須先以被注譯或被研究專書之原著

者取同類書區分號，記錄於索書號的第 2 行，以造成該書的“準專號”；然後再

標引著者號，記錄於索書號的第 3 行。 
 
¾ 聊齋志異評賞大成  馬振芳主編  臺北市  建安出版社  1996  857.27 

7434 8375 
¾ 國際聊齋論文集  辜美高  王枝忠主編  北京市  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1992  857.27 7434 8563 
¾ 新釋老殘遊記  劉鴞著  吳紹志  吳逸凌注釋  臺南市  祥一出版社  

2000  （古典文學；30）  857.44 774 8863 
¾ 《老殘遊記》詞語、人物索引  曹乃木  黃宗寶編  北京市  商務印書館  

1998  857.44 774（021） 8467 

 
爾後本館編目人員如標引上述文獻時，請依相關原則標引之，勿分入《中國圖書

分類法》“016  學科目錄”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