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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分类法学术交流探究

黄建年

摘摇 要摇 近 30 年来,海峡两岸分类法学术交流频繁,在分类法编辑与修订、分类法会议、分类法教育、论著出版与

收藏、分类法研究口述历史资料整理等诸多方面,海峡两岸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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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引论

分类法交流一直是海峡两岸图书馆学术交

流之重点,其互动不仅体现在编修领域,亦体现

在学术研讨、教育等诸多方面。 经过两岸先贤

志士共同努力,分类法领域不仅硕果累累,其发

展足迹亦可为其他领域学术交流所借鉴。 总结

其模式,对研究分类法发展史和探讨两岸学术

交流史都很有必要。 笔者不揣浅陋,愿就其互

动模式作一探析。

2摇 分类法编修

分类法交流首先体现于分类法编制与修订

之中。 尽管地理隔断、交通不便,但是,语言相

同、文化同源,海峡两岸难以割断其自身的内在

联系,即便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是如此。

2. 1摇 大陆编制、台湾修订

大陆编制的分类法,经过台湾修订并盛行

于台湾者,无过于《中国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

《图书法》)、《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以下简称

《十进法》)两种。 其中最为突出者,当首推《图
书法》。 《图书法》由大陆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

生于 1929 年编制,1936 年增订再版,由金陵大

学图书馆印行,成为当时国内使用最为广泛的

图书分类法之一[1 - 2] ,具有极高的地位。 1949
年,此法传入台湾,随后台湾地区学者进行了多

次修订。 《图书法》在台湾的修订肇始于熊逸民

先生。 熊氏于 1958 年为《图书法》增补索引[3] ,
1962 年再出“修订再版本冶。 1964 年 6 月,赖永

祥氏再次重修《图书法》,并注明为“新订初版冶,
以便与刘氏、熊氏各版区别。 其后 30 余年,赖氏

穷心尽力,先后进行了七次修订。 2001 年 9 月

21 日,赖氏将《图书法》授权台湾汉学研究中心

使用,并授权其“维持分类法之修订、解释与推

动冶 [4] 。 其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花费大量人力,
耗时六载,完成《图书法》全新版本———《中文

法》。 经过十余次改版厘订,《图书法》在各方面

均取得了显著进步。 由此可见,目前之《图书

法》实已荟萃两岸学者之智慧,较原版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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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益。

2. 2摇 台湾编制、大陆修订

台湾编制的分类法,由大陆修订并广泛使

用者,当首推《佛教图书分类法(1996 年版)》
(以下简称《佛教法》)。 1962 年,李世杰先生以

善导寺太虚佛教图书馆馆藏为依据,编制了《佛
教法》草稿,佛教图书分类基本有章可循。 但因

时过境迁,佛教图书分类需求变动频繁。 为了

适应这一需求,1996 年,香光尼众佛学院图书馆

应众多佛教图书馆之邀,倾尽心力编纂出新版

《佛教法》 [5] ,以后又经多次修护,渐成佳品。 大

陆学者亦多有赞词美誉,并打算引入大陆。 经

过与台湾方面接洽,白化文先生首先获得授权,
对《佛教法》进行修订,并于 2001 年由北京图书

馆出版社出版。 影响所及,浙江大学周子荣先

生再次获得《佛教法》授权,于 2005 年编纂出版

《云林佛教图书分类法》 [6 - 7] ,以与大陆《中国图

书馆分类法》配套使用。 学界有后出转精之说,
白氏与周氏之作,较之台湾所出各版有明显进

步,亦更加适合大陆佛教图书分类之需。 由此

观之,台湾佛教图书分类研究尽领风气之先,海
峡两岸图书馆界均获益匪浅。 台湾学者在图书

分类领域所作贡献亦应多加肯定,相关学者研

究分类法历史时自不应忽略。

2. 3摇 双方共同编辑与修订

上述的分类法编制与修订工作相对独立,
均由大陆或者台湾的学者单方面参与,缺少面

对面的沟通。 因为语境的差异,修订者与编制

者对同一类目的认知也会存在差异,其修订的

成果往往很难直接为对方共享。 如果有一部双

方共同参与编制或者修订的分类法,将给海峡

两岸图书馆界带来很多益处。
实际上, 并非没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

1993 年,武汉大学黄宗忠教授即著文说明当时

海峡两岸图书馆界在图书分类法、文献著录规

则、文献主题标引规则、机读目录格式等方面存

在着差异,建议研究文献著录标准的统一问

题[8] 。 2000 年,王涛先生则期待通过两岸双方

合作,“逐步使两岸的图书分类体系、编目规则、

主题标引及相关术语的使用一体化、 规范

化冶 [9] 。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尚没有出现一

部两岸共同编制与修订的分类法。 上文提及的

分类法,尽管两岸学者均分别有所贡献,但始终

没有联合起来共同修订。 实际上,本于佛教本

身的“六和敬冶精神,《佛教法》是两岸图书馆学

界联合编撰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实践领域。

3摇 分类法会议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海峡两岸图书馆界

已经开始进行学术交流,至今已 20 余年,但有关

分类法的专题学术会议却不多见,这与分类法

在两岸图书馆界的地位并不相称。 张正、王振

鸣等学者撰文总结两岸图书馆界学术会议主要

有两种类型[10 - 12] :淤综合性会议,主要有海峡

两岸图书馆事业研讨会、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

学术研讨会、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
两岸三院资讯技术交流与数位资源共享研讨

会、科技信息(资讯)学术研讨会等,其中包括与

分类法或者信息组织相关的分会;于专题性会

议,基本上以分类法探讨为主,或者与分类法密

切相关,如刘国均先生与 20 世纪图书馆事业学

术研讨会(1999 年)、海峡两岸何日章先生图书

馆学学术思想研讨会(2002 年)、新世纪资讯组

织与典藏技术研讨会(2005 年)等。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相关的会议分为如

下四类:

3. 1摇 大陆主办、台湾派员参加

1999 年 11 月 15 日,为纪念我国著名图书

馆学家、教育家刘国均先生百年诞辰,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甘肃省图书

馆在北京共同主办“刘国均先生与 20 世纪图书

馆事业学术研讨会冶。 到会专家学者百余人,台
湾地区赖永祥、林光美、黄渊泉等人亦前来与

会[10] 。 其中赖永祥、林光美以及黄渊泉均为

《图书法》台湾各版的主要修订者,而刘国均先

生则是《图书法》的创始人。 此次交流直接面向

分类法,应该是两岸关于分类法领域一次较为

深入的交流,对两岸分类法领域的研究有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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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低估的影响。
再如,2002 年 7 月 27 日至 31 日在北京召

开了“海峡两岸何日章先生图书馆学学术思想

研讨会冶。 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兰
州大学图书馆共同发起。 尽管由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具体承办,但两岸机构均付出了相当多

的努力。 何日章先生为十进分类法的创始人之

一,因而会议主题自然以分类法为主,其中《从
图书分类到知识管理:掖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业
之理论》(郭美兰、张秀琴)、《掖中国图书十进分

类法业修订计划之探讨》(曾秋香、郭丽芳)、《谈
何日章的掖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业及在我馆的使

用》(许萍)、《对我国文献分类法发展趋势的思

考———从何日章先生掖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业谈
起》(方春艳)等四篇文章系统探讨了何氏十进

分类法发展沿革及理论结构[13] 。

3. 2摇 台湾主办、大陆派员参加

1997 年,“海峡两岸图书馆事业研讨会冶在
台北召开,此次会议的主办方为台湾图书馆学

会、台湾图书资讯学教育学会及台湾政治大学

图书馆,大陆与会代表 31 人,应该是规模较大的

一次学术会议。 此次会议有多个主题,其中在

分主题“两岸图书资源之搜集、组织与服务冶中

包括资料著录发展趋势、电子图书馆信息组织

两个方面的学术报告, 与分类法研究较为

密切[14] 。
2005 年 5 月,“新世纪资讯组织与典藏技术

研讨会冶在台湾政治大学举行,武汉大学图书情

报学院的邱均平教授和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刘

嘉博士应邀出席。 分类法作为信息组织的重要

内容之一,会议一定进行了这一方面的学术探

讨。 可惜,未能找到更进一步的研究资料。

3. 3摇 双方轮流主办

“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冶是以中

文文献为主轴的合作会议,是迄今中文图书馆

界最具代表性的盛会,自 2000 年起由两岸四地

分别举办,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为了使这一会

议更具有组织性、长期性,设立了管理组织———
理事会,并通过理事会议,“确定会议主题、举办

规模和方式冶,专门探讨合作“项目管理的事宜,
修改通过了项目立项、结项规则及相关表格样

式冶 [15 - 16] ,有多个项目与分类法研究有较大关

系。 比如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承担的古籍联合目

录数据库项目,因数据分别来源于数十家图书

馆,所用分类法各异,数据的转换与整合是必须

解决的问题。 经过研究,该项目统一采用四部

分类法对资料进行分类,并提供了四部类目检

索功能[17] 。

表 1摇 历届“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冶举办情况

届次 时间 地点 承办单位

第一次 2000. 06 北京 中国国家图书馆

第二次 2001. 04 台北
台湾中华图书资讯馆际合作协会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

第三次 2002. 09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澳门中央图书馆

第四次 2004. 11 南京 南京图书馆

第五次 2005. 11 香港 香港大学图书馆

第六次 2006. 09 敦煌
甘肃省图书馆
敦煌市图书馆

第七次 2008. 11 澳门 澳门中央图书馆

第八次 2010 台北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

059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三六卷摇 第一九茵期摇 Vol. 36. No. 190

摇 摇 上述的合作主要基于图书馆界,而科技信

息界的合作交流也并非空白。 据研究,海峡两

岸科技信息界的交往始于 1993 年。 1996 年在

台湾代表团访问大陆期间,两岸机构共同签署

了由两岸轮流举办“科技信息(资讯)学术研讨

会冶的备忘录。 首届研讨会(1998 年)在台湾淡

江大学举行,主题为“互联网资源应用冶,探讨了

“网上资源收集组织方法冶。 第二届研讨会

(1999 年)以“电子信息(资讯)资源之应用冶为

主题,探讨 WWW 信息检索、数字化图书馆等内

容,由大陆主办,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 可

惜,这一机制未能延续下去[18 - 20] 。

3. 4摇 两岸共同主办

2001 年,“第三届海峡两岸信息技术学术研

讨会冶在台湾成功举办。 此次会议由中国科技

情报学会与台湾中华图书资讯馆际合作协会联

合举办,会议交流了祖国大陆与台湾近年来信

息技术、 网络建设及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

情况[21] 。
“2009 海峡两岸中文信息技术标准研讨会冶

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资讯工业策进

会(台湾)、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台湾)和中

文数位化技术推广基金会(台湾)共同主办,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协办。 会

议讨论了 “中文术语名词对照冶、“电子文件存

储格式冶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统一、规范了分类

法相关术语以及保存方法[22 - 23] 。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科院网络中心发起

两岸三院(即中科院和中国社科院、台湾中研

院) 进行交流与沟通的倡议,得到积极响应。
2002 年 7 月,由中科院网络中心牵头在北京组

织召开了第一届会议,会议达成如下共识:淤每

年召开一次“两岸三院信息(资讯)技术交流与

数字(数位)资源共享会议冶;于会议由两岸三院

共同主办,轮流承办。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内容

的拓展,自第三届会议始,会议改名为“两岸三

院信息技术与应用交流研讨会冶。 Metadata、联
合目录、信息资源开发与应用、智能检索等内容

逐渐成为研究与探讨的对象[24 - 29] 。 而对这些领

域的深入研究,无疑使得分类法在新的信息组

织技术与方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明确。

表 2摇 历届“两岸三院资讯技术交流与数位资源共享研讨会冶举办情况

届次 时间 地点 承办单位

第一届 2002 年 7 月 北京 中科院网络中心

第二届 2004 年 6 月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

第三届 2005 年 6 月 海拉尔 中科院网络中心

第四届 2006 年 9 月 青岛 中科院网络中心

第五届 2007 年 10 月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

第六届 2008 年 10 月 张家界 中国社科院

第七届 2009 年 9 月 丽江 中科院网络中心

4摇 分类法教育

在第八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

会冶(2006)上,形成以下决议:淤建立两岸研究

生学术论坛;于建立两岸教师学术论坛;盂建立

两岸图书信息学学术刊物交流及分享机制并研

拟管理办法;榆建立两岸学术论文互相引用及

分享风气;虞建立两岸图书馆专业人员互访交

流与交换机制[30] 。 这些决议或者共识,为海峡

两岸图书情报教育界的学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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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摇 图书情报院系交流

1992 年,台湾成立了“中华图书资讯学教育

学会冶,由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沈宝环教授任理

事长。 该会成立后,积极推动大陆图书情报院

系访问台湾图书情报系所事宜。 1993 年,大陆

彭斐章、周文骏、陈誉教授等 6 人开始了 14 天的

台湾访问之旅,实现两岸图书情报院系的双向

交流。 此后,两岸图书情报院系的教师也互相

访问,签订交流协议,开展讲座、讲学活动。 张

正先生专门著文对比进行了研究[12] 。 具体交流

可以细分为下列几类:
(1)交流协议

自 2005 年开始,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

的图书情报院系陆续与台湾世新大学、台湾政

治大学等校的院系、研究所签订交流协议,双方

师生可以系统、全面地就分类法交流学术观点。

表 3摇 海峡两岸图书情报院系交流协议

时间 大陆学院 台湾学院

2005 年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 台湾世新大学图书资讯学系

2006 年 06 月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

2006 年 10 月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

摇 摇 当然,真正的交流协议远非上列寥寥数种,
大量的学术交流存在于校际之间的双边交流协

议之中。 比如北京大学与台湾东海大学、台湾

大学、台湾新竹交通大学之间均有学术交流关

系[31 - 33] 。 当然,也有不少学术会议,尽管不是

两岸学者共同参加,但其中却有双方的辛勤劳

动在内。 比如,在台湾著名图书馆学家沈宝环

教授的支持下,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于 1995 年

发起并召开了“首届系五四青年学术讨论会冶,
其后每年举办,形成制度[34] 。 尽管这一会议不

是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会议,但能够有这样的

动议,与台湾学者的默默奉献分不开。 需要指

出的是,尽管上述协议没有明确标明包括分类

法的相关内容,但分类法作为图书情报学的核

心课程之一,一定是探讨的主要内容。

(2)定期会议

“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冶已经成

功举办九届。 第一届会议就将“海峡两岸图书

数据之分类与编目冶作为会议主题之一[34] 。 第

三届研讨会对情报检索语言课程的改革、文献

分类的教学方法等课题进行了研究[35] 。 第九届

研讨会的主题是“图书资讯学专业教育和图书

资讯学事业发展冶。 分类法研究是图书情报学

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相关的讨论对于分类法

的教育与深入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随

着信息组织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分类法也逐渐

向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过渡。 第十届研讨会将

于 2010 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知识组织理论与

方法深化与拓展冶同样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36] 。

表 4摇 历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冶举办情况

届次 时间(年) 地点

第一届 1993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届 1994 北京大学

第三届 1997 武汉大学

第四届 1998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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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次 时间(年) 地点

第五届 2000 四川成都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第六届 2002 哈尔滨黑龙江省图书馆

第七届 2004 大连理工大学

第八届 2006 中山大学

第九届 2008 武汉大学

第十届 2010 南京大学

摇 摇 在“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系主任联席交流

会冶上,海峡两岸专家学者达成了很多共识[37] ,
其中与分类法相关的主要有以下两条:

誗 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在信息资源采

集、存贮、组织、检索、保护、利用、服务、开发等

方面的实践能力。
誗 核心课程要以增强学生的职业竞争力为

导向,促进信息与知识传播和利用,以信息的采

集、组织、检索、服务、开发的技术与工作为

主线。
不难看出,两岸专家均将信息组织能力的

培养作为一个重要方面。 分类法作为信息组织

技术与方法的主要内容,无疑应该得到应有的

重视。
在历次“海峡两岸儿童与中小学图书馆学

术研讨会冶上,分类内容亦有所论述,只是数量

稀少。 有学者提出应探讨“儿童文献分类、著录

和标引的标准化,如分类和编目规则、机读目录

格式、主题检索词表、标引方法等等冶 [38] 。
另外还有一类会议,尽管不是由大陆或者

台湾方面主办,但因为是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两
岸图书情报学者共同参加,实际上也加深了理

解与交流。 比如“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

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冶,专门探讨图书馆学情报学

教育相关主题,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 其中,第二届研讨会于 2006 年 10 月

在武汉大学举办,与信息组织有关的论文有:
《中美及加拿大信息组织类课程设置的比较研

究》(司莉,陈红艳,徐丽晓)、《“信息组织学冶课
程设计与创新》 (周宁)。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

讯与档案学研究所所长王梅玲教授所作的题为

《从教育标准探讨图书信息学核心课程》的报

告,探讨了包括信息组织与检索在内的核心

课程[39] 。

4. 2摇 互派学生

派遣学生参加对方的活动不仅能够开拓学

生的视野,也有助于双方学生之间建立起广泛

的学术互信。 派遣学生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

参加学术会议;二是在对方学校学习或者从事

学术研究。
1993 年 7 月 3 日,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胡

述兆教授率台大图书馆学研究所硕士生班 10 位

同学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进行两岸硕

士生交流活动,并参观图书馆,进行见习[11 - 12] 。
此后交流日益活跃,第八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

学学术研讨会冶增加了“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研

究生论坛冶,为海峡两岸研究生交流提供了专门

的通道。 2006 年 6 月 19 日,首届论坛举办,台
湾有 30 余位研究生参加。 自此,海峡两岸图书

情报学科硕士生交流已经形成固定机制。 2008
年 7 月 4 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举办第二届

论坛,台湾地区 40 余名研究生参加。 第三届论

坛也将于 2010 年 7 月在南京大学举行[36] 。
第二届论坛明确将“信息资源的组织、开发

与建构冶列入第一环节的交流主题,在第二环

节———点评阶段,台湾地区王梅玲教授就电子

资源使用统计报表的加值运用和 Internet Movie
Database 主题式网站的信息组织与检索两个问

题提出了建议[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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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此论坛基本由大陆主办,大陆学生前

往台湾参加论坛的会议机制还没有形成,实乃

美中不足。
至于在对方学校学习,近年来发展十分迅

速。 在第八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

会冶上,两岸学者形成建立两岸图书馆专业人员

互访交流与交换机制的决议,随后这一交流机

制逐渐发生作用。 笔者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网站上发现了选拔学生赴台湾东海大学、台湾

大学、台湾新竹交通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等多个

通知[31 - 33] ,主要面向本科生与硕士生,另外还

有面向博士生的交流项目,比如 “博士生短期出

国(境)研究项目冶 [41] 。

4. 3摇 专家讲学

根据现有资料,互派学者去对方讲学并不

鲜见。 既有临时性的,亦有客座教授型的。 仅

在北京大学短期讲学的就有李华伟(现为美国

俄亥俄大学教授)、胡述兆(台湾大学教授)、李
德竹(台湾大学教授)等人[42] 。 实际上,还有许

多专家学者在其他地方讲学、交流。 仅以上述

诸位专家而言,李华伟先生在台湾师范大学完

成大学教育,此后尽管在美国工作,但一直从事

图书馆自动化研究,对于信息组织的自动化同

样具有较深的造诣。 胡述兆先生出生于江西,
后又在台湾大学学习,兼有大陆与台湾双重身

份,长期从事图书馆学研究。 上述诸位专家均

多次来国内讲学或者参加会议,他们的讲学或

多或少包含分类法、主题法等信息组织领域的

相关内容。
大陆亦有多位学者,如谭祥金(中山大学信

息管理系教授)、黄宗忠(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教授)等也曾赴台讲学[9] 。 谭祥金教授,曾担

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

理事长等职,撰写过《信息管理概论》等专著。
而分类法、主题法等内容均是信息管理不可忽

略的重要内容。
两岸专家学者的互聘和讲学不但加强了双

方学术力量,而且对两岸图书情报方面人才的

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5摇 论著出版与收藏

5. 1摇 论著发表与出版

在对方刊物上发表论文介绍本地的分类法

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手段。 自 1992 年以来,天津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与台湾《图书馆与资讯科

学》等刊物上分别开辟了《两岸文荟》专栏,两岸

学者进行笔谈,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分类法

论文亦时有出现。 此外,其他刊物于分类法亦

有涉猎。 1994 年,台湾师范大学吴琉璃在《图书

馆论坛》上介绍了台湾地区图书馆的分类编目

工作,详细介绍了台湾地区分类法、主题法使用

现状[43] 。
关于专著出版,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知名

者有如下三种。 1999 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

大陆学者傅荣贤所著《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学硏

究》 [44] ,该书对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理论与方法

进行了系统梳理;2005 年,香港云林出版社出版

了浙江大学教授周子荣所编的《云林佛教图书

分类法》,为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佛教图书分类

提供了统一的文献分类标准;2007 年,澳门图书

馆曁信息管理协会编辑出版了《两岸三地图书

分类与编目研究》 [45] ,书中全面介绍了两岸三

地图书分类情况。

5. 2摇 论著评价

与分类法相关的著作可分为分类法专著和

分类法研究两大类,前者如《中国图书分类法》,
后者如《图书分类》。 长期以来,尽管两岸直接

沟通较少,但对两岸分类法学术成果的关注却

一以贯之。
1992 年,大陆学者杨杞撰文,认为 《十进

法》、《图书法》在台湾地区使用最为广泛,另外

还介绍了王云五主编的 《中外图书统一分类

法》、《三民主义中心分类法》以及一些自编分类

法,使大陆对台湾地区分类法有一个大致的了

解[46] 。 安鸿书则详细介绍了张泽民所编《图书

资料综合分类法》对大陆文献的分类[47] 。 大陆

学者对张氏分类法所知甚少,安氏的介绍功不

可没。 黄建年则概述了《图书法》在台湾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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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并研究了台湾地区文献分类法厘订

特色[48 - 49] 。
同样,台湾地区学者对大陆分类法亦有关

注。 黄渊泉在其专著《中文图书分类编目学》中
详细介绍了民国期间大陆分类法的发展情况,
同时对古代与国外分类法亦有论述[50] 。 在新近

完成的《台湾百年图书馆史》中亦包含不少图书

分类法的资料,其中与大陆分类法有关的亦有

数条,比如(民国) “18. 1 刘国钧撰中国图书分

类法印行冶、(民国) “23. 5. 5 何日章、袁涌进合

编中国图书分类法出版冶 [51] 。 这些资料对研究

海峡两岸分类法相互影响与交流的历史很有

帮助。
但遗憾的是,台湾学者主要研究的基本上

是民国时期或者中国古代的分类法,对大陆目

前广泛使用的“中图法冶、“人大法冶、“科图法冶
鲜有论述。

5. 3摇 著作收藏

笔者利用台湾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 TU鄄
LIPS),以图书分类为关键词查询中文图书,获
得相关记录 78 条。 其中澳门地区出版了《两岸

三地图书分类与编目研究》(澳门图书馆暨资讯

管理会,2008),香港地区出版了《云林佛教图书

分类法》(云林出版社,2005),大陆地区出版的

有白化文编著《佛教图书分类法(改定本)》(北
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

类法·期刊分类表 >实用指南》(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1998)、周继良主编《图书分类学》(武汉大

学出版社,1989,1992)等 23 种。 通过研究发现,
台湾收藏大陆分类法著作,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即分类法与相关学术著作。 其中,分类法著作

有 7 种,其他 16 种均为各种分类法及使用指南

(包括索引、手册在内),大陆地区广泛应用的

“中图法冶、“科图法冶、“人大法冶 均搜罗无遗。
从时间上来说,上述分类法著作主要分为两个

时间段,即民国(1911 - 1949)和改革开放以后。
前一时间段收录的最早著作为杜定友撰写的

《图书分类法》(上海图书馆协会,1925),后一时

间段收录最早的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 可见,海峡两岸的隔

离对于分类法交流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52] 。
至于大陆图书馆所藏台湾出版的分类法著

作,其数量同样不多。 笔者查询北京大学、南京

大学、清华大学三校图书馆的馆藏目录,结论相

同,仅见王省吾著《图书分类法导论》(中国文化

大学出版部,1982) 、《中国图书分类法》 (三民

书局,1979)、《中国图书分类法增订七、八版异

动类目对照表》(台湾汉学研究中心,2002)等十

数种而已。 可见,这种情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大陆图书馆界同仁应尽力搜集台湾、香港等地

出版的分类法著作。

6摇 与分类法研究相关的口述历史资料

台湾大学赖永祥先生著作颇丰,曾多次主

持修订《中国图书分类法》,为台湾分类法研究

与修订作出了重要贡献。 赖氏在 1972 - 1995 年

担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Harvard Yench鄄
ing Library)副馆长期间,曾修订了《哈佛燕京图

书馆分类法》。 但与这一史实相关的研究资料

目前十分欠缺,因此,台湾方面加大了口述史料

的搜集与整理。 2004 年 4 月 26 日至 6 月 5 日期

间,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专门邀请赖

先生返台进行访谈。 2004 年 12 月 10 日,该所

又与林本源中华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赖永祥

先生的学术世界冶研讨会,赖氏多位师友学生进

行座谈,亦提供不少可供记录的口述历史材料。
目前访谈已全部定稿,由远流出版社与该所合

作出版,书名为《坐拥书城———赖永祥先生访问

纪录》,书中包括了不少与分类法有关的第一手

资料,其中第九章专门论述《中国图书分类法》
的历史[53 - 54] 。 台湾图书馆界近年来日益重视

口述资料的搜集,亦对大陆图书馆界有所启发。
当然,这一搜集方式目前仅限于台湾地区

或者大陆地区,仍然没有实现两岸的互访。 近

年来两岸交流越来越多,更多的资料存在于参

加交流的当事人的记忆中,应尽快搜集与整理

这些资料,这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岸学者

的共同任务。
据台湾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光美回忆,赖

先生曾多次来大陆参加与分类法相关的学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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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关单位应该有所了解,但可惜的是,目前

为止未见相关口述历史的资料出现。 虽然在

《坐拥书城冥冥赖永祥先生访问纪录》一书中有

与分类法相关的内容,但数量有限,仅有 7 页。
近年来,大陆亦当有研究分类法学者前往

台湾讲学,但遍查相关材料,未见记载,更遑论

有关讲学内容与讲稿保存方面的介绍。 因此,
口述历史的搜集与撰写应该引起图书馆界同仁

的重视。

7摇 结语

近年来关于自动分类方面的研究与交流日

益广泛,但因本文的重点与篇幅所限,只能另行

撰文进行阐述。 笔者衷心期望这样的史料搜集

与整理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更多

的研究者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从而促进海峡

两岸图书馆事业的灿烂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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