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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编纂的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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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知识组织的视角,对基于文献编纂的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进行考察。将之比照于基于"编述"和"抄纂"的古代文献组织结构,发现两者

具有一定的对应性。把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划分为基于自然及社会名物、基于文献单元、基于知识单元三个层次,并对每个层次的知

识组织方法、知识组织成果及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究。本研究对于揭示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因承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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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Document Compiling in Ancient China

Li Mingjie1, Zhou Ya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2.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the authors make a deep study on th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document compiling in ancient China and argues that there i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structure of document 
organizatio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 ancient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such a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based on natur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based on document unit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based on knowledge unit. Accordingly, it conducts an in-depth inquiry o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methods, 
achievements of every leve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study may help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and modern librar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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