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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献分类法
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及其历史经验 3

摘　要　20 世纪上半叶 ,我国学者积极引进与研究外国文献分类法及其理论 ,编制了一批中西

合璧的文献分类法 ,初步建立了我国现代文献分类理论与方法体系。经验告诉人们 :中国文献

分类法的发展必须面向世界 ,积极引进 ,合理借鉴 ,善于继承 ,勇于创新 ;必须有一批爱国敬业、

学贯中外、务实创新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表 5。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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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i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library scholars began to introduce

and study foreign library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nd related theories ,compiled some Chinese classifica2

tion systems , and thus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modern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2

cations.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summarize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proposes some recommenda2

tions. 5 tabs. 10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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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文献分类法发展历程中 ,20 世纪上半叶特别是

1910～1937 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我国学者

积极引进与研究外国文献分类法及其理论 ,编制了一批中

西合璧的文献分类法 ,初步建立了我国现代文献分类理论

与方法体系。从总体上看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文献分类法

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引进与继承、融合与创新的过程。全面

总结这一时期我国文献分类法的理论研究与编制实践 ,对

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文献分类法发展史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

历程 ,促进当代我国文献分类法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据李钟履编的《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统计 ,20 世纪上半

叶我国发表文献分类论文 (含译文) 229 篇。据笔者所知 ,还

有 7 篇论文未收入该索引。另外 ,这一时期我国出版文献分

类专著 (含译著) 10 余部 ,相关著作 10 部 ,编制文献分类法

约 90 部 ,著者号码表约 15 部。笔者搜集并研读了上述论著

总数的 92 % ,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此文。

2 　外国文献分类法及其理论的引进与研究

211 　外国文献分类法及其理论的引进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引进的外国文献分类法主要有 23

种 ,见表 1 ;引进的外国文献分类重要论著 22 篇(部) ,见表 2。
表 1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引进的主要外国文献分类法

文献分类法名称 首次引进者及其文献 引进的主要内容

杜威十进分类法 (DDC) 孙毓修. 图书馆 ,1910 DDC大类及总论、哲学、宗教类解说

帝国图书馆分类法 谢荫昌. 图书馆教育 ,1910 该法的沿革与基本类目表

日比谷图书馆分类法 谢荫昌. 图书馆教育 ,1910 该法基本大类及其解说

克特展开制分类法 ( EC) 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 图书馆小识 ,1917 EC类表与标记制度

山口图书馆分类法 郑韫三. 图书馆管理法 ,1920 该法 10 大类类表

大阪图书馆分类法 郑韫三. 图书馆管理法 ,1920 该法 10 大类类表

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LCC) 戴志骞. 图书馆分类法 ,1923 LCC大类类目及其评价

哈里斯图书分类法 戴志骞. 图书馆分类法 ,1923 该法三大部及基本类目

布鲁涅图书馆分类法 戴志骞. 图书馆分类法 ,1923 该法五大部及二级类目

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99BTQ004)研究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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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献分类法名称 首次引进者及其文献 引进的主要内容

布朗主题分类法 (SC) 戴志骞. 图书馆分类法 ,1923 介绍 SC的前身奎恩布朗分类法

国际十进分类法 (UDC) 朱家治. 杜威及其十进分类法 ,1926
UDC初版布鲁塞尔分类法的编制特点以及

与 DDC的联系

史密斯新记忆分类法 杨昭 . 图书馆学 ,1933 该法类目的标记方法

太田为三郎分类法 杨昭 . 图书馆学 ,1933 该法的沿革与标记制度

涅夫斯基新分类表 张慕骞. 苏俄之图书馆与分类法 ,1933 该法人文科学部的体系结构

霍恩分类法 刘子钦. 分类之理论与实际 ,1934 该法 6 大类及其基本类目表

布利斯分类法 刘子钦. 分类之理论与实际 ,1934 该法的 1910 年简表

Princeton 大学图书分类法 刘子钦. 分类之理论与实际 ,1934 该法基本类目表

施瓦茨记忆分类法 戴镏龄. 西洋分类法沿革略说 ,1934 该法 25 大类类表与标记法

盖士纳分类法 程伯群. 比较图书馆学 ,1935 该法 21 大类类表

爱德华兹分类法 程伯群. 比较图书馆学 ,1935 该法 6 大部与类目表及使用法

英国博物馆图书分类法 程伯群. 比较图书馆学 ,1935 该法 10 大类及基本类目表

冒号分类法 (CC)
胡延钧. 介绍蓝氏双点 ( :) 分类法. 蓝氏双点分

类法各类之说明 ,1936

CC的类表结构、组配原则、复分表、书次号码

及分类规则

日本十进分类法 (NDC) 金天游. 图书之分类 ,1936 NDC百类表

表 2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引进的外国文献分类论著

原著及其著者 首次引进者及其文献 引进的主要内容

图书分类原理第 2 章. (英)克莱顿 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 图书馆小识 ,1917 图书分类法编制原理与编制标准

图书分类. (美) E. C. 理查森 沈丹妮. 图书分类原理 ,1926 图书分类功能与分类表编制方法

分类手册第 20 章. (英) W. C. B. 塞耶斯 章新民. 图书分类规则 ,1928 杜威、布朗、克特提出的分类规则

分类手册 ,第 1～3 章. (英) W. C. B. 塞耶

斯

章新民. 图书分类的理论 , 1929 , 1930 ,

1935
图书分类的性质与分类法编制原理

图书分类导论. (英) W. C. B. 塞耶斯 金敏甫. 图书分类条例 ,1931 图书分类的 10 条规则

布鲁塞尔分类法. (美) E. 马塞尔 钱亚新. 布鲁塞尔分类法 ,1929 UDC初版的编制依据与辅助符号

图书馆学指南 ,第 15 与 16 章. (英)布朗 吕绍虞. 图书分类概述 ,1934 DDC、UDC、EC、LCC、SC的特点

图书馆学指南 ,第 17 章. (英)布朗 吕绍虞. 图书分类之应用 ,1934 分类排架方法

图书分类与编目. (英)布朗 吕绍虞. 图书之分类与编目 ,1934 知识分类与图书分类的联系

图书分类法. (日)村岛靖雄 毛春翔. 图书分类法 ,1934 分类法史 ,对国内外分类法的评价

图书分类的困境. (美) A. 约翰 何多源. 图书分类之两难 ,1934 图书分类的思维方法

图书馆利用指南. (美) M. 哈钦斯等 喻有信. 图书馆使用法的指导 ,1934
该译著中第二章介绍 DDC、EC、LCC 的特点

及有关术语

图书馆内的知识组织 ,第 3 章. (美) H. E.

布利斯
喻有信. 论图书分类法标记 ,1934 标记符号的性能与要求

图书馆内的知识组织 ,第 10 章 喻有信. 评杜威分类法 ,1935 对 DDC的评论

图书馆内的知识组织 ,第 11 章 喻有信. 评克特氏展开分类法 ,1935 对 EC第 7 表的评论

图书馆内的知识组织 ,第 12 章 喻有信. 评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1936 评论 LCC的类目设置与标记符号

图书馆内的知识组织 ,第 279～298 页
林斯德. 欧洲的三种图书分类法之批评 ,

1935

评论 SC、哈莱大学图书馆分类法、世界科学

图籍目录分类法

图书分类指南 , (美) W. S. 梅里尔 张鸿书. 图书分类指南 ,1935 图书分类原则与分类规则

克特 - 桑泊恩著者号码表解说. K. E. 琼斯 余敬禹. 克特桑本著者号码表解说 ,1936 该表的编制过程与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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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原著及其著者 首次引进者及其文献 引进的主要内容

图书分类法. (美) G. O. 凯莉 钱亚新. 图书分类法 ,1942 图书分类性能 ,类名目录原理与方法

儿童图书馆. (英) W. C. B. 塞耶斯
聂锡恩. 由分类法说到儿童图书的分

类 ,1947

简易十进分类法 (儿童图书馆用) 及其

编制法

颜色带或颜色与位置序列法. (美) 陶

乃

李继先. 颜色带或颜色与位置序列

法 ,1930

颜色与位置列法的原理、方法及应用

212 　我国对外国文献分类法的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研究的外国分类法主要有《杜

威十进分类法》(DDC) ,《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LCC) ,

《展开制分类法》( EC) ,《主题分类法》( SC) 等。研究最多的

是 DDC。

(1)自 1910 年孙毓修引进 DDC 至 1949 年 ,我国研究

DDC的论著约有 30 余篇 (部) ,其中代表作是朱家治的《杜

威及其十进分类法》(1926) [1 ]。该文阐述了DDC 的渊源、各

版的特点及对各国分类法的影响 ,论述了 DDC 类表与标记

制度的基本原理 ,对 DDC 能否适用于中国提出见解。

(2)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研究 LCC 的论著约有 20 余篇

(部) ,其中代表作是严文郁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其分类

法》(1929) [2 ]。该文介绍了 LCC 与 EC 的关系 ,重点论述了

LCC 的编制技术、类表结构、标记符号、复分表、相关索引的

特点 ,评述了 LCC 的列类方式。

(3)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研究 EC 的论著约有 10 余篇

(部) , 其中代表作是洪有丰的《克特及其展开分类法》

(1926) [3 ]。该文阐述了 EC 第 1 式与第 6 式的类目体系 ,论

述了类表中传记类的编制特点与 EC 的标记制度 ,并分析了

EC 与 DDC、LCC 的异同。

(4)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研究 SC 的论著约有 10 余篇

(部) , 其中代表作是吴立邦的《布朗及其学科分类法》

(1931) [4 ]。该文分析了 SC 按“物质”-“生命”-“心灵”-

“记载”这一次序来确定大类次序的理论根据 ,阐述了 SC 的

主类表、标记方法、范畴表、索引的特点 ,并比较了 SC、DDC、

EC 三者的标记符号与复分方法。

3 　我国文献分类法的编制实践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编制的综合性分类法、专业性分类

法、儿童图书馆分类法约有 90 种。详见表 3、表 4、表 5。

表 3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编制的综合性文献分类法

名称 编者 年代

《古越藏书楼书目》分类体系 徐树兰 1904

新书分类法 孙毓修 1910

中国书目十类法 沈祖荣 1917

续表

名称 编者 年代

《南洋中学藏书目》分类体系 陈乃乾 1919

仿杜威书目十类法 沈祖荣、

胡庆生
1922

图书分类法 洪有丰 1924

杜威书目十类法补编 查修 1924

世界图书分类法 杜定友 1925

中文书籍分类法 查修 1925

杜威书目十类法 桂质柏 1925

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 陈天鸿 1926

南开大学中文书籍目录分类法 王文山 1926

S. T. T. 图书分类法 应修人 1926

图书分类表
劳动大学

图书馆
1927

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王云五 1928

文件分类法 中山大学 1928

中国图书分类法 刘国钧 1929

中央大学区立苏州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陈子彝 1929

东北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纲要 徐庭达 1929

中文普通线装书分类表 刘国钧 1929

福建教育厅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姚大霖 1929

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分类简表
苏州图

书馆
1930

图书分类表
大夏大学

图书馆
1930

颜色位置序列法 钱亚新 1930

民众图书分类法 徐旭 1930

中文图书分类简表 南京民众

教育馆
1930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档案分类法

上海交通

大学图

书馆

1930

民众阅书处图书分类法
蒋希益、

袁世忠
1931

类名记首分类法 殷公鼎 1931

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 施廷镛 1931

中日文图书分类法 燕京大学

图书馆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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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编者 年代

厦门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厦门大学

图书馆

1932

民众图书分类法 邵晓堡 1932

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周立慈 1932

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余和笙 1932

民众教育文籍分类总表 盛盈川 1933

哈佛大学燕京大学中文图书分类法 裘开明 1933

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 皮高品 1934

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 何日章、

袁 进

1934

安徽省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陈东原 1934

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朱英 1934

仙舟合作图书馆分类法 程君清 1934

民众教育图书分类法 王中一 1935

中日文图书分类表 桂质柏 1935

杜氏图书分类法 杜定友 1935

中文图书十部分类法 宋孔显 1935

中文图书分类简表
国立中央

图书馆
1935

普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林凤春 1935

《 (生活)全国总书目》分类体系 平心 1935

浙江省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 金天游 1936

图书联合分类法 程伯群 1936

四部分类号码表 张英敏 1936

集美学校图书分类法 集美学校

图书馆

1936

培德中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培德中学

图书馆

1937

档案分类表 何鲁成 1938

广东国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蔡光聆 1947

教育部档案分类法
教育部

掌卷股
1947

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法 杜定友 1948

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东北图

书馆

1948

　　此外 ,还有云南图书馆、江西省立图书馆、广西图书馆、

河南图书馆、无锡图书馆、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江苏天上

市图书馆等自编的图书分类法。

约 90 种分类法中最有影响者是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

类法》、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

类法及索引》。

表 4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编制的专业分类法

名称 编者 年代

革命文库分类法 钱亚新 1929

增修 DDC莎士比亚文学类目表 陈普炎 1931

中国戏曲分类法 傅惜华 1932

法学图书分类法 童世纲 1932

佛教典籍分类法 陈鸿飞 1932

书报材料分类表 中央银行

秘书处
1933

法律图书分类表 姚俊德 1934

浙江教育图书分类法 忘年老人 1934

中国哲学分类表 汪应文 1934

中国营造学社特藏图书分类表 乃文 1936

中国语言文字学分类表 皮高品 1945

《中国图书分类法》宗教部佛教类分类

详表
袁 进 1946

空军军用图书分类法草案 空军总

司令部
1947

表 5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编制的儿童图书馆分类法

名称 编者 年代

儿童读物分类表 王人路 1929

小学图书馆分类法 (大纲) 蒋镜寰 1929

儿童图书分类表 曾宪文 1929

儿童图书分类表 陈东原 1930

儿童图书分类简表 辽宁省立图书馆 1930

儿童图书分类法 渊泉 1931

儿童图书分类法 邵晓堡 1932

儿童书目分类表 朱键生等 1933

儿童图书分类法 陈独醒 1933

儿童图书分类法 吴谨心 1934

儿童读物分类法 方承谟 1934

4 　文献分类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研究文献分类理论与方法的论文有

180 余篇 ,有关著作 10 余部。

411 　关于文献分类基本理论的研究

研究内容有 4 个方面。一是关于图书分类定义与分类

标准。刘国钧、杜定友对此作过较深入研究。二是关于图

书分类与学术分类的关系。戴镏龄、刘子钦、李景新对此作

了较深刻论述[5 ,6 ]。三是关于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原则。戴

志骞、刘子钦、邢云林对此提出了精辟见解 [7～9 ]。1929 年 1

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还确定了编制标准分类法

的 4 项原则 :“中西分类一致 ;以创造为原则 ;分类标记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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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易记、易识、易明 ;须合中国图书情形”[10 ]。四是关于中

国图书分类法史。杜定友、刘国钧、查修、蒋复璁、容肇祖、

李蓉盛、傅振伦、汪应文、陈鸿飞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

了我国历代书目分类体系与四库分类法。蒋元卿的《中国

图书分类之沿革》(1937) 一书可谓集我国图书分类法史研

究之大成。一些学者还就图书分类“并行制”与“统一制”、

编制统一标准图书分类法、“经部分合”、“语言类与文学类

分合”等问题进行了学术论争。

412 　关于文献分类方法的研究

我国学者汲取西方图书分类方法的精华 ,结合中国图

书分类的实际 ,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图书分类方法和规则。

刘国钧、钱亚新、刘子钦、李景新全面地阐述了图书一般分

类规则。昌少骞、舒纪维、童世纲分别研究了丛书、儿童读

物、法律类图书的分类方法。

5 　书次号码的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研究书次号码的论著约 30 余篇

(部) 。

511 　关于书次号码的理论研究

对书次号码研究得最为深入的是钱亚新、王树伟两人。

钱亚新在其专著《拼音著者号码编制法》(1928) 中阐述了著

者号码的涵义与功用 ,评述了国内外 10 余种著者号码表 ,提

出了编制中国著者号码表的 4 条原则。王树伟的《中文著者

号码编制法的探讨》(1936)一文 ,论述了以著者号码作为书

次号的理由 ,提出了书次号码的首要意义“在 (于) 补助分类

之不足”这一新颖的观点。

512 　关于著者号码表的编制实践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编制的有一定影响的著者号码

表约 15 种。其中 ,沈祖荣的《部首笔画著者号码表》(1917)

开我国著者号码表编制之先河。最有影响、使用较多的是

杜定友的《杜氏著者号码表》(1925) 、王云五的《中外著者统

一排列法》(1928) 、钱亚新的《拼音著者号码表》(1928) 、陈

子彝的《著者姓氏检查表》(1929) 和张英敏的《中日著者号

码表》(1933) 。

6 　历史经验与启示

20 世纪上半叶 ,在我国文献分类法理论与实践发展的

历程中 ,有许多宝贵经验 ,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思考。

第一 ,中国文献分类法的发展必须面向世界 ,积极引

进 ,合理借鉴 ,善于继承 ,勇于创新。它体现在 3 个方面 :一

是注重及时引进国际文献分类研究领域里的重大成果。引

进的分类法大多是国际上影响深远或别开生面的分类法 ,

引进的文献分类论著均为著名图书馆学家如布朗、布利斯、

塞耶斯的代表作或后起之秀如凯莉的成名作。二是对外国

文献分类理论与分类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分析与研

究。三是以实际需要为出发点 ,继承我国历代书目分类体

系与四库分类法的合理内容 ,将它们有机地融合到现代图

书分类体系中 ,使编制的分类法在借鉴与继承的基础上有

所创新 ,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

第二 ,中国文献分类法及其理论要发展 ,必须有一批爱

国敬业、学贯中外、务实创新的高素质专门人才。20 世纪上

半叶我国文献分类研究者中有的是留学归来的学者 ,有的

是文华图专等教育机构培养的专业人才 ,还有的是在图书

馆和教育部门长期从事实际工作与教学、科研的专家。他

们在求索历程中有以下共同特点 :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怀、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奉献精神 ;具有通今博古、学贯中外的知

识结构和务实、创新精神。他们重视营造良好的学术论争

氛围 ,注重学术交流。他们各自的知识背景不一样 ,研究问

题的角度也不同。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观点 ,形成了不同

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学派。如就对四库分类法的改革程度

而言 ,形成了“旧派”、“改革派”、“折衷派”;就对 DDC 的应用

与改造而言 ,有“采杜”、“仿杜”、“增补杜”、“增改杜”等派

别。这期间关于文献分类研究中的中西之别、古今之论、新

旧之争 ,形成了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的局面。这种学术论

争 ,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当前我国分类法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尚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是 :对外国文献分类领域里的重大成

果引进、分析与研究不够 ;在分类法编制理论与技术方法方

面 ,借鉴较多 ,但创新较少 ;作为促进分类法及其理论发展

的一种动力———学术论争开展得不够 ;缺乏一批既有深厚

的科学文化功底、学贯中外 ,又年青有为的研究人员。借鉴

历史经验 ,明确存在问题 ,制定发展目标 ,采取切实措施 ,这

是应该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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