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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一些图书情报单位在采用《中图

法》类分中文图书时, 也用其类分入藏的外国

文献。《中图法》在编制原则中也表明“要能容

纳古代和外国的图书资料”。但实际上, 由于

外国文献所具有的种种特性, 用《中图法》进

行类分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

1　思想观点区分问题

文献分类法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尽管一直

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但《中图法》仍始终贯彻“思

想性”这一原则。首先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思想,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为编制依据, 类目的确立及序列安排, 不仅从

科学概念出发, 同时还考虑它的思想政治内容;

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 重点突出或细分有关学

科及方针、政策和法令, 另外在辅助表中设立复

分号, 供主表类目需要区分观点时使用。

因此, 运用《中图法》进行文献分类, 不仅

要准确揭示文献内容的学科属性, 还要注意区

分它们的思想观点、政治倾向, 才能做到准确归

类。例如《 Is there a fu tu re fo r M arx ism 》

(A lex Callin ico s) 一书, 分类时把它归入“A 81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是归入“A 81”再加“- 08

资产阶级理论及其评论研究”的复分号; 如果书

的内容主要宣传的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 就要

归入“D 07 政治流派和思潮”。可见同样研究马

克思主义, 不同观点立场, 就有不同的分类号。

众所周知, 国外的政治、社会、思想和文

化都比较复杂, 反映在国外文献中, 其内容的

观点立场也相当复杂, 区分起来就更加困难。

这就要求分类法在贯彻“思想性”原则时, 要

尽量不影响其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 否

则难免造成分类混乱。例如《Ph ilo soph ical

p rob lem s of space and t im e》(A do lf Grun2
baum ) 是一部关于空间、时间哲学思考的著

作,《中图法》哲学大类中只有一个相应的类

目“B 02113　时空论”, 但它的上位类是“B 02

　辩证唯动主义”。根据“凡能归入某一类的

书, 必带有其上位类的属性”的分类规则, 就

要重新审定此书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还

是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时空论。另外, 由

于“B 01911　唯物主义”及“B 081　唯心主

义”类下设有“时空论”类目, 所以此书容易被

不加观点地区分归入“B 02113　时空论”。

2　科学性问题

文献分类法科学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

正确遵循科学知识的客观原则和发展规则,

要求把握学科、事物的本质特征, 并把这些本

质特征抽象为简洁、准确的概念, 安排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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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体系中; 要使文献分类体系能正确揭示

整个科学的体系结构, 显示各门学科之间的

区别和联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学的发

展过程, 避免文献体系僵化, 使之成为一个开

放系统, 能随时增加新的学科、新的事物。

但是由于受到本国科学发展水平的制

约, 加之分类法编制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

局限, 因此, 分类法的科学性是相对的, 而作

为体系分类法的《中图法》, 在适应科学发展

方面必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我国与国外科学发展水平的差距,

我们在购置外国文献时, 往往比较注重选购

反映国外最新科研成果、科学技术、学术理论

等方面的文献。因此, 用《中图法》类分外国文

献, 始终都显示出它的落后性和不适应性及

它与科学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

外国一些新理论、新学科、新技术内容的

文献, 在《中图法》中很难准确归类。文献不多

时, 尚可采用归上位类、靠类等办法暂时解决。

但大量、系统引进时, 若不专门设类而任其混

杂归类, 就起不到文献分类应起的作用。最为

典型的是计算机技术方面的文献。国外计算机

技术和理论的发展日新月异, 而在《中图法》

中, 计算机的类目体系始终不能跟上科学发展

的步伐。如在《中图法》第二版中, 关于计算机

病毒 (Compu ter viru s )、专家系统 ( expo rt

system ) 应用、神经网络 (neu ra l netw o rk ) 等

方面的文献根本找不到相应类目; 到《中图法》

第三版修订后, 仍然没有十分确切的类。

3　对各种主题外国文献的包容性问题

文献保证又叫文献根据原则, 是文献分

类法编制的原则之一。要求编列文献分类法

类目时, 切合文献的出版和入藏情况, 每一个

类目都应具有一定数量的文献保证, 要有类

有书, 不虚设类目或出现有书无类可归的现

象, 还要根据文献实际情况来安排类目的次

序, 这样编出的分类法才比较实用。

《中图法》是根据我国文献的实际情况编列

类目的, 由于它是列举式的体系分类法, 因此无

法将可能出现的一切主题预先编成类目虚位以

待。再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 编制者不可能对丰

富多样的外国文献主题有全面的了解和较好的

预见, 这样就造成用《中图法》类分外国文献时很

多外国文献无类可归。例如家政学(hom e eco2
nom ics hou seho ld m anagem en t) 和休闲学在

西方国家研究和应用已有很长时间, 但在《中图

法》中却没有相应的类。还有一些如《T he ph i2
lo sophy of leisu re》(Tom W inn ifrith , 1989)

等书从《中图法》第二版到第三版都无法归类。又

如心理医生、心理治疗, 在西方是很普遍的现象,

文献也很丰富。但《中图法》无论是“R　医药、卫

生”大类, 还是“B 84　心理学”类均无相应类。有

的单位只好把这类外文书籍放在“R 749　精神

病学”类下, 极不合适。类似的情况还有属于临终

关怀学方面的文献, 如《T erm inal care; friend2
sh ip con tracts w ith dying cancer pat ien ts》

(L om a Feigenberg)无法归类。

有的外国文献主题内容在《中图法》中虽

有相应的类, 却因类目限制太死, 缺乏开放

性, 也难以入类。如《W rit ing research papers

acro ss the cu rricu lum 》 ( Su san M.

H ubbuch ) , 这是一本指导大学生如何写论

文、科研报告等方面的教材,《中图法》高等教

育类下, 只有“G642. 477　毕业论文和毕业

设计”的类目, 范围极其狭小。

以上这些问题, 随着今后外国文献的大

量购置和利用,《中图法》必须要对类分外国

文献时暴露出的问题加以重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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