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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献分类学研究 50 年 (194921999)

摘　要　50 年来, 中国文献分类学研究取得的成绩表现在 10 个方面: 文献分类学基础理论; 文献

分类原理; 文献分类法; 文献分类工作和方法; 分类法与主题法的关系; 文献分类自动化; 国外文献

分类法; 文献分类历史; 文献分类学家; 文献分类发展趋向。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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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分类学, 又名图书分类学, 是研究文献分类

理论、方法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1 ]。建国 50

年来, 中国文献分类学研究发展很快, 特别是改革、

开放后的 20 年, 更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1949 年

以前, 只有少数学者研究文献分类法, 虽然有成绩,

但影响不很大。因此, 真正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指导, 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文献分类学的,

应该说是这 50 年。据统计, 50 年间, 发表论文 3000

余篇, 出版论著或教材近 100 部, 编辑文献分类法

130 多部, 翻译国外文献分类学著作 20 多部和国外

文献分类法 30 多部, 并涌现了一批研究文献分类学

的专家[2 ]。从研究方法上看, 出现了十大结合, 即:

(1)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2) 宏观研究与微

观研究相结合; (3) 单一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4)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5) 分析研究与综

合研究相结合; (6) 调查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

(7) 本体研究与交叉研究相结合; (8) 国内研究与国

外研究相结合; (9) 历史研究与预测研究相结合;

(10) 集体研究与个人研究相结合[3 ]。更为可喜的是,

从研究内容上了取得了 10 个方面的巨大成绩。

1　关于文献分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通过文献分类学的对象、内容、性质、任务和方

法的研究, 明确了中国文献分类学是一门既密切联

系中国实际, 总结文献分类经验, 继承祖国文献分类

遗产, 又学习、借鉴外国文献分类理论和方法的一门

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包括文献分类原理、文献分类工

具、文献分类历史、文献分类工作、文献分类方法和

文献分类应用 6 个方面, 从而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

论基础和学科地位[4 ]。代表性的论文如: 白国应的

《关于图书分类学若干问题的探讨》、《从图书分类学

到文献分类学》, 李严的《论我国图书分类学的几个

问题》, 刘延章的《文献分类学初探》、《关于文献分

类学的研究内容及其理论体系》。代表性的著作如:

白国应的《图书分类学》、史永元等的《图书分类

学》、周继良等的《图书分类学》、刘延章的《文献分

类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分类》编写组的

《图书分类》等。

2　关于文献分类原理的研究

这主要研究了 5 个问题。一是研究文献分类的

意义与作用, 如白国应的《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史

永元的《图书分类》, 指出图书分类是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根据图书所反映的内容性

质、形式体裁、立场观点和读者用途分门别类地系统

组织图书馆藏书的一种方法。其直接应用是编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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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录、分类排列藏书和进行分类统计。二是研究文

献分类的基本原则, 如韩承铎、李兴辉的《图书分类

法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初探》和张德芳的《论

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原则》等。三是研究文献分类

的特征, 如白国应的《论文献分类法的系统特征》、杨

谱春的《文献分类系统分析》和郭燕奎的《文献分类

系统思想》等。四是将分类法作为情报检索语言来研

究。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如张琪玉的《论情报检索语

言的研究、创制和普及》、戴维民的《论我国情报检

索语言研究道路》等。代表性著作如张琪玉的《情报

检索语言》、《情报语言学基础》和戴维民的《情报检

索语言综论》等。五是研究文献分类的基本规律和方

法, 如刘延章的《文献分类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方

法》以及《略论文献分类的基本规律》等。

3　关于文献分类法的研究

由于建国后, 我国迫切需要编制新的文献分类

法, 所以对文献分类法的编制、修订理论的方法特别

重视研究, 其中包括研究文献分类法的指导思想、编

制理论和文献分类法的功能、类型、结构、体系、技

术、方法以及修订的原则和方法等。代表性的论文如

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底理论体系》, 刘国钧的《关

于新中国图书分类法的一个基本问题》, 皮高品的

《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几个问题》, 李兴辉的《图书分类

法结构分析》, 白国应的《论图书分类法的总体设

计》、《〈科图法〉的修订原则和修订方法》, 张琪玉

的《体系分类法的准则和惯例》, 卢子博的《图书分

类法类目设置的基本原则》, 刘延章的《中国当代分

类法对外国分类法的借鉴和在借鉴中的得失》等。代

表性的著作如: 袁涌进的《图书分类法编制技术》、白

国应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原则

和编制方法》、陈树年等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的理论与使用》等。

在从事文献分类法理论研究的同时, 我国 50 年

来先后编制了 130 多部文献分类法[5 ], 著名的有《中

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小型图书馆图

书分类表草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武汉大学图书馆分类法》、《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草案》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其中, 《中

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曾于 1985 年荣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曾

于 1986 年荣获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情报成果二等

奖和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中国人民大

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曾于 1989 年荣获中国图书馆

学会颁发的优秀著作奖和中国人民大学颁发的科研

成果奖。这些都是中国文献分类学史上的光辉篇章。

为了进一步修订、充实和完善文献分类法, 我国

文献分类学者开展了对各种文献分类法的评论。从

发表的论文来看, 对《中图法》评论最多, 共 600 多

篇, 其次是《科图法》, 再次是《人大法》。代表性的

论文如: 皮高品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评介》、《评第二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

法〉》、《评第二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白国

应的《〈科图法〉的回顾和展望》、《〈中国图书馆图

书分类法〉的成就、问题、教训与展望》、《〈中国人

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历史、功绩、问题与展

望》, 陈晓华的《评〈中图法〉第三版》, 卢子博的

《〈中图法〉第三版评点综述》以及汪东波的《〈中

图法〉第三版存在的问题及对第四版的建议》等。在

此基础上,《人大法》修订了 5 次, 出版 6 次;《科图

法》修订 2 次, 出版 3 次;《中图法》修订了 3 次, 出

版 4 次。

4　关于文献分类工作和方法的研究

这主要是研究文献分类工作的地位、作用、组

织、管理和类分文献的一般原则以及各种主题、各种

类型和各门学科文献的类分原则和标引方法。代表性

的论文如: 刘湘生的《关于文献标引的方法与步骤》、

刘延章的《文献分类工作质量保障体系》、张展舒的

《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高传章的《谈谈图书分类的

确切性和一致性》、俞君立的《图书分类中常见错误类

型分析》、白国应的《关于自然科学图书资料的分类体

系和分类方法》等。代表性的著作如: 刘国钧的《图

书怎样分类》、陈晓华的《图书分类例说》、郑伦的

《图书分类析疑》、陈树年的《〈中图法〉使用疑难问

题解答》、俞君立的《图书分类中复分方法及其疑难解

释》、关家麟等的《科技文献分类工作手册》、侯汉清

等的《图书馆分类工作手册》、李兴辉等的《新科学文

献分类手册》、陆宗城的《新主题文献分类指南》、中

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图书馆

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第三版使用手

册》以及刘湘生主编的《文献分类岗位培训教程》等。

这些论文和著作对提高我国分类工作的质量和分类

人员的水平,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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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分类法与主题法关系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早期

主要是进行比较研究。关于两者相同之点, 大家认为

分类法与主题法都是从文献内容角度标识和查找文

献的检索方法。关于两者相异之点, 大家认为在揭示

事物的角度、体系结构、标记符号、组织方式和主要

功能上都有不同之处。如果从利弊上进行比较, 分类

法的长处是系统性 (或称族性)、间接性 (或称人为

性) 和严密性。系统性是其主要特征。主题法的长处

是专指性 (或称特性)、直接性和灵活性。专指性是

其主要特征。因此, 分类法的长处, 正是主题法的短

处; 主题法的优点, 正是分类法的不足。所以大家认

为两者都是很好的检索语言, 不能偏废。代表性的论

文如: 刘国钧的《分类、标题和目录》、《分类法与标

题法在检索工作中的作用——在检索方法座谈会的

发言》, 丘峰的《主题法与分类法》, 白国应的《论分

类法与主题法的关系》, 张燕飞的《试述分类法与主

题法的异同》等。

后期则是进行分类主题一体化的研究。大家认

为, 从发展来看, 检索语言的分类主题一体化是一个

总趋势。其涵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检索语言的

一体化, 二是检索工具的一体化。并从事实验研究,

结果认为是可行的。所以到 80 年代后, 大家纷纷编

制分类主题一体化的工具。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如:

侯汉清的《论分类法和主题法的一体化》、杨丹的

《分类主题一体化设想》、邓顺国的《分类法主题法一

体化问题的探讨及〈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类目与

〈汉语主题词表〉主题词对应试验》、封庆阳的《试论

分类主题一体化的现实道路——关于〈中图法〉的类

目与〈汉语主题词表〉的叙词对应规范问题的探讨》、

刘湘生的《分类主题一体化是我国检索语言的发展

方向》、吕其苏的《分类主题一体化是检索语言发展

的必然趋势》、戴维民的《我国分类主题一体化研究

进展》等。这方面的代表性工具, 一是中国图书馆图

书分类法编委会编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实现了

《中图法》与《汉语主题词表》的对应。二是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编的《社会科学检索词表》,

它由分面分类法和字顺叙词表等五部分组成, 成为

我国第一部分类主题一体化的检索语言。

6　关于文献分类自动化的研究

文献分类自动化研究, 在我国起步较晚, 一直到

70 年代末期才开始。

首先, 有一批学者从事这方面研究, 而且取得了

一批成果。例如: 贺广明的《分类语言在机检系统中

的使用》, 谢汉斌的《论机读版分类法》, 侯汉清、黄

刚的《电子计算机与文献分类》, 马张华的《计算机

分类检索》等。

其次, 有一些图书情报部门研制了文献分类法

数据库或在文献检索系统中输入了分类号码。例如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研制了《科图法》数据

库; 北京图书馆建立了《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数据库,

发行了《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机读版等。

再次, 是山西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联合建设了

《计算机文献标引对照系统》。这是一个集数据收集、

处理、加工, 数据检索服务, 机读分类表编辑与管理,

生产文献信息对应标引产品的多功能一体化的系

统, 是一种计算机辅助分类主题兼容互换和标引的

工具。它集中了《中图法》第 3 版、《科图法》第 3

版、《人大法》第 6 版的全部分类号码、类目名称、类

目注释和各种分类法的仿分表、专类细分表、各种复

分表的标记符号等, 并收集了《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的全部内容。这个系统的主要功能有: (1) 可通过标

引数据的对应和转换同时完成《中图法》、《科图法》、

《人大法》几种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 降低标引难度,

提高标引质量, 节省人力、财力和物力; (2) 为使用

不同分类法的单位, 提供各种分类法与主题词的标

准化对照系统; (3) 便于分类检索和主题检索以及由

分类号、主题词、类目名称组成混合检索, 实现分类

检索和主题检索的互补, 提高查全率和查准率; (4)

为信息网络化打下检索语言互换的基础, 为联机检

索提供方便, 为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创造条件。

7　关于国外文献分类法的研究

为了研究国外文献分类法, 我国文献分类学者

50 年来大量翻译了国外文献分类法和国外文献分

类学著作[6 ]。著名的分类法有:《杜威十进分类法》、

《国际十进分类法》、《苏联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国

际专利分类表》、《国际物理学分类表》、《概略分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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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苏联大众图书馆十进分类法》等。著名的著作

有前苏联安巴祖勉著的《图书分类目录编制法》(刘

国钧译)、英国布坎南著的《图书馆分类理论》(于鸣

镝、冯频译)、日本宫坂逸郎等著的《图书资料的分

类》(宋益民译)、印度塞克德瓦著的《冒号分类法理

论与实践》(吴人珊译)、前苏联沙穆林著的《图书分

类法史略》 (何善祥、郑盛畴译) 等。

在国外文献分类法研究中, 有系统、综合研究

的, 如刘国钧的《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关

懿娴的《现代西洋分类法的回顾与展望》、皮高品的

《图书分类法评论集》、王渝的《西方分类法的发展趋

势》、宋明亮的《国外分类法引进的回顾与前瞻》、张

宇宏等的《近五年国外主要分类法研究述评》等。也

有专门研究某部文献分类法的, 如研究《杜威十进分

类法》的有: 白国应的《历史的丰碑——纪念〈杜威

十进分类法〉》出版 120 周年》、《杜威十进分类法在

我国的传播——纪念〈杜威十进分类法〉出版 120 周

年》、《杜威十进分类法对我国图书分类法的影响

——纪念〈杜威十进分类法〉出版 120 周年》, 曾锡

年的《略论〈杜威十进分类法〉120 年来的发展》、

《试论〈杜威十进分类法〉的编辑原则及其变革》, 高

再其的《DDC 获得成功的因素论》、《DDC 十九版略

谈》、《DDC19 版的索引研究》等。研究《国际十进

分类法》的有: 皮高品的《国际十进分类法评介》, 林

德海的《UDC: 历史、现状及发展前景》、周慧的

《试评〈国际十进分类法〉》, 丁珂的《文献工作中的

国际十进分类法〉、侯汉清、肖自力的《〈国际十进

分类法〉新评》等。研究《苏联图书馆书目分类法》

的有: 皮高品的《评三十卷本苏联图书分类法》、李

景正的《ББК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等。研究冒号分类

法的有: 蒋万民的《分面分类法简介》, 张欣毅的

《分面分析与分面分类法概说》, 叶千军的《分面分析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和《阮冈纳赞理论及其应用研

究》, 宋克强、许培基的《冒号分类法解说及类表》等。

更有意义的是一些学者从事中外文献分类法的

比较研究, 如张燕飞的《中外现代主要图书分类法之

比较》、刘延章的《中国当代分类法对外国分类法的

借鉴和在借鉴中的得失》等。中国近代与当代文献分

类法是在借鉴国外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

的。例如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 如分面组配、半分面、

自动化分类、分面叙词法等都是近年从国外引进的。

所以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对于形成和发展具有

中国特色的文献分类法, 是大有裨益的。

8　关于文献分类历史的研究

文献分类历史源远流长, 无论在中国, 或者在外

国, 文献分类的遗产都是丰富的。50 年来, 我国学

者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研究。有全面系统研究世界文

献分类历史的, 如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史略》、白

国应的《世界图书分类学大事记》, 周亚男的《中外

图书分类法演进简史》等。有专门研究中国文献分类

历史的, 如尹恺德、宋传山的《中国图书分类学史》,

程磊的《中国图书分类历史的四个发展阶段》, 傅荣

贤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基本特征》, 刘延章的

《中国近现代文献分类学研究之轨迹》、《分类法运动

在中国》, 白国应的《论 20 世纪的中国文献分类学》、

《中国图书分类学四十年》和《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

献分类学》等。有专门研究外国文献分类历史的, 如

戴维民的《国外图书分类法与分类理论述要》、李景

正的《苏联图书分类历史概述》。在这些论著中, 有

一些共同特点: (1) 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有批

判有继承地加以总结研究; (2) 注意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方针; (3)

认真搜集资料, 注重事实, 去粗求精, 去伪存真;

(4) 观点明确, 论理清楚, 尽量提高到理性上去认识,

探究一些客观规律。因此总的说来, 关于文献分类历

史的研究是有成绩的。

9　关于文献分类学家的研究

古今中外, 都有一批文献分类学家勤勤恳恳、兢

兢业业从事文献分类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他们对发

展文献分类学和对图书情报事业都作出一定的贡

献。他们的思想、精神和学术都很值得后人继承和发

展。50 年来, 我国学者对文献分类学家的生平活动

和杰出贡献都进行了不少研究。据初步统计, 被研究

的中国文献分类学家有: 孔子、刘向、刘歆、王俭、

郑樵、祁承　、康有为、梁启超、章学诚、沈祖荣、

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钱亚新等。被研究的外国

文献分类学家有: 盖士纳、杜威、克特、布朗、奥特

勒、布利斯、阮冈纳赞、维克利、托罗帕夫斯基、沙

穆林等。代表性论文有: 李严的《图书分类理论家

——郑樵》, 钱亚新的《祁承　——我国图书馆学先

驱者》, 李建中的《梁启超——近代图书分类法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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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者》, 白国应的《刘国钧先生在图书分类学上的卓

越贡献》、《杜定友的生平活动和杰出贡献》、《杜威的

精神代代传——纪念杜威诞辰 145 年和逝世 65

年》, 叶千军的《图书馆的爱因斯坦——纪念阮冈纳

赞 (1892～ 1972) 诞辰 100 周年》, 侯汉清等的《阮

冈纳赞分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纪念阮冈

纳赞诞生 100 周年》。通过这些论文, 既是为了纪念

这些大师在文献分类学领域作出的杰出成就, 同时

也可追溯他们分类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及所产生的深

刻影响。

10　关于文献分类发展趋向的研究

这是近 20 年来研究的热门课题, 我国文献分类

学者纷纷从各个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代表性论文

有: 刘国钧《论西方图书分类法当前发展的趋势》, 侯

汉清《分类法的发展趋势简论》, 关家麟《现代科学

发展与文献分类展望》, 白国应《中国文献分类学研

究的方向、重点及热点》、《中国检索语言发展的方

向》, 张琪玉《世纪之交中国情报检索语言学发展之

路》、《探索 21 世纪的情报检索语言》, 戴维民《论我

国情报检索语言研究道路》、《知识的结构与图书分

类法的未来》, 许培基《西方图书分类法近年来的发

展及其趋势》, 吴维民《面向未来世纪的图书分类法

——论当代图书分类法的重大变革》, 宋克强《分类

法的变革》, 胡承仁《体系分类法的问题及其发展趋

势》, 白凌《试论传统分类法的现状及发展》, 彭在曦

《论我国情报检索语言的发展趋势》, 卢维瑞《论我国

分类检索语言现状与发展路向》, 等等 [7 ]。经过不断

地探讨, 观点渐趋一致, 大家认为文献分类的发展呈

现了分面组配化、分类主题一体化、自动化和标准化

的趋向。所谓分面组配化, 即表现在文献分类法由传

统的等级列举式向分面组配式发展, 或者是等级列

举式和分面组配式相结合; 所谓分类主题一体化, 即

分类法向着和主题法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或者是分

类法和主题法相结合。也就是说, 分类语言和叙词语

言在概念系统、参照系统、标识系统、索引系统等方

面实现兼容,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词表融合为一个统

一体。所谓文献分类自动化, 是指分类检索、分类标

引、分类表编制及管理趋向于自动化或计算机化。所

谓文献分类标准化, 即文献分类法的编制和使用趋

向于标准化、规范化, 趋向于建立分类的国际交换语

言[8 ]。

我国的文献分类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从世界角度看, 我国文献分类理论落后的面貌并

未根本改变; 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角度看, 中国文献

分类法还需要认真改造; 从未来 21 世纪角度看, 中

国分类检索语言如何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网

络化、社会化、国际化、整体化的需求, 还有待继续

探索;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 中国文献分类技术的自动

化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我国文献分类学者还应继

续努力, 迅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开创中国文献分类

学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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