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編訂緣起

《中文主題詞表》編訂目的，就是要接續《中

文圖書標題表》，做為我國圖書館辦理中文館藏資

源主題分析時的重要作業規範。

國家圖書館（民國 8 5年以前，原名：國立中

央圖館，以下簡稱本館）王振鵠館長於 6 9年與中

國圖書館學會（現易名：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

作組織「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委員會」，研訂圖

書館自動化作業計畫，計畫內容為：中文圖書資料

自動化作業、西文圖書資料自動化作業、圖書館管

理系統之引進建立與全國資訊網之規劃等四部分，

計畫經教育部核定並補助經費。在中文圖書資料自

動化作業子計畫中的「研訂中文圖書資料機讀編目

格式」項目下包括了「中文標題總目之研訂」。

（註 1）因而成立的「中文圖書標題總目編訂小

組」，由劉崇仁先生任召集人，成員有藍乾章、林

愛芳、黃淵泉、李莉茜、梁津南等（註 2），以中

文圖書出版品為對象，依據《中國圖書分類法（試

用本）》的類目擬訂，自 7 0年6月至7 2年6月，共

完成 2 7類（註 3），於 7 3年3月編印出版《中文圖

書標題總目初稿》，並於 7 4年起開始使用該表以編

製標題目錄。

民國 7 6年本館研擬了「研訂中文主題詞語表

計畫書」，著手編訂中文的主題詞語表，並大抵完

成圖書館與資訊科學類的初稿，可惜日後未能持續

辦理。（註 4）7 7年國立臺灣大學胡述兆教授雖曾

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研擬進行「中文標題

總目計畫」，唯基於人力、物力，一直存在著若干

瓶頸，致使計畫未能付諸實現。（註5）

民國8 1年5月，曾濟群博士繼任本館第八任館

長，編目組同人有鑑於新學科與新事物的不斷湧

現，1 0月起著手進行標題表的修訂，歷時 7個月。

彙編工作由黃淵泉編纂總其事，除了參酌賴永祥先

生《中國圖書分類法》七版的類目，以新增標題

外，也提出「中性」標題詞，增列賴永祥先生《中

國圖書分類法》七版的類號、序論（序、編例、使

用說明）、分類索引等，於 8 2年4月本館 6 0周年館

慶時正式出版，並改題名為《中文圖書標題表》。

（註 6）出版後隨即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共

同舉辦「主題標目研討會」，推廣至各級圖書館的

編目館員。本館編目組及國際標準書後中心出版品

預行編目同人，在日常作業中持續召開標題增訂討

論會，二年中累積增訂、修訂、訂正標題 3百餘

則，在初版存書告罄下，於 8 4年再刊行修訂版，

供各界使用。（註7）

民國8 7年4月，莊芳榮博士繼任本館第九任館

長， 11月2 6日召開「本館主題分析諮詢委員會會

議」，邀請專家學者針對本館分類表、標題表、關

鍵詞庫等提出修訂及維護建議，會中議決優先成立

「中文標題表建置小組」，隨即邀請國內專精於主題

分析的學者專家，擬訂詞表編訂計劃。 8 8年7月1

日召開「本館主題分析諮詢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會中對「中文圖書標題表修訂計畫初稿」進行討

論，並將詞表名稱暫訂為《中文主題詞表》。 8月

2 7日簽奉核准「8 9年度中文主題詞表編訂計畫」，

1 0月1 4日奉核正式組成「中文主題詞表編訂小組」

（以下簡稱「國圖詞表編訂小組」），並於1 0月2 5日

召開第一次會議。從此展開長達 6年的詞表編訂工

作。

本文擬就編訂過程中的進展情形，區分為先

導探索、協力合作、測試精進、各類齊備與通盤檢

覈等五個階段，分別敘述其編訂歷程與回顧重點工

作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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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導探索階段
（民國8 8年1 0月至9 0年3月）

（一）起迄時間

此一階段自民國 8 8年 1 0月至 9 0年 3月，計 1

年5個月。計畫由本館研究組負責籌劃辦理，計畫

之初由黃淵泉任研究組主任， 8 9年9月1 9日黃主

任榮退，由國際書號中心李莉茜主任兼代組務，賡

續進行。計畫經費由本館自籌新台幣 1 6 0萬元辦

理。

（二）參與成員

編訂計畫由莊芳榮館長擔任計畫主持人，輔

仁大學鄭�雄教授及本館研究組黃淵泉主任擔任協

同主持人，館外委員有：胡歐蘭館長、盧秀菊教

授、陳昭珍教授、吳冕璃教授、曾元顯教授、梁津

南主任等 6人，館內委員有：李莉茜主任、江�瑛

編輯、李瑞音編輯、林淑芬編輯、鄭玉玲編輯、陳

友民組員等 6人。而由研究組林淑芬編輯擔任計畫

執行承辦人、專案助理為李寶珠小姐。此後館內委

員又先後加入黃莉玲編輯、錢月蓮助理編輯、俞小

明主任等委員。 8 9年4月李寶珠小姐離職， 6月起

改由賴珍蘭小姐任專案助理。

（三）經過與成果

民國 8 8年召開會議 1次， 8 9年2 3次， 9 0年 5

次，共計召開29次會議。

民國8 9年3月起，進行教育類詞目選詞工作。

5月間，邀請旅美圖書資訊學家麥麟屏教授進行專

題演講，同時針對「中文主題詞表」修訂問題進行

討論。 1 0月起，除陸續修訂教育類詞目外，亦討

論心理學詞目。整個年度間，小組成員積極進行詞

目之編訂。小組成員考量所訂詞目對日後館藏文獻

主題分析的影響甚大，均以精挑細選、小心求證的

態度，過濾每一筆詞目。在執行進度上雖然緩慢，

卻獲益頗豐。

本階段所進行的編訂計畫其主要內容與成果

為：（註8）

1. 詞表編訂原則與架構

（1）詞表以只適用於圖書為原則，且需符合「文

獻保證原則」，不收錄尚未有圖書出版的詞

彙。

（2）以《中文圖書標題表》為基礎，進行架構調

整與詞彙增補，以節省人力，提高詞表的實

用性。

（3）詞表結構改採敘詞（ d e s c r i p t o r s）法，收錄

詞彙以「單一概念詞」為主，並切除次層複

分標題，僅保留空間、時間與資料類型三種

複分標題。

（4）詞彙控制採用同義關係，詞間關係僅保留

「用」與「不用」；詞間的屬分和相關關係，

僅作「參見」，亦即不作族首詞（ T T）、廣

義詞（BT）、狹義詞（NT）等關係。

2. 各科詞彙蒐集建檔

（1）首由本館研究組彙整現有的圖書館標題表、

分類表及各學科詞彙工具書，彙集整理可以

列入主題詞表的主題詞。後為避免各科詞彙

不均，議決以綜合性百科全書為主，兼及館

內資料庫內之關鍵詞庫、專科字辭典、索引

典、大陸《漢語主題詞表》及各圖書分類表

類目等做為蒐集詞彙之重要來源。

（2）詞彙建檔欄位有：不用詞、詞性、組合標

題、標題、註釋、類號、反參見、反見、

見、參見、日期、備註、來源等13項。

（3）完成「中文主題詞彙整系統」的開發建置

（鼎盛公司），具有標題詞彙建檔、查詢、維

護、報表輸出等功能，且能與本館 U R I C A

自動化系統相容。

3. 以「教育類」新增詞彙作為先導試驗

（1）首由本館研究組先進行教育類主題詞詞彙之

蒐集彙整工作，再交由小組委員協助詞彙之

挑選與控制，詞彙挑選時以較具權威的工具

書來作為補強，對於詞目的說明解釋，則需

選用較新的辭典。至於詞目之間的比對工

作，則是需要有足夠的學科素養與時間來進

行。（註9）

（2）完成草稿後在小組會議中逐筆討論，進行詞

間關係處理，加註參照關係及類號等。並列

出「問題詞彙」再行討論，討論稿定稿後，

由吳冕璃老師進行檢查，得新增詞彙約 8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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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經與《中文圖書標題表》、臺灣大學吳

明德老師研訂的《現代圖書分類法》教育類

類目等進行比對，後又議決再併入「體育類」

詞目，至此教育類類目宣告完成。

（3）共計蒐集教育類新增詞彙 1 4 , 2 9 0筆詞目，經

館內委員初步篩選後得 2 , 7 4 9筆詞目，復經

反覆討論審訂，最後得到「教育類擬用詞」

共1 , 0 2 6筆詞目；另也完成一般標題複分詞

7 0筆詞目，較之原《中文圖書標題表》所

收之教育類詞量相較，計多出 6 8 1筆詞目。

在吳冕璃老師、鄭�雄教授與林淑芬編輯的

一再審閱後，將確定的詞目載於「編目園地」

提供試用，藉以蒐集各方的意見。

4. 討論「心理學」、「國學」新增詞彙

（1）心理學詞目編訂工作由吳冕璃老師先就學科

詞彙檔、標題表標題詞與分類表類目等進行

「挑詞」，復經小組討論後，擬採用詞約

1 , 1 6 4筆、擬刪除詞約 1 , 2 3 9筆、擬保留詞約

190筆。

（2）國學類由陳友民先生彙整「國學類主題詞表」

總論與「國學類主題詞表文獻實例舉隅」提

交討論，議決國學與經學類詞目初步擬定

後，將再邀請國學教授進行複審。

（四）階段回顧

在近一年半的編訂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研訂

了「選詞原則」，做為編訂主題詞表工作中最主要

的依據，也試以從學科方面著手，蒐集各種詞彙加

以整理建立「學科詞目詞庫」，做為選詞討論的底

稿。期間首以教育類做為先導學科，並完成了該類

的主題詞目編訂，心理學類詞目也進入討論階段。

從工作中累積的經驗，深深體會主題詞表的編訂的

確是一件龐大的工程，以小組為主的編訂工作模式

中，發現了下列的問題與困難：（註10）

1. 國內詞彙工具不夠用

國內出版可供做為編訂工作的參考用書，各

學科都有普遍不足的情形，編訂過程中參考了許多

大陸的工具書，而這些工具書基本並不適用。

2. 大陸詞彙工具適用難

（1）大陸工具書多為「索引典」型態，收錄詞彙

較多且專門，適用於文獻的處理，而較不適

用於圖書資料；

（2）兩岸用詞不同，部分產生詞義不明、混淆的

情形；

（3）兩岸因為體制及意識型態不同，造成許多國

內不合用的詞彙，如：「民辦公助」、「日

託（學前教育）」、「七二一大學」等。

3. 國外詞彙工具難度高

國外資料庫之詞彙應用，也存在若干與上述

大陸工具書同樣的困擾，並且增加了「中文譯名」

控制的問題。

4. 成員學科背景受挑戰

本階段小組委員以邀請圖書資訊界之專家學

者與從業館員為主組成，在挑詞、訂定詞目的討論

過程中，對於各該學科專業領域詞彙間的意涵、演

變、辨義、關連等，常常力有未逮，討論問題時往

往無法立即清楚辨析。

為解決研訂速度遲遲無法快速開展，以及學

科背景知識需要補強等二項問題，遂有邀請各校圖

書館協同分類研訂，以及增設學科委員共同參與詞

目研訂的提議，而這些提議也在下一個階段中獲得

落實，並發揮了實質上的效能。

三、協力合作階段
（民國9 0年3月至1 2月）

（一）起迄時間

此一階段自民國 9 0 年 3月至 1 2 月，計近 1 0

月。計畫由本館研究組負責籌劃辦理， 9 0年3月，

李莉茜主任免兼研究組組務，由吳英美派任研究組

主任，賡續進行編訂事宜。計畫經費於民國 9 0年3

月9日函請教育部補助經費，教育部於 9 0年4月6

日核定部分補助新臺幣 2 0 0萬元，辦理是項工作。

本階段共計支出經費 2 3 5萬9 , 4 6 2元，除教育部補

助的款額外，本館自籌35萬餘元支應。

（二）階段緣由

由於綜合性的主題詞表，包含的學科範圍甚

廣，有鑑於第一階段的編訂經驗，如繼續由本館成

立的「國圖詞表編訂小組」獨力進行，除進度緩慢

外，亦將面臨面向不廣的困境，且主題詞的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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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在提供各級圖書館使用，若能擴大參與編訂

的成員，邀請大型圖書館共襄盛舉，不僅可以提高

效率，且如能結合各校圖書館的館藏資源，將更能

編訂出一部符合「文獻保證」原則的主題詞表來。

鄭�雄協同主持人於民國 9 0年 1月 1 8日，在

第2次修訂小組會議中，提出「9 0年度中文主題詞

表修訂工作計畫（討論稿）」，經議決除自然科學與

應用科學以外的學科，包括社會科學、人文學、宗

教、哲學及總類等，將擴大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國

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央研究院等圖

書館參與詞表的編訂工作，並擬撰寫計畫書向教育

部申請辦理經費。

由於「圖書館法」甫於民國 9 0年1月1 7日，

由 總統明令公布實施，其中第六條規定有關「圖

書資訊分類、編目、建檔及檢索等技術規範，由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國家圖書館、專業法人或團體訂

之。」因此，中央主管機關的教育部也就同意補助

本館經費辦理是項規範的編訂工作。

（三）參與成員

本階段除原有的「國圖詞表編訂小組」外，

另聘請 4位學科協調委員及以文學、史地、社會等

1 5類的學科委員，共同進行人文及社會科學中文

主題詞表的編訂工作。

本館的「國圖詞表編訂小組」仍由莊芳榮館

長擔任計畫主持人，輔仁大學鄭�雄教授擔任協同

主持人，館外委員有：胡歐蘭館長、吳明德館長、

盧秀菊教授、吳冕璃教授、陳和琴教授等 5人，館

內委員有：李莉茜主任、俞小明主任、吳英美主

任、江�瑛編輯、黃莉玲編輯、李瑞音編輯、林淑

芬編輯、陳友民組員及筆者等 1 0人。計畫執行承

辦人改由筆者擔任、專案執行助理仍為賴珍蘭小姐。

本館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吳明德館長、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林呈潢館長、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梁恆正館長及中央研究院劉春銀主任擔任學

科協調委員，負責相關學科主題詞之編訂工作規

劃與進行，包括學科委員之聘請、進度之控制

等。學科委員以學科專家與專業圖書館員搭配組

合為原則，負責進行各該學科之主題詞初選工

作。有關各校、各主題之學科委員及協助編訂的

學科專家名單，詳表 1。

（四）經過與成果

本階段召開之大小編訂會議共計達到 2 9 3場

次。其中召開年度工作會議計4 2次；4所圖書館共

計召開了 2 4 8次的學科詞表編製會議。其中國立臺

灣大學與國立政治大學各負責五個學科，計各自召

開 9 0次編製會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負責 2個學

科，計召開3 6次編製會議；中央研究院負責 3個學

科，計召開32次編製會議。

民國9 0年3月至1 2月，「國圖詞表編訂小組」

於2月1 6日，邀請林呈潢館長、梁恆正館長與劉春

銀主任等共同會商編訂計畫細節。 3月3 0日、5月

4日，分別舉辦二次「中文主題詞表（人文及社會

科學類）編製說明會」，解說編製作業流程、選詞

原則、文獻保證原則、詞目建檔欄位、經驗交流與

分享等，期使各參與編訂的學科委員能夠對詞表的

編訂方式有足夠的共識與實際操作感。會後並交付

本館研究組已完成的《中文圖書標題表》詞目、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關鍵詞、《現代圖書分

類法》類目名詞、《漢語主題詞表》及《社會科學

檢索詞表》等學科詞彙的電子檔，以做為選詞之基

本參考資料。

本階段所進行的編訂計畫其主要內容與完成

的成果為：

1. 調整編訂方式為分組依學科同時並進

（1）除原有的「國圖詞表編訂小組」外，加入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及中央研究院等共

5館，分就2 5個學科，由專業館員與學科專

家共同進行選詞的工作。

（2）學科專家就專業立場，針對詞彙的義涵、衍

變、詞間關係、學科習慣用語等提供看法與

建議；專業館員就文獻保證、選詞原則、詞

彙控制等進行詞彙的挑選、刪除與保留等，

所完成的詞彙表稱為「某類詞彙查核稿」。

（3）從4月開始進行人文社會類學科詞彙查核稿

的編訂工作，至 6月底完成最初規劃的 1 4類

學科。經濟類由於納入商業與管理二類，致

使詞目過多，遂於第 9次「國圖詞表編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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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會議議決列為再另行委外選詞的學科之

一，復經 3個月的編訂至 9月底完成，至此

完成全部學科詞彙查核稿的編訂工作。

2 .「國圖詞表編訂小組」進行各類詞彙查核稿的審

訂工作

（1）各類學科詞彙查核稿完成後，由「國圖詞表

編訂小組」指派相關委員，就詞表編訂原

則，進行初步查核，註記查核意見。

（2）於「國圖詞表編訂小組」工作會議進行各科

詞彙的審查作業，審查經委員初步查核過的

「詞彙查核稿」。會議期間邀請各學科委員出

席，除報告該學科詞表編製情況、進度及相

關問題外，並共同參與該學科之詞彙審查討

論。

3. 完成「中文主題詞表：人文社會科學類」（草案）

（1）本階段總計完成編訂的學科有教育、心理等

2 5個，及中國時代表等 6個附表。詞目總筆

數為 1 2 , 7 8 1筆詞目，其中主表詞目 11 , 9 4 0

筆、附表詞目 8 4 1筆。各學科詞目歷次編訂

之筆數，詳列於表2。（圖1）

（2）人文社會科學類（草案）委請王振鵠、吳明

德、吳冕璃與盧秀菊等教授審閱後提供相關

意見，復經鄭�雄教授補充建議，經研討後

納入修正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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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單位 學科 專業館員 學科專家

1 宗　教 白朝琴、何慰華 —

2 禮　俗 王國聰、梁君卿 —

3 臺灣大學 社會科學 林鳳儀、吳慧中 林文凱

4 政　治 張素禎、孫喜雲 蔡政修

5 法　學 吳玉齡、陳慧華 蘇麗文

6 統　計 曾秋香、劉麗珍 江振東

7 經濟學 李惠卿、陳瑪君 李秀芬

8 政治大學 財　政 郭育禎、郭麗芳 徐偉初

9 軍事學 徐淑琳、高惠莉 于　宙

10 商　學 郭麗芳、王麗蕉 張逸民

11
臺灣師大

史　地 吳志鏗、張秀琴 洪醒漢

12 藝　術 吳佩蓉、許嫚婷 游欣雅

13 哲　學 劉春銀、林　敏 鍾彩鈞

14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 江惠英、黃媜嫆 林英津

15 文　學 劉春銀、林　敏 華　瑋

16 教育學 國圖編訂小組 —

17 心理學 吳冕璃 —

18 文獻目錄學 鄭�雄 —

19 國學與經學 陳友民 —

20
國家圖書館

圖書資訊學 胡歐蘭、俞小明、李瑞音、黃莉玲 —

21 新聞傳播 黃光玉 —

22 檔　案 （政治大學圖檔所提供） —

23 博物館學 莊明賢 —

24 考古學 吳志鏗 —

25 人類學 錢月蓮 —

表1  編訂「中文主題詞表」各類學科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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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討論學科 詞目初稿詞目查核稿詞目審查稿 草案筆數 約訂筆數 審查會議日期

1 教育學 9,290 4,782 1,032 969 1200 （不定期審閱）

2 心理學 2,628 1,163 1,154 1,012 1000 1/5．1/18．3/9

3 國學與經學 214 91 102 83 ＊ 3/23．4/13

4 文獻目錄學 263 263 273 204 ＊ 5/18．6/1

5 圖書資訊學 1,172 1,125 627 562 ＊ 6/1．6/1．7/4．12/19

6 博物館學 464 352 239 229 ＊ 7/24

7 軍事學 517 416 353 341 500 7/31

8 文學 1,098 1,098 600 508 600 8/10．8/13

9 社會學 711 676 581 484 600 8/29

10 經濟學 1,044 880 747 717 1250 9/6．9/6

11 宗教 525 457 441 400 500 9/24

12 禮俗 665 560 346 310 600 9/24

13 統計 426 426 135 129 500 9/28

14 哲學 778 633 444 399 500 10/11

15 政治 1,260 1,036 844 779 1200 10/15．10/15

16 語言學 1,456 1,456 302 273 600 10/19

17 法學 1,241 766 540 467 1200 10/2．10/5

18 財政 1,187 886 796 758 1250 10/29．10/29

19 檔案 298 159 139 136 ＊ 11/2

20 史地 2,070 1,688 1,183 1088 2000 11/5．11/8．11/15

21 藝術 2,146 1,137 1,170 1097 1500 11/9．11/16．11/16．11/19

22 商學 798 492 403 385 ＊＊＊ 11/13

23 考古學 180 180 178 151 ＊＊ 11/22

24 人類學 70 70 45 33 ＊＊ 11/22

25 新聞傳播 902 497 471 426 ＊ 11/23

詞　目　小　計 31,403 21,289 13,145 11,940

26 中國時代表 22 20 37 37 12/11

27 西洋時代表 20 20 16 16 12/11

28 世界分國表 244 240 244 244 12/11．12/17

29 世界民族表 116 116 116 116 11/2．12/11

30 世界語種表 280 264 240 240 12/11．12/17

31 樂器表 188 188 188 188 12/11

附　表　小　計 870 848 841 841

總　　　　　計 32,273 22,137 13,986 12,781

說明：＊總類之預定筆數為 2,000筆，內含國學與經學、文獻目錄學、圖書資訊學、博物館學、檔案、新聞傳播等學科。

＊＊ 考古學、人類學為自史地類析出。

＊＊＊商學（含管理）為自經濟類析出。

表2  「中文主題詞表」各學科詞目歷次編訂筆數表



（五）階段回顧

1. 文獻保證原則執行上有其難處

依據本館「國圖詞表編訂小組」擬定的選詞

基本原則，詞表以只適用於圖書為原則，且須符合

「文獻保證原則」，不收錄尚未有圖書出版的詞彙。

然詞表是供圖書館進行主題分析時做為依據，而圖

書館館藏資料中並非全部都是圖書，最明顯的例子

是學位論文，學位論文的論題都偏小，如果不納入

主題詞，日後處理學位論文時將不敷使用，但如果

納入，顯然詞表的篇幅將大幅增加。

2. 學科專家，可以釐清詞彙間的關係，有助於詞表

的編訂

本階段學科專家參與的比率程度未如預期，

而學科專家對於學科詞彙的理解，較之圖書館員精

準多多，有助於詞表的研訂，惟也多較堅持學術分

類的邏輯體系，較未能體認圖書文獻分類時，往往

必須部分捨棄或犧牲邏輯體系的無奈。

3. 類目與詞目間常有無法一致的現象

主題詞目在編訂時參酌了許多不同的圖書分

類表，而各分類表的類目名稱並不一致，造成「同

義異詞」的情形產生，日後對於館員與讀者都將會

是一種困擾。

4. 前組合式與後組合式間的差異，有賴配合電腦程

式設計增強功能

前組合方式較之後組合精準，但易有館員與

檢索者交集不足的情形產生，必須仰賴電腦科技的

協助，此似為編訂過程中應該加強思考與注意的問

題。

5. 分工合作成效較大，詞表整體性有待考驗

經委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等 4所圖書館館員

協同編訂後，成效驚人，使得編訂計畫有了較大的

進展。惟出於眾人之手，於合併、彙整、去重時，

顯現出詞目選取認定原則不同，造成各科詞目的

「詳略」不一，有待審訂時加以把關、調整。

註　釋

1. 胡歐蘭，〈四十年來的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載

於：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輯，《中國

圖書館學會四十年：民國四十二年至八十二

年》（臺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民 8 4年1 2

月）：頁50-51。

2 .（1）鄭�雄，〈四十年來的編目技術規範〉，載

於：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輯，《中國

圖書館學會四十年：民國四十二年至八十二

年》（臺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民 8 4年1 2

月）：頁42。

（2）王振鵠，〈「中文圖書標題總目」序〉，載

於：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委員會中文圖書標

題總目研訂小組編訂，《中文圖書標題總目初

稿》（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民 7 3年 3

月）：頁1。

3. 胡歐蘭，〈第五章　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載於：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第二

次》（臺北市：國家圖書館，民7 7年）：頁8 7。

4. 鄭�雄，〈四十年來的編目技術規範〉，載於：

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輯，《中國圖書

館學會四十年：民國四十二年至八十二年》

（臺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民8 4年1 2月）：

頁42。

5. 見：〈八十九年度中文主題詞表編訂計畫〉，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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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中文主題詞表：人文社會科學類」
（草案）封面書影



年8月20日。

6 .（1）曾濟群，〈「中文圖書標題表」序〉，載

於：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目組編訂，《中文

圖書標題表》（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

館，民82年4月）：頁1。

（2）陳友民，〈「中文圖書標題表」使用說

明〉，載於：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目組編

訂，《中文圖書標題表》（臺北市：國立

中央圖書館，民82年4月）：頁9-10。

7. 曾濟群，〈「中文圖書標題表．修訂版」序〉，

載於：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目組編訂，《中文圖

書標題表．修訂版》（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

館，民84年6月）：頁1。

8. 見「中文主題詞表修訂小組第1次工作會議記錄」，

民國88年10月25日。

9. 此為吳冕璃老師所提供其挑選心理學詞目的心得。

1 0 .此為「中文主題詞表修訂小組第2 3次工作會議

記錄」，民國8 9年1 2月1 4日。會議中鄭�雄館

長所提接續本年度的「中文主題詞表編訂計畫

書」中所載的「問題檢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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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 3年，以配合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之推展，編印

《中文圖書標題總目初稿》，收錄的標題以當時的中

文圖書出版品為對象。

◎民國82年，編印出版《中文圖書標題表》。

◎民國84年，編印出版《中文圖書標題表》修訂版。

◎民國 8 7 年 11 月的「主題分析諮詢委員會會議」

中，決議優先成立「中文標題表建置小組委員

會」，以執行相關修訂事宜。

◎民國8 8年1 0月2 5日組成「中文主題詞表編訂小組」

並召開第1次會議。

◎民國89年10月起，陸續修訂教育類、心理學等詞目。

◎民國9 0年3月起，教育部補助經費辦理詞表修訂工作。

◎民國9 0年4月起，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

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等 4所

圖書館協助進行學科詞目編訂工作。並由吳明德、

林呈潢、梁恆正與劉春銀等 4位館長擔任學科協調

委員，

◎民國 9 0年1 2月，編印出版《中文主題詞表．人文

社會科學類》草稿

◎民國 9 1年4月起，以 3 , 0 0 0筆新近申請預行編目資

料的書目，進行詞表的測試工作。

◎民國9 1年9月，編印出版《中文主題詞表．人文社

會科學類》試用版，完成25個學科，6個附表。

◎民國9 1年9月，編印出版《中文主題詞表．人文社

會科學類》試用版，完成25個學科，6個附表。

◎民國9 2年，陸續完成西醫（含藥學、護理學、公共

衛生）、中醫類、生命科學、人類學、農業等類的

學科詞目，並進行醫學類詞目的測試工作。

◎民國9 3年，將《中文圖書標題表》與本館歷年新增

之自然科學、應用科學類標題，依循《中文主題詞

表》編訂之相關原理原則，轉化為主題詞表適用之

詞目，併入《中文主題詞表：人文社會科學類》所

收的詞目內，再由編訂小組委員進行審訂工作，至

此詞目內容已包含所有的學科主題。

◎民國 9 3年1 2月，編印完成《中文主題詞表． 2 0 0 5

年版》。

◎民國9 4年，以國家圖書館館藏書目資料庫為對象，

進行標題詞轉換成主題詞的討論，行全面查檢與訂

正。 1 0月完成《中文主題詞表． 2 0 0 5年修訂版》

的編印出版。

◎民國 9 4年1 2月，舉行出版茶會，正式宣告《中文

主題詞表．2005年修訂版》編訂完成。

《中文主題詞表》編訂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