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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图书分类法的结构体系探析
毛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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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书分类法是类分图书的工具，必须遵循编制图书分类法的主要原则，即思想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实

用性原则。编制好一部现代图书分类法，通常是由类表、标记符号、说明和注释、索引等部分组成。类表图书分

类法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类表，其它部分是类表的补充，从而形成一个严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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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分类和图书分类法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悠

久的历史，它反映着编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类分

图书是以图书分类法为手段，编制一部现代图书分类

法，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立场，根据特定的立场，

用现代科学技术分类作为根本，结合图书分类的特征

制定一定的体系和具体方法，才能适应类分图书的实

际需要。一部完整的图书分类法通常是由类表、标记

符号、说明和注释、索引等部分组成 [1]。类表是构成图

书分类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它部分是类表的补充，

从而形成一个严谨的结构。

1 编制图书分类法主要原则

我们国家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自己多年工作实

践，得出了编制图书分类法主要原则，即思想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实用性原则。

1.1 思想性原则

图书分类法属于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

的。这就决定了图书分类法必须为这个经济基础和在

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社会意识形态服务，也就

是说，要具有思想性。否认它的思想性或者企图削减

它的思想性的想法都是片面的，因此，必须正确对待。

图书分类法的思想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表现在类目设置及其序列上。如基本部类及其序列，

我们国家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来展开

和序列的。（2）表现在类目名称上。这是由于类名是

通过概念来反映的，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阶级对同一

事物、同一概念是存在认识差异的。另外，相同的层

次、相同的阶级对同一事物、同一概念，由于时代变迁，

也会有不同的反映。在地理概念上，对国家或地区名

称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1.2 科学性原则

图书分类法对类目的划分和展开必须是自然的，

而不应是人为的。图书分类法的科学性就是坚持自然

分类，反对人为分类，也就是坚持科学分类为根本。

在实践上，它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严格遵循科

学分类的理论和办法，而不能打乱甚至破坏它，或用

其它人为的原则代替它。（2）科学分类的成果为图书

分类表现提供了基本轮廓和排列次序及依据。科学分

类是根据各门学科所研究的特性进行划分，按照客观

事物本身的发展次序及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排列成表

式。它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纵列式、横列式、表格式、

正反式等。但图书分类由于受标记符号的影响和限制，

只能采用单线型罗列类目即纵列式。（3）类目设置和

安排必须符合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一般规律，以保

证立类恰当，概念明确，层次清楚。

1.3 实用性原则

图书分类法编制的目的是为了分书，在实践中，

衡量一部图书分类法质量的好坏，主要是看它是否能

够容纳任何一本书，它的类号是否简单、是否容易记；

索引使用是否方便等，这就是从实用与不实用为尺度

来衡量某一部分类法。在编制分类法时必须充分体现

它的实用性原则，充分做到如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特定对象必须明确，以便区别对待。由于编

制对象不同，要求也不同，所以在编制分类法时就要

有的放矢，区别情况，依据编制对象，决定类目的详细、

附表的使用、号码的安排。

二是对分类法的两个作用：组织图书——排架用

分类目录；检索图书——检索用分类目录，两者必须

兼顾。排架目录对分类法的要求：单线排列，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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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因为在书库中只能一书一个位置，号码简短、

助记、易于取书，类目概括稳定、不宜过分详细。检

索用分类目录，对分类法的要求是：体现图书系统性，

充分反映学科的交叉，类目详尽，类号清楚，并且具

有等级性等。

三是要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要有一套简单明了，

通俗易懂的“使用说明”“注释”和“索引”。

上述三个基本原则，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

联系、相互制约的。思想性是在科学性的基础上联系

到分类实践来体现的；科学性又是在思想性的指导下，

联系到图书分类的客观需求的；实用性则是图书分类

的目的要求和应用。因此，编制一部完整的现代图书

分类法，必须遵循这三个基本原则，全面贯彻到整个

分类法的结构和序列中去。  

2 类表结构和序列

类表是图书分类法的主体，是图书分类的依据 [2]。

它是由许许多多的类目组织起来的一个完整体系，它

揭示着图书分为哪些大类，每个大类又分为哪些小类，

每个小类再分为哪些更小的类。这样详尽的分下去，

便成为一个有层次、有顺序的展开系统，这就是图书

分类体系，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图书分类表。

类表是由基本部类、基本大类、简表、详表和复

分表等组成的。

2.1 正表

1.类目。类目是图书分类表最基本的单位，它是

构成分类表的主要成分。它不仅体现类的称呼，以便

区别于其它的类，而且规定了该类的性质和范围。类

目的名称（简称类名）是通过词和词组来表达的，如

哲学、化学等，只用一个词，而社会主义社会、物理

化学等则是用词组表达的。类名的选择和确定涉及思

想性、科学性与实用性三者辩证统一的问题，它的具

体要求是确切、概括、精炼。类名的确切，应能确切

地反映该类目的全部内容和范围，才能使图书分类工

作人员根据图书内容选择最恰当的类目正确归类。为

了做到确切，类名必须用科学概念，不能用政治术语、

口号和文学上的比喻、借喻、隐喻之类的词汇，以避

免类目含义模棱两可，甚至含糊不清。类名的概括，

类目是不断逐级划分的，上位类是否完全包括了它所

细分的下位类的全部概念，下位类的全部概念是否完

整、准确地表明它是由上位类分出来的，以及同一上

位类所分出来的各子项是否能相互独立或并列等，都

涉及类名的概括性这一问题。另外类名应力求精炼，

简单明了、切忌冗长，以便于记忆和准确判断其含义。

2.类目展开形式和序列。正表类目的展开形式和

序列一般是：基本部类→基本大类→基本类表→详表。

基本部类是对图书所作的最概括、最基本的区分和排

列。因此，它是类表的总纲，在根本上决定其分类体

系。我国图书分类法基本部类是以毛泽东同志关于知

识分类的理论为指导，结合图书特点来制定的。目前

我国分类法的基本部类及序列是：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 [3]。为

了突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结合图书出版的特点，

在其前面加一部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其

后面加一部类“综合性图书”，便成了五大部类，也

称为“五分法”。

基本大类是在基本部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一

个比较概括的纲目，是整个类表的起点类目，即第一

级类目，也称为大纲或大类。基本大类的设置是根据

科学发展状况、图书出版情况和图书馆的任务来进行

的。同时，它还受所采用的标记符号和制度的制约。

基本大类一般设置二十个左右为宜，过多了，使一些

新兴学科的类目下，实际没有什么图书；过少了，使

一些应突出反映的门类不能突出，加多大类以下展开

的层次，造成号码过长。目前我国各类分类法对基本

大类的设置彼此各异，如《中图法》设 22个大类，《科

图法》设 25个大类。

基本类表就是基本大类的进一步区分，是列出每

个基本大类所包含的基本类目。它简明扼要地表现着

类表的全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通常由分类表

的一、二、三级类目构成，因此，基本类表也称为简表，

可供基层图书馆使用。

详表由一切不同等级的类目所组成，它是图书分

类法的正文，是分书的依据。正表对类目的设置与区分，

从理论上讲，要求详尽，甚至要求做到能分一篇资料、

一张图表为止。

3.类目列举和详尽细分。类表从基本部类区分为

基本大类及第一级类目以后，还要进行详尽的细分，

即依次细分为第二级类目、第三级类目，直到不能或

不需要区分为止。这种逐级次第地进行区分，必须遵

守一定的原则、标准和要求，才能构成一个严密的科

学体系，做到每一被区分出来的类既与其它各类有区

别，又有联系。因此在对类目进行详尽细分时，必须

严格按下述三个原则进行：首先，每个等级的区分只

能用一个标准，不能同时采用几个标准。如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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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分类，从分类标准看可以按时间分为古代、

近代、现代；按内容性质分为进步小说、言情小说、

武侠小说等；按形式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在立类时，

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选择一种标准进行细分，但不能

同时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标准细分。其次，应逐级次

第地进行区分，不能越级。如对社会科学这一基本大

类的划分，可以细分为经济、政治、军事等，但不能

细分为经济、政治、军事理论等，因为“军事理论”

是“军事”的下位类，越级了。最后，同一分类标准

所划分出来的各小类，应当并列和相互排斥。

4.类目关系。类表中的类目，一般采用单线型罗

列式的方法，因此它们彼此间构成许多并列式和隶属

式，表明各类之间的同等性、次第性和部分对整体的

依存性。在图书分类上，我们常常把被区分的类（母项）

称为上位类，由上位类直接区分出来的各小类（子项）

称为下位类。由一类直接区分出来的各小类，彼此称

为同位类。上位类、下位类和同位类是为具体指明某

一类与另一类的关系时的用语，因此它是相对而言的。

上位类与下位类之间存在着从属关系，这种类目，也

称为从属类目，从属类目表示纵的关系，它所构成的

体系，称为类系。同位类之间存在着并列关系，它们

在某一点上，即上位类所代表的属性是相同的，而在

另一点上，即各自所特有的属性上不相同，因此，同

位类之间互相排斥彼此并列，这种类目叫做并列类目。

并列类目表示横的关系，它所构成的体系，称为类列。

这样一来，类表通过类系纵向次第发展，通过类列横

向并列展开，便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这个体系称之

为正表或主表。

5.类目种类。类目种类的划分是由不同的标准来

决定的。可以按类目的属性划分为内容类目、形式类目；

按类目的组成成分划分为单一类目和组合类目，如单

一类目如哲学、文学，组合类目如数理科学和化学等；

按类目的关系划分，有从属类目、并列类目、交替类目、

交叉类目之分；按类目所反映的图书内容成分的不同

来划分 [4]，有总论类目和专论类目之分。图书分类表对

每一门类分为若干小类之后，其中有一类是共性或总

括性的（上位类），而其它类（下位类）则是个性或

特殊性的。反映总括性的类，称为总论类目，反映特

殊性的类称为专论类目。分类表对总论类目有不同的

表示方法：一种是用上位类代替总论类目；另一种是

在同一上位类之下，增设“一般性问题”“普通××学”

等类目。

2.2 附表

附在类表后面或设在正表中，供正表中某些类目

再进一步区分的类目表，附表也称为辅助表、复分表、

助记表。在编制图书分类法时，发现正表中有许多类

目需要进一步区分，又由于各学科分支在理论与实践，

研究对象与实验方法和时代、地域等方面趋向一致，

因此在区分时发现所得到的一些细目都是相同或相似

的。如果把这些具有共性的细目，都在有关类下详尽

列举，将会使分类法过于臃肿庞大。附表是为了节约

篇幅，帮助记忆，于是就把这些共性类目集中起来，

单独列表，配以号码，附于正表之后或置于正表之中，

供有关类进一步复分用。

根据适用范围附表又分为两种即专用附表和通用

附表 [5]，通用附表（复分表）原则上可供各类图书复分

时使用，但大多数分类法一般都在类目下注明使用哪

种附表，以便防止滥用；专用附表（复分表）是根据

某一门学科或几门学科具有共性这一特点进行编制的。

编制附表应注意如下几点：（1）共性问题要确切，其

子目的区分不能含混，这特别体现在总论复分表的要

求上。（2）以公认的史实断代，如对世界时代、中国

时代的划分。（3）灵活的措词，如世界地区排列表中

关于德国、朝鲜和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如果处理

得比较好，既体现了我们的政治立场，又便于图书归

类和检索。（4）附表类目的配号要有助记性并与正表

号码统一起来，以免矛盾冲突。

图书分类工作是按照特定的图书分类法，依据图

书的内容和形式，给予每一本书以不同的号码，并将

它们组织起来，以便管理和利用。图书分类工作的质量，

直接影响到图书馆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必须做好图

书分类工作，掌握好图书分类法的结构，全面、准确

地揭示图书的内容，便于读者检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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