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學參考類目表

圖書館哲學 020.1   
宗教哲學 211
佛教哲學 220.11    
數理哲學 310.1
技術哲學 401.1     
教育哲學 520.11
民族哲學 535.01    
經濟哲學 550.1
政治哲學 570.1     
法律哲學 580.1
歷史哲學 601.4     
藝術哲學 901.1
音樂哲學 910.11    
戲劇哲學 980.11

100 哲學總論 Philosoply：
general

101 哲學理論 Philosophy
theory

101.639 哲學人類學

103 哲學教育及研究
Philosoph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03.1 哲學研究方法

104 哲學辭典 Philosophy
dictionary

105 哲學期刊 Philosophy
periodicals

106 哲學團體 Philosophy
organizations

107 哲學論文集 Collection of
philosophy essays

108 哲學叢書 Philosophy
book series

109 哲學史 History of
philosophy

中國哲學史入120.9；日本哲學

史入131. 0 9；韓國哲學史入

132.09；印度哲學史入137.09；西

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入140.9；

英國哲學史入144.09；美國哲學史

入145.09；法國哲學史入146.09

109.9 哲學家總傳

中國哲學家總傳入120.99；日

本哲學家總傳入131.099；韓國

哲學家總傳入132.099；印度哲

學家總傳入137.099；西洋哲學

家總傳入140.99；英國哲學家總

傳入144.099；美國哲學家總傳

入145.099；法國哲學家總傳入

14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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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哲學家，悉依其國籍、時代區分

凡個別哲學家的全集、選集及其批評研究等均入各國各時代的哲學家，不歸入他們所屬的學派，例

如：黑格爾的研究入147.51黑格爾，不入143.51唯心論

凡個別哲學家之著作，其內容關於其他學門者，該著作依據學科性質分別歸類，書例：歷史哲學

（黑格爾）入601.44唯心歷史哲學；四書集註（朱熹）入121.21四書

人生哲學入191.9；生命倫理學入197；生命論入361.1

凡專門學科之哲學分別歸入各有關類目如下表



110 思想、學術概說
Overview of thought；
Overview of learning

凡思想史之不屬於任何一科者

入此

各國之思想、學術依世界區域

及分國表複分，例如：中國思

想、學術入112；美國思想、學

術入115.2

凡專門學科之思想史分別入各

有關類目，例如：愛國思想入

196.7；佛教思想入220.13；基

督教思想史入240.9；社會思想

史 入 5 0 9 ； 教 育 思 想 史 入

520.19；經濟思想史入550.9；

政治思想史入570.9；法律思想

史入580.19；文學思想、思潮入

810.19；藝術思想史入901.9

112 中國思想、學術
Chinese thought；
Chinese learning

中國思想史入此

中國哲學入120

113 東方思想、學術
Eastern thought；
Eastern learning

日本思想史入113.1；日本哲

學入131；韓國思想史入113.2；

韓國哲學入132；印度思想史入

113.7；印度哲學入137

114 西洋思想、學術
Western thought；
Western learning

英國思想史入114.1；英國哲

學入144；法國思想史入114.2；

法國哲學入146；德國思想史入

114.3；德奧哲學入147

114.09 西洋思想、學術史

依西洋時代表複分

118 知識的區分 Division of
knowledge

總論入此

人文學入119；宗教類入200；

自然科學入300；數理科學入

310；電腦科學入312.9；物理科

學入330；生物科學入360；應用

科學入400；社會科學入500；史

地類入600、700；語文類入

800；藝術類入900

119 人文學 The Humanities

同：人文科學

以人類之信仰、情感、美感和

道德等精神文化層面為研究對

象，如宗教、哲學、藝術、文學

等學門，有濃厚的主觀性，敘述

著重於評價及特殊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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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家著作複分表

中國哲學家之著作及研究，均可依本

表複分

分類號所指為一位哲學家，同時只有

一種著作時，則逕以下列複分號碼添加

於分類號之後。例如莊子郭象注入

121.331；莊子天下篇疏證入121.335；

無求備齋莊子集成入121.338

分類號所指為一位哲學家，但有兩種

以上著作時，則以下列複分號碼添加於

書名號（即按哲學家原著取同類書區分

號）之後，並加圓點或圓括號以識別之

分類號所指為二位以上哲學家，若只有

一種著作時，則將下列複分號碼添加於哲學

家號碼之後（即按哲學家姓名取同類書區分

號），並加圓點或圓括號以識別之

分類號所指為二位以上哲學家，若有

兩種以上著作時，則將下列複分號碼添

加於作品號碼之後（即針對入藏之同一

哲學家不同作品取輔助區分號），並加圓

點或圓括號以識別之

白文

逕用哲學家著作號碼即可

1 注釋

依注釋或編輯人排

2 節本

依選輯人排

4 單行各書

依書名排

5 分篇

依篇名排

6 偽託

依書名排

7 總論及批評

8 全集

依選輯人排

9 特種研究

120 中國哲學總論
Chinese philosophy：
general

120.8 叢書

子書合刻入此

120.9 哲學史

121 先秦哲學 Ancient
（per-Chin）philosophy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農家入430.19；兵家入592.

09；縱橫家入621.88

121.1 易經 Book of Changes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121.2 儒家；儒學 Confucianism
總論儒學及先秦儒學得入此

個別儒家及儒家著作分入各目。

本表將儒家及儒家著作混合排列

121.201 反儒；批孔
Anti-Confucianism

121.21 四書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121.22 論語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121.225 論語分篇

121.225/01 學而

121.225/02 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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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25/03 八佾

121.225/04 里仁

121.225/05 公冶長

121.225/06 雍也

121.225/07 述而

121.225/08 泰伯

121.225/09 子罕

121.225/10 鄉黨

121.225/11 先進

121.225/12 顏淵

121.225/13 子路

121.225/14 憲問

121.225/15 衛靈公

121.225/16 季氏

121.225/17 陽貨

121.225/18 微子

121.225/19 子張

121.225/20 堯曰

121.23 孔子（551-479 B.C.）
論語入121.22；大學入121.

251；孫孔伋入121.249；春秋

入621.7

參見271.1孔教；533.3祀孔

121.24 孔子弟子

121.242 子騫（閔損，536-487 B.C.）
；伯牛（冉耕，544B.C.-
？）；子有（冉求，522-
489 B.C.）

仲弓（冉雍，522- ？

B.C.）入此

121.243 子路（仲由，542-480B.C.）

121.244 子我（宰予，522-458
B.C.）；子貢（端木賜，
520-456 B.C.）

121.245 子游（言偃，506-467
B.C.）；子夏（卜商，507-
446 B.C.）；子張（顓孫
師，503-446 B.C.）

121.246 子輿（曾參，505-436B.C.）

著有曾子

孝經入193.1

121.247 子羽（澹臺滅明，512-？
B.C.）；子賤（宓不齊，
502-？ B.C.）；子思（原
憲，515- ？ B.C.）子長
（公冶長）、子容（南宮

括）、漆雕子等入此

121.248 其他孔子弟子

121.249 子思（孔伋，492-431 B.C.）
孔子之孫，中庸是其所撰

中庸入121.253

121.25 學庸

121.251 大學

大學本是禮記之一篇，至宋

與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121.253 中庸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121.26 孟子（孟軻，372-289 B.C.）
孟子（經書）入此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121.265 孟子分篇

121.27 荀子（荀況，313-238 B.C.）

121.28 晏子（晏嬰， -500 B.C.）
晏子春秋把晏子列為墨家，

誤也，從漢志、清志入儒家

121.29 其他儒家

宓子、景子、世子、公孫尼

子、甯子、王孫子、董子、徐

子、魯連子等入此

121.3 道家 Taoists
總論老莊哲學者入此

道教入230

121.31 老子（李耳）

書例：道德經

121.316 老子化胡經

偽經也

121.32 列子（列御寇，450-375 B.C.）
書例：沖虛至德真經

121.33 莊子（莊周，369-286 B.C.）
書例：南華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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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4 關尹子（尹喜）

121.35 楊子（楊朱，395-335 B.C.）

121.36 文子

書例：通玄真經

121.39 其他道家

121.4 墨家 Mohists

121.41 墨子（墨翟，468-376 B.C.）

121.43 告子（420-350 B.C.）

121.44 別墨

別墨ㄧ詞，出自莊子天下篇

121.5 名家 Logicians

121.51 鄧析子（545-501 B.C.）

121.52 尹文子（350-285 B.C.）

121.53 惠子（惠施，370-310 B.C.）

121.54 公孫龍（300-250 B.C.）

121.6 法家 Legalists

121.61 管子（管仲， -645 B.C.）

121.62 商子（公孫鞅、商鞅，390-

338 B.C.）

121.63 申子（申不害，385-337 B.C.）

121.64 慎子（慎到，395-315 B.C.）

121.67 韓非子（韓非，280-233 B.C.）

121.68 李斯（280-208 B.C.）

121.69 其他法家

121.7 陰陽家

121.74 鄒子（鄒衍，305-240 B.C.）

121.8 雜家

121.81 鬻子（鬻熊，1180-1060B.C.）

121.82 尸子（尸佼，390-330 B.C.）

121.83 計倪子

121.84 子華子（380-320 B.C.）

121.85 於陵子

121.86 鶡冠子（300-240 B.C.）

121.87 呂不韋（290-235 B.C.）
書例：呂氏春秋

121.88 鬼谷子

121.89 孔鮒（孔甲，264-208 B.C.）

書例：孔叢子，崇文總目繫

於雜家

121.9 其他雜家

由余、汗子（汗明）、波弄子

（淳子髡）、希子（希寫）、薛子

（薛燭）、風胡子、歲寒子（張孟

同）等入此

縱橫家入62 1 . 8 8；兵家入

592.09；農家入430.19

122 漢代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Han Dynasty

122.1 漢初諸子

122.11 陸賈（264-208 B.C.）
書例：新語

122.12 賈誼（200-168 B.C.）
書例：新書

122.14 董仲舒（179-104 B.C.）
書例: 春秋繁露

122.2 劉安（179-122 B.C.）
書例: 淮南子

122.3 桓寬

書例：鹽鐵論

122.4 劉向（77-6 B.C.）
書例：說苑、新序

122.5 其他西漢諸子　　　

書例：法言

揚雄（52-18 B.C.）入此

122.6 王充（委宛子，29-97）
書例：論衡

122.7 馬融（79-166）
書例：忠經

122.8 其他東漢諸子

122.81 王符（85-162）
書例：潛夫論、回中子

122.9 建安諸子

122.92 荀悅（148-209）
書例：申鑒、小荀子

122.94 徐幹（170-217）
書例：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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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魏晉六朝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Wei,
Tsin, and Six Dynasties

123.1 三國諸子

123.11 何晏（190-249）

123.12 王弼（226-249）

123.14 嵇康（224-263）

123.3 西晉諸子

123.312 傅玄（傅子，217-278）

123.316 楊泉

123.317 裴頠（267-300）

123.318 郭象（252-312）

123.4 東晉諸子

123.42 葛洪（約281-341）
書例：抱朴子

123.5 南朝諸子

123.52 范曄（398-445）

123.54 范縝（約450-510）

123.55 蕭琛（478-529）

123.7 北朝諸子

123.71 顏之推（531-591）
書例：顏氏家訓

123.73 劉晝（514-565）
書例：劉子

123.9 隋代諸子

123.91 王通（584-617）
中說舊題王通撰，實其子福

郊、福畤所纂述

書例：中說、文中子

124 唐代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Tang Dynasty

124.1 唐代諸子

124.11 臣軌（唐武后）

124.12 林慎思

書例：續孟子、伸蒙子

124.14 張弧

書例：素履子

124.15 張志和

書例：玄真子

124.16 司馬承禎（655-735）
書例：天隱子

124.17 王士元

書例：亢倉子

124.2 呂才（600-665）

124.3 韓愈（768-824）

124.4 李翱（772-841）

124.5 劉禹錫（772-842）

124.6 柳宗元（773-819）

124.8 五代諸子

124.88 譚峭

書例: 化書

125 宋元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

書例：理學概述、宋學淵源

記、宋元學案

北宋諸子入125.1-.3；南宋諸

子入125.4-.7

125.1 二程以前

125.11 李覯（1009-1059）

125.12 周敦頤（濂溪，1017-1073）
書例：周子鈔釋入

125.121；太極圖說入
125.124；通書入125.124

125.13 邵雍（康節，1011-1077）
稱百源學派

書例：皇極經世

125.14 張載（橫渠，1020-1077）
書例：正蒙

125.16 王安石（1021-1086）
主張新法，非理學家

125.17 晁說之（1059-1129）
書例：儒言

125.18 劉敞（1019-1068）

125.19 其他二程以前諸子

125.2 二程及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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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1 程顥（明道，1032-1085）

125.22 程頤（伊川，1033-1107）

125.29 二程弟子

呂大臨（1040-1092）入此

125.292 謝良佐（1050-1103）
書例：上蔡語錄

125.294 楊時（1053-1135）

125.296 胡宏（1105-1155）

125.3 二程以後

125.32 羅從彥（1072-1135）

125.34 李　侗（1093-1163）

125.4 朱子以前

125.44 張栻（1133-1180）

125.5 朱熹（朱子，1130-1200）
理學、朱子學、性理學入此

書例：近思錄、性理吟、朱子

語類

日本朱子學派入131.4；朝鮮

李朝朱子學派入132.52

125.6 陸九淵（象山，1139-1193）
綜述陸氏學派者亦入此。陸九

淵和王守仁，以「心即理也」而

同，綜述陸王學派者得入此

書例：象山先生要語、陸子學

譜（李紱）

125.7 朱陸同時及以後

125.71 呂祖謙（1137-1181）
近思錄入125.5

125.72 陳亮（1143-1194）

125.74 葉適（1150-1223）

125.75 真德秀（1178-1235）
書例：心經

125.76 魏了翁（1178-1239）

125.79 其他朱陸同時及以後諸子

蔡元定（1135-1198）、舒璘

（1136-1199）、項安世（ -

1208）、陳淳（1151-1216）、

黃榦（1152-1221）、袁燮

（1144-1224）、楊簡（1140-

1225）、蔡沈（1167-1230）等

入此

125.8 遼金諸子

125.9 元代諸子

125.91 許衡（1209-1281）

125.93 劉因（1241-1293）

125.94 鄭牧（1247-1306）

125.95 吳澄（1247-1331）

125.97 鄭玉（1298-1358）

125.99 其他元代諸子

126 明代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Ming Dynasty

書例：明儒學案

126.1 陽明以前諸子

劉基（1311-1373）、方孝孺）

1357-14 0 2）、曹端（1376-

1437）、薛瑄（1392-1464）、吳

與弼（1391-1469）、胡居仁

（1434-1484）等入此

書例：郁離子（劉基）

126.3 陳獻章（1428-1500）
明代陸氏學派入此

126.4 王守仁（陽明，1472-1528）
書例：傳習錄

126.5 陽明學派

徐愛（1487-1517）、黃省曾

（ 1490-1540）、薛侃（？ -

1545）、蔣信（1483-1559）、鄒

守益（1491-1562）；姚江學派

入此

朝鮮李朝陽明學派入132.57；

日本陽明學派入131.5

126.6 王艮（1483-1541）
泰州學派入此

126.7 王廷相（1474-1544）

126.81 湛若水（1464-1560）

126.82 羅欽順（1465-1547）

126.83 黃綰（1477-1551）

126.84 王畿（1498-1582）

126.85 何心隱（1517-1579）

126.91 李贄（1527-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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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2 呂坤（1536-1618）

126.93 陳繼儒（1558-1639）

126.94 劉宗周（1578-1646）

127 清代哲學 Philosophy of
the Ching Dynasty

127.01 派別

顏李學派入127.2

127.011 浙東學派

127.012 浙西學派

考證學入此

127.0129 古文學派

127.013 吳派

蘇州派入此

127.014 皖派

安徽派入此

127.015 揚州學派

127.016 湖南學派

127.017 理學派

127.018 桐學派

127.019 陽湖派

127.0199 其他清代學派

127.1 清初諸子

孫奇逢（1584-1675）、陳瑚

（1613-1675）、湯斌（1627-

1687）、李顒（1627-1705）入此

127.11 黃宗羲（黎州，1610-1695）

127.12 方以智（1611-1671）

127.13 陸世儀（1611-1672）

127.14 顧炎武（亭林，1613-1682）

127.15 王夫之（船山，1619-1692）

127.16 陸隴其（1630-1692）

127.17 陳　確（1604-1677）

127.18 唐　甄（1630-1704）

127.19 李光地（1642-1718）

127.2 顏元（習齋，1635-1704）；李
塨（恕谷，1659-1733）

顏李學派入此

127.31 張伯行（1651-1725）

127.4 乾嘉時代諸子

127.43 戴　震（東原，1723-1777）

127.48 彭允初（尺木，1740-1796）

127.49 章學誠（實齋，1738-1801）

127.52 焦　循（理堂，1763-1820）

127.6 咸同諸子；嘉慶以後諸子

127.69 龔自珍（1792-1841）

127.71 魏　源（1794-1857）

127.73 曾國藩（1811-1872）

127.8 清末（光緒宣統）諸子

127.82 譚嗣同（1865-1898）

128 現代哲學Modern
philosophy

128.1 1910年代

128.2 1920年代
嚴復（1853-1921）、康有為

（1858-1927）、王國維）1877-

1927）、梁啟超（1873-1929）等

入此

128.3 1930年代
章炳麟（1869-1936）入此

128.4 1940年代
蔡元培（1868-1940）入此

128.5 1950年代

128.6 1960年代
胡適（1891-1962）、熊十力

（1885-1968）、張君勱（1887-

1969）等入此

128.7 1970年代
方東美（1899-1977）、唐君毅

（1909-1978）等入此

128.8 1980年代
徐復觀（1903-1982）、梁漱溟）

1893-1988）等入此

128.9 1990年代
馮友蘭（1895-1990）入此

128.99 2000年代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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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東方哲學總論
Oriental philosophy：
general

131 日本哲學 Japanese
philosophy

131.1 日本主義

日本精神入此

131.11 武士道學派

山本常朝（1659-1719）、松

宮 俊 仍 ﹙ 觀 山 ， 1 6 8 6 -

1780﹚、中村中倧（1778-

1851）、吉田松陰（1830-1859）

等入此

131.12 神道學派

吉田兼俱（1435-1511）、吉

川惟足（1616-1694）、山縣大

貳（1725-1767）等入此

參見273日本神道

131.2 和學

日人稱國學

131.22 契沖（1640-1701）

131.23 荷田春滿（1669-1736）

131.24 賀茂真淵（1697-1769）

131.25 本居宣長（1730-1801）

131.26 平田篤胤（1776-1843）

131.27 其他近世和學者

伴信友（1772-1846）、佐藤

信淵（1769-1850）等入此

131.28 現代和學者

大國隆正（1792-1871）、元

田永孚（1818-1891）等入此

131.3 儒學 Confucianism

131.34 漢學 Conservative schools

131.36 宋學 Rationalism

131.37 理學Materialism

131.4 日本朱子學派 Chuhsi school

131.41 惺窩學派

藤原惺窩（1561-1619）、林

羅山（1583-1657）、木下順庵

（16 2 1 - 1 6 9 8）、雨森芳洲

（1668-1755）、室鳩巢（1658-

1734）、安東省庵（1622-

1701）、新井白石（1657-1725）

等入此

131.42 惺窩學派以外朱子學

中村惕齋（1629-1702）、貝

原益軒（1630-1714）等入此

131.43 南學派

同：海南朱子學派

谷時中（1598-1649）、野中

兼三（1615-1663）、小倉三省

（1604-1654）等入此

131.431 闇齋學派

山崎闇齋（1618-1682）、

淺見絅齋（1652-1711）、佐

藤直方（1650-1719）、三宅

尚齋（1662-1741）等入此

131.44 大阪朱子學派

同：懷德堂朱子學派

五井時軒（1641-1721）、三

宅石庵（1665-1730）、中井竹

山（1730-1804）、中井履軒

（17 3 2 - 1 8 1 7）、片山北海

（17 2 3 - 1 7 9 0）、大橋訥庵

（1816-1862）等入此

131.45 寬政以後朱子學者

柴野山（1736-1807）、西山

拙齋（1735-1798）、尾藤二洲

（17 4 5 - 1 8 1 3）、古賀精里

（17 5 0 - 1 8 1 7）、中村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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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1891）等入此

131.5 陽明學派 Yomeigaku
中江藤樹（1608-1648）、淵岡

山（1617-1686）、熊澤蕃山

（1619-1691）、中根東里（1694-

1765）、三輪執齋（1669-1744）、

佐藤一齋（1772-1859）、山田方

谷（1811-1882）、大鹽中齋（平

八郎，1793-1837）、林良齋

（1808-1849）、春日潛庵（1812-

1878）、池田草庵（1812-1878）、

河井繼之助（1827-1868）等入此

131.55 心學 Shingaku（Moralism）
石田梅巖（1685-1744）、手

島堵庵（1718-1786）、上河淇

水、中澤道二（1725-1803）、

布施松翁（1725-   ）、柴田

鳩翁（1783-1839）、鎌田柳泓

（鵬，1754-1821）、奧田賴拔（

-1849）等入此

131.58 報德教 Hotokukyo
二宮尊德（1787-1856）、富

田高慶（1814-1890）、福住正

兄（1824-1892）、齊藤高行等

入此

131.6 古學派Classicism

131.61 山鹿素行（1622-1685）
山鹿素行晚年為兵學者，以

山鹿派兵學聞世

參見131.11武士道學派

131.62 堀河學派 Kyoto school
同：古義學派

伊藤仁齋（1627-1705）、伊

藤東涯（1670-1736）、中江岷

山（1655-1726）、青木昆陽

（1698-1769）、原雙桂（1718-

1 7 6 7 ）、原東岳（ 1 7 2 6 -

1783）、並河天民（1679-1718）

等入此

131.67 園學派 Edo school
同：古文辭學派

荻生徂徠（1666-1728）、太

宰春臺（1680-1747）、服部南

郭（1683-1759）、山縣周南

（16 8 7 - 1 7 5 3）、龜井南溟

（17 4 3 - 1 8 1 4）、龜井昭陽

（17 7 3 - 1 8 3 6）、市野迷菴

（17 6 5 - 1 8 2 6）、藤澤東●

（1792-1865）等入此

131.68 古注學派

岡白駒（龍洲， 1 6 9 2 -

1767）、岩垣彥明（龍溪，

1741-1808）、村上勤、永富鳳

（獨嘯庵，1732-1766）、片山

世璠（兼山，1730-1782）、細

井德民（平洲，1728-1801）

等入此

131.69 折衷學派 Eclecticism
井上金峨（1732-1784）、山

本北山（1745-1812）、皆川淇

園（1734-1807）、豐島幹（豐

州，1737-1814）、東條弘（一

堂，1778-1857）、日尾瑜（荊

山，1789-1859）、朝川鼎（善

庵，1781-1849）等入此

131.7 考證學派 School of textual
criticism

大田元貞（錦城， 1 7 6 5 -

1825）、山井鼎（1681-1728）、

豬飼彥博（敬所，1761-1845）、

廣瀨淡窗（1782-1856）等入此

131.8 水戶學 Mito school
安積澹泊（1656-1737）、藤田

幽谷（名一正，1774-1826）、會

澤安（正志齋，1782-1863）、藤

田東湖（1806-1855）等入此

131.89 其他獨立學者

三浦梅園（1723-1789）、富

永仲基（1715-1746）、安藤昌

益（1703-1762）、山片蟠桃

（17 4 8 - 1 8 2 1）、帆足萬里

（1778-1852）等入此

131.9 現代哲學家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131.91 佛教哲學家

中村元（1912-1999）、鈴木

大拙（1870-1966）、井上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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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1919）等入此

日本佛教諸宗入226.8

131.92 西洋哲學家

西周（1829-1897）、大西祝

（1864-1900）、田中王堂（喜

一，1867-1932）、阿部次郎

（18 8 3 - 1 9 5 9）、桑木嚴翼

（1874-1946）、波多野精一

（18 7 7 - 1 9 5 0）、高橋里美

（1886-1964）等入此

131.93 倫理學哲學家

井上哲次郎（1855-1944）、

和 哲郎（1889-1960）、金子

武藏（1905- ）、大島康正

（1917-  ）等入此

131.94 京都學派哲學家

西田幾多郎（1870-1945）、

田邊元（1885-1962）、朝永三

十郎（1871-1951）、三木清

（18 9 7 - 1 9 4 5）、谷川徹三

（18 9 5 - 1 9 8 9）、高坂正顯

（19 0 0 - 1 9 6 9）、西谷啟治

（19 0 0 - 1 9 9 0）、高山岩男

（1905-   ）等入此

131.95 唯物論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永田廣志（1904-1946）、

戶?潤（1900-1945）、出隆

（1882-1980）、柳田謙十郎

（1883-1983）等入此

131.96 其他著名思想家

中江兆民（1847-1901）、西

村茂樹（1828-1902）、內村鑑

三（1861-1930）等入此

132 韓國哲學 Korean
philosophy

132.3 中古時代

薛聰（約655-740）、崔致遠

（857-  ）等入此

132.4 高麗時代

132.41 高麗初期時代

崔彥撝（868-944）、崔承老

（92 7 - 9 8 9）、崔沖（98 4 -

1068）、金富軾（1075-1151）

等入此

132.42 高麗中末期時代

安王尚（裕，1243-1306）、

白頤正（1260-1340）、禹倬

（1263-1342）、權溥（1262-

1346）、崔瀣（1287-1340）、

李齊賢（1287-1367）、崔文度

（1291-1345）、李榖（1298-

1351）、李穡（號牧隱，1328-

1 3 9 6 ）、鄭夢周（ 1 3 3 7 -

1 3 9 2 ）、鄭道傳（ 1 3 4 2 -

1 3 9 8 ）、李崇仁（ 1 3 4 7 -

1392）、權近（1352-1409）、

吉再（1353-1419）等入此

132.5 李朝時代

按哲學家名排列，但得按派

別再分如下：

132.51 初期儒家思想

金宗植（佔畢齋，1431-

1504）、金宏弼（寒暄堂）、鄭

汝昌（一蠹，1450-1504）、金

馹孫（濯纓，1464-1498）、趙

光祖（靜庵，1482-1519）、金

湜（沙西）、奇遵（服齋）、金

練（自庵）、金安國（慕齋）、

金正國（思齋）等入此

132.52 朱子學派 Chuhsiism
性理學

徐敬德（花潭）、李彥迪

（晦齋）、曹植（南溟）、李恆

（一齋）、金麟厚（河西）、奇

大升（高峰）、成渾（牛溪）、

宋翼弼（龜峰）等入此

132.53 退溪派

東人派、嶺南學派

理氣二元論（理發氣隨

說）、主理論（唯理論）者

李滉（退溪，1501-1570）、

趙穆（月山）、曹好益（芝

山）、金誠一（鶴峰）、權好文

（松岩）、柳成龍（西涯，

1542-1607）、柳雲龍（謙

菴）、李玄逸（葛庵）、李載

（密庵）、李象靖（大山）、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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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明（定齋）、李震相（漢

州）、郭鍾賜（俛宇）、奇正鎮

（蘆沙）、李恆光（華西）、柳

重教（省齋）等入此

132.54 栗谷派

西人派、畿湖學派

理氣合理論（氣發理乘

說）、主氣論（唯氣論）

李珥（粟谷，1536-1584）、

宋時烈（尤菴）、宋浚吉（同

春）、鄭曄（守夢）、權尚夏

（遂菴、寒水齋）、任聖周（鹿

門）、任靖周（雲湖）、任魯

（穎西）、任憲晦（鼓山）入此

132.55 折衷派

金昌協（農巖）、林泳（滄

溪）、趙聖期（拙修）、金昌翕

（三淵）、金元行（渼湖）、吳

熙常（老洲）、鄭宗魯（立

齋）、田愚（艮齋）等入此

退溪派及粟谷之折衷論者入此

132.56 禮學派

鄭述（寒岡）、金長生（沙

溪）、金集（慎獨齋）、鄭經世

（愚伏）、俞綮（市南）、朴世

采（南溪、玄石）等入此

132.57 陽明學派

崔鳴吉（遲川， 1 5 8 6 -

1547）、張維（谿谷，1587-

1638）、梁得中（德村，1665-

1742）、鄭齊斗（霞谷，1649-

1 7 3 6 ）、朴殷植（ 1 8 5 9 -

1925）、鄭寅普（1892-   ）

等入此

132.58 實學派

許筠（1569-1618）、李啐光

（芝峰，1563-1628）、金堉

（潛谷，1580-1658）、柳馨遠

（磻溪，1622-1673）、李翼

（星湖，1681-1763）、安鼎福

（順菴）、申景濬（旅庵）、丁

若鏞（茶山，1762-1836）、朴

趾源（燕岩，1737-1805）、洪

大容（湛軒，1731-1783）、李

德懋（雅亭、炯庵）、朴齊家

（楚亭、貞蕤，1750-1805）、

朴世堂（西溪）、韓百謙（久

菴）、柳得恭（惠風）、洪良浩

（耳溪）、徐有渠（楓石）、李

重煥（清潭）等入此

132.59 東學派

崔濟愚（1824-1864）、崔時

亨（1827-1898）、孫秉熙

（1861-1922）等入此

132.6 日本統治時期

132.7 現代

133 猶太哲學 Jewish
philosophy

134 阿拉伯哲學 Arabian
philosophy

中東各國哲學入136

134.23 尼古馬克斯 Nikomackus of
Gerasa

134.3 中世摩爾哲學家

134.32 亞法拉比（Alfarabi,     -950）

134.33 亞根德（Alkindi,      -961）

134.34 亞微瑟那（Avicenna, 980-
1037）

134.35 亞芬帕斯（Avenpace, ca. 11th-
1138）

原名：伊本拔吉連（Ibn

Badja）

134.36 亞吠羅（Averroes, 1126-
1198）

134.37 亞勃百色（Abubacer）

135 波斯哲學 Persian
philosophy

136 中東各國哲學Middle
ea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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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印度哲學 India
philosophy

137.1 印度哲學泛論

137.12 知識論 Epistemology

137.13 本體論 Ontology

137.14 宇宙論 Cosmology

137.15 修行解脫論 Cultivation and
liberation（extrication）
theory

137.17 因明論 Hetuvidya
古印度邏輯學入此

佛教邏輯入220.111

參見222.14論集部

137.2 吠陀 Veda
吠陀意譯為明論，乃聖者受神

啟示所誦出之頌歌和祈禱文，是

印度最古之經典，分為四部：

137.21 黎俱吠陀 Rig-Veda
同:讚頌明論

137.22 沙摩吠陀 Sama-Veda
同:歌詠明論

137.23 夜珠吠陀 Yajur-Veda
同:祭祀明論

137.24 阿達婆吠陀 Atharva-Veda
同:禳災明論

137.3 梵書 Brahmana
同:淨行書、婆羅門書

137.4 優婆尼沙曇 Upanishad
同:奧義書

137.8 印度哲學正統各派

即婆羅門教六派哲學，承認或

維護吠陀的權威為其哲學宗旨;

反之，懷疑或反對吠陀權威的哲

學派別則為非正統派

六派哲學如下:

137.81 彌曼差派Mimansa
彌曼差，意為思維審議、審

查考究

137.82 吠檀多派 Vedanta
吠檀多，意為吠陀教義的究

竟目的。又稱後彌曼差派

（Uttara Mimansa），婆陀羅耶

那（Badarayana）為始祖

書例：吠檀多經，亦名梵經

（Brahma Sutra）

137.822 商羯羅（Sankaracharya）
八世紀人，婆羅門教的中

興祖師，古奧義書的注釋

家，主張絕對一元論

（Advaita）

137.823 羅摩努闍

（Ramanujacharya）

十二世紀人，吠檀多經的

注釋家，主張有限二元論（

Visistadvaita）

137.824 二元論派

137.825-.828 之哲學家
均為二元論派

137.825 摩達婆（Madhvacharya）
十三世紀人，古奧義書的

注釋家，主張二元論

（Dvaita）

137.826 Bhedabheda
梵和我、世界是異同關係

137.827 尼跋迦（Nimbarka）
主張二元不二論

（Draitadvaita-vada）

137.828 婆羅跋（Vallabhacharya）
十五世紀人，古奧義書的

注釋家，主張局限一元論

（Suddha-advaita）

137.83 僧佉派 Samkhya
同：數論派

意為計數，引申為思索，迦

毘羅（Kapila）為始祖

137.84 瑜伽派 Yoga
意為結合、相應。鉢顛闍梨

（Patanjali）為始祖

書例：瑜伽經

137.85 吠世師迦派 Vaisesika
同：勝論派

意為殊勝；迦那陀（Kanada）

為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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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86 尼耶也派 Nyaya
同：正理派

意為引導到一結論的標準，

也稱為思辯學；足目

（Akasapada）為始祖

書例：日尼耶也經

137.9 印度哲學非正統派

137.91 順世派 Lokayata
主張唯物論

137.92 耆那教 Jainism
與佛教思想類似，主張苦行

138 東南亞各國哲學
Southeast Asia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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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西洋哲學總論
Western philosophy：
general

歐洲哲學總論入此

140.9 西洋哲學史

歐洲哲學史入此

西洋政治思想史入570.94

141 古代哲學 Ancient
philosophy

141.1 希臘哲學第一期

141.11 伊奧尼亞學派 Ionian school
此派偏於自然哲學，又多主

張一元論

米利都學派（Mi l e s i a n

s c h o o l ） 入此；泰勒斯

（ Thales, ca.624-ca.547

B . C . ）、 阿 那 克 西 曼 德

（ Anaximandros, 610-546

B . C . ）、 安 那 克 西 美 尼

（Anaximenes, ca. 588-524

B.C.）入此

141.12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
530-470  B.C.）

倡萬物輪迴說

141.13 阿那克薩戈拉（Anaxagoras,
ca. 500-428 B.C.）

謂萬物皆原於種子（Seed）

141.14 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

490- 430 B.C.）

141.16 德謨克利特（Demokritos,
460-370 B.C.）

相傳為原子論之創設者

141.17 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580-
500 B.C.）

141.19 愛利亞學派 Eleatic school
巴門尼德（Parmenides,

540?-450? B.C.）、克塞諾芬

尼（Xenophanes, 約西元前第

6世紀）、麥里梭（Melissos,

約西元前第5世紀）、芝諾

（Zenon of Elea, 490-436 B.

C.）入此

141.2 希臘哲學第二期

141.21 智者學派 Sophists
詭辯學派入此

141.22 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 481-
411 B.C.）

141.23 高爾吉亞（Gorgias, ca. 475-
ca.380  B.C.）

141.28 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

141.3 希臘哲學第三期

141.32 小蘇格拉底學派 Lesser
Socratics（Socratic school）

141.33 愛利亞及埃列篤利亞學派

Elian and  Eretrian school

費倫（Phaidon, 約西元前

第3- 4世紀）、美尼德謨斯

（Menedemos，約西元前第4世

紀）入此

141.34 麥加拉學派Megarics
從其說者尚有歐布里德

（Eubulides, 384?-322? B.C.）、

亞力克辛（Alexinus, 約西元

前第4世紀初）、帶奧多刺斯

（ D i o d o r o s ）、 施 迪 頗

（Stilpo, ca. 380-330 B.C.）

諸人

歐克里德（Eukleides, ca.

450-380 B.C.）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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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5 犬儒學派 Cynics
安提斯泰（Antisthenes,

ca.445-ca. 360 B.C.）入

此；昔蘭尼亞學派入此

141.36 庫蘭尼學派 Cyrenaics
阿利斯帝波斯

（Aristippus, 425-366? B.C.）

入此

141.4 柏拉圖（Plato, 427-347 B.C.）
書例：共和國（Republic）、

饗宴（Symposium）、普羅泰戈拉

（Protagoras）、對話錄（The

Dialogues）等

141.48 古柏拉圖學派 The Old-

Academians

141.5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141.6 亞里士多德以後之哲學

141.61 斯多亞學派 Stoic school
芝諾（吉布羅斯人）（Zeno,

ca. 336-264 B.C.）、克呂西

普（Chrysippos, 281-205 B.

C.）；斯多葛派、畫廊派入此

141.63 伊壁鳩魯學派 Epicurean
school

伊壁鳩魯（Epikurus, 341-

270 B.C.）、美特羅德羅斯

（Metrodorus, 331-277 B.C.）

入此

141.64 懷疑派 Skeptics
不可知論者

皮羅（Pyrrhon of Elis,

ca. 360-270 B.C.）、蒂孟

（ T i m o n ）、 阿 爾 克 西 勞

（Arkesilaos, ca. 315-240

B . C . ）、 卡 爾 內 亞 德

（Karneades, ca. 214-129

B.C.）、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 約西元前第3世

紀-第2世紀）入此

141.65 折衷學派 Eclectics
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拔羅

（Varro，116-43 B.C.）、普魯

塔克（Plutarkhos, 45-125）

入此；屬羅馬時期者亦入此

141.7 希臘羅馬哲學 Greco-Roman    
philosophy

141.71 盧克萊修（Lucretius Carus, 
Titus, 99-55 B.C.）

唯物論者

141.75 新斯托亞學派（羅馬）New
Stoic school

塞奈加（Lucius Annaeus

Seneca，ca.4B.C.-65A.D.）、

愛比柯特斗斯（Epictetos,

ca. 50-138）、皇帝歐列柳斯

（Marcus Aurelius, Emperor

of Rome, 121-180）入此

141.8 宗教哲學時代

141.81 新畢達哥拉斯學派 New 
Pytagoreans

141.82 費洛（Philon of Alexandria,
ca. 15 B.C.-50 A.D.）

141.83 新柏拉圖學派 Neo-Platonians
總論亞歷山特利亞派、西利

安派、雅典派入此

141.84 亞歷山特利亞派 Alexandrian 
school

柏羅丁（Plotinus，204-

270）入此

141.85 敘利亞學派 Syrian school
楊布利柯（Imblikhos, 約

第3世紀）入此

141.86 雅典學派 Athenian school
普羅克洛（Proclus, ca.

410-485）入此

142 中世哲學Medieval
philosophy

142.1 教父哲學；護教家

Patristics；Apologistics

由年代而言，教父哲學應屬古

代，但因都以探求超越、救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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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實為中世紀哲學之先驅，

故收入於此

142.13 克萊門（Clement of 
Alexandria, Saint ca.150-ca.
215）

142.14 奧里根（Adamantius
Origines, 185-254）

142.16 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Bishop of Hippo, 354-430）

142.17 晚期教父哲學（325-800）

142.2 經院學派 Scholasticism
中世紀哲學之主流

士林哲學、煩瑣哲學入此

142.22 初期經院哲學

愛留根納（Eriugena, 810-

877）、安瑟爾謨（Anselmus,

1 0 3 3 - 1 1 0 9 ）、 洛 色 林

（Roscelnus, 1050-1125）、阿

伯拉爾（P. Abelard, 1079-

1142）入此

142.23 沙脫爾學派 Chartres school
伯爾那特（Bernard, 1080-

1167）、地耶黎（Thierry）、

日夷爾伯爾（Gilbert）入此

142.25 說教集成家

142.27 中期經院哲學（13世紀－14世
紀中）

142.271 大阿爾伯特（Magnus 
Albertus, Saint, 1193?-
1280）

142.272 阿奎那（Thomas Aquinas,
Saint, 1225?-1274）

142.2729 托馬斯學派 Thomists

142.273 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

142.274 司各脫（John Duns Scotus,
ca. 1266-1308）

142.275 奧康（William of Ockham,
ca.1285-ca.1349）

142.29 後期經院哲學（14世紀末－15

世紀末）

142.292 耿稗斯（Thomas ? Kempis,
1380-1471）

142.3 神祕主義 Mysticism

142.31 伯爾納爾（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 or 1-1153）

142.32 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1260?-1327）

142.33 陶勒爾（Johannes Tauler, ca.
1300-1361）

142.34 庫薩（Nicolas, Cardinals of 
Cusa, 1401-1464）

142.35 亞克利巴（Agrippa of 
Nettesheim, 1486-1535）

142.36 魏格爾（Valentin Weigel,
1533-1588）

142.37 柏麥（Jakob B?hme, 1575-
1624）

[14 [.5] 摩爾哲學家
宜入134.3

143 近世哲學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143.1 文藝復興期 Renaissance period
以15-16世紀為主

143.11 古說復興；希臘主義

佩脫拉克（F r a n c e s c o

Petrarca, 1304-1374）、薄伽

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入此

143.12 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書例:君主論

143.13 伊拉斯馬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5?-1536）

143.14 自然哲學家

143.141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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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42 帕拉愷爾塞斯（Paracelsus,
1493-1541）

143.144 德萊西奧（Bernardino
Telesio, 1509-1588）

143.145 帕德理契（Francesco
Patrizzi, 1529-1597）

143.146 布魯諾（Giordano Bruno,
1548-1600）

信地動說，主張泛神論

143.147 刻卜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143.148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143.149 康巴涅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

143.16 懷疑思想家 Skeptists
維衛斯（Juan Luis Vives.

1492-1540）、酒倫（Pierre

Charron, 1541-1603）、巴泥

尼（Giulio Cesare Vanini,

1585-1619）、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

入此

143.17 社會哲學家

143.171 謨兒（Saint Thomas More,
Sir, 1478-1535）

書例：烏托邦

143.172 寶旦（Jean Bodin, 1530-
1596）

143.174 亞爾杜西烏斯（Johannes 
Althusius, 1557-1638）

143.176 格羅底烏斯（Hugo Grotius,
1583-1645）

143.2 近代哲學總論

士林哲學入142.2

143.23 十七世紀

143.24 十八世紀

143.25 十九世紀

143.27 二十世紀

143.3 系統與宗派

總論各宗派分入143.3-.8，各

個哲學家之著作仍分入144-147

各類，以個人為中心之學派分入

該哲學家名下，新康德派入

147.4592

143.31 不可知論 Agnosticism

143.32 分析哲學 Analytic philosophy

143.33 原子論 Atomism

143.35 批判哲學 Critical philosophy
批判論入此

143.39 決定論 Determinism
定命論入此

143.391 非定命論 Indeterminism

143.41 二元論 Dualism

143.42 折衷主義 Eclecticism

143.43 經驗論 Empiricism
經驗主義入此

143.45 進化論 Evolutionism

143.46 存在哲學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義、實存論入此

143.47 人本主義 Humanism
人文主義、人本論入此

143.48 新士林哲學 Neo-Scholasticism 

143.51 唯心論 Idealism
觀念論入此

143.53 新觀念論 New idealism
新理想主義入此

143.54 泛心論 Panpsychism

143.55 泛神論 Pantheism
泛意論入此

參見216.3自然神學

143.56 唯物論Materialism
唯物辯證法入154.5；馬克

思哲學入143.9

143.61 自由主義 Liberalism
個人主義入143.68

143.63 一元論Monism

143.65 神祕論Mys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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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6 自然論 Naturalism
自然主義入此

143.67 現象論 Phenomenalism
參見147.71胡塞爾

143.68 個人主義 Personalism

143.69 樂觀主義 Optimism
樂天主義入此

參見143.82悲觀主義

143.71 積極論；實證主義 Positivism

143.72 多元論 Pluralism

143.73 實用主義 Pragmatism

143.74 工具論 Instrumentalism

143.76 唯理論 Rationalism
理性論、理性主義入此

143.77 實在論 Realism

143.78 新實在論 New realism

143.79 批評實在論 Critical realism

143.81 懷疑論 Scepticism

143.82 悲觀主義 Pessimism
厭世觀入此

參見143.69樂觀主義

143.83 虛無主義 Nihilism
虛無論入此

143.85 精神論 Spiritualism
精神主義入此

143.87 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參見191.3功利派

143.89 其他西洋哲學派別

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

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後現代

主義、結構主義、解釋學入此

143.9 馬克思主義哲學 Marxism
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

義入143.89

144 英國哲學 British
philosophy

.01-.09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144.1 十六世紀以前哲學家

144.2 十六世紀哲學家

144.3 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

144.32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
1626）

近世經驗哲學始祖

書例：新工具、學術進步論

144.33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

144.34 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

書例：知性論

144.35 牛頓（Isaac Newton, Sir,
1642-1727）

144.36 克德沃斯（Ralph Cudworth, 
1617-1688）

144.37 托蘭德（John Toland, 1670-
1722）

144.38 柯林斯（Anthony Collins,
1676-1729）

144.39 十七世紀其他英國哲學家

144.4 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

144.41 柏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

144.43 李德（Thomas Reid, 1710-
1796）

144.44 斯條雅得（Douglad Stewart, 
1753-1828）

144.45 其他蘇格蘭學派

常識哲學入此

144.47 休謨（David Hume, 1711-
1776）

書例：人性論

144.49 十八世紀其他英國哲學家

144.5 十九世紀前期英國哲學家

（1800-1860）

144.52 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
1832）

144.53 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
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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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經濟學說入550.1846

144.59 十九世紀前期其他英國哲學家

144.6 十九世紀後期英國哲學家

（1860-1900）

144.61 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達爾文主義入此

參見362.1達爾文學說

144.62 格林（Thomas Hill Green,
1836-1882）

144.63 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144.64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144.66 布拉德萊（Henry Bradley,
1845-1923）

144.67 鮑桑葵（Bernard Bosanquet, 
1848-1923）

144.68 西琪威克（Henry Sidgwick,
1838-1900）

144.69 十九世紀後期其他義大利英國

哲學家

144.7 二十世紀英國哲學家

144.71 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
1970）

144.72 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

144.73 麥克塔格特（John McTaggart
Ellis McTaggart, 1866-1925）

144.74 裘德（C.E.M. Joad, 1891-
1953）

144.75 穆爾（G.E. Moore, 1873-
1958）

144.76 亞歷山大（Samuel Alexander,
1859-1938）

144.78 羅斯（W.D. Ross, 1877-1971）

144.79 二十世紀其他英國哲學家

144.8 二十一世紀英國哲學家

145 美國哲學 American
philosophy

145.1 殖民時代美國哲學家（1500-
1750）

145.18 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696-1772）

145.19 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145.2 革命時代美國哲學家（1750-

1800）

145.24 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145.25 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145.26 佩恩（Thomas Paine, 1737-
1809）

145.27 衛沙本（John Witherspoon,
1723-1794）

145.28 亞玲（Ethan Allen, 1738-
1789）

145.29 普利斯特萊（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

145.3 十九世紀前期美國哲學家

（1800-1860）

145.31 庫柏（Thomas Cooper, 1759-
1839）

145.35 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145.36 拉烏克（Frederick A. Rauch,
1806-1841）

145.4 十九世紀後期美國哲學家

（1860-1900）

145.43 哈里斯（William Torrey
Harris, 1835-1909）

145.44 庫烈頓（James Ed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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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ighton, 1861-1924）

145.45 皮爾斯（Charles S. Pierce,
1839-1914）

145.46 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
1910）

145.47 羅耶士（Josiah Royce, 1855-
1916）

145.48 波溫（Borden Parker Bowne,
1847-1910）

145.49 十九世紀其他美國哲學家

145.5 二十世紀美國哲學家

145.51 杜威（John Dewey, 1859-
1952）

145.52 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

145.53 歇爾桑（Howard Selsam,
1903-   ）

145.59 其他

145.8 二十一世紀美國哲學家

146 法國哲學 French
philosophy

仿144英國哲學分，茲舉其著

名哲學家之號碼如次：

146.1 十六世紀以前法國哲學家

146.2 十六世紀法國哲學家

146.3 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

146.31 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146.32 伽桑狄（Pierre Gassendi,
1592-1655）

146.33 巴斯卡（Blaise Pascal, 1623-
1662）

146.35 猶哀（Pierre-Daniel Huet,
1630-1721）

146.39 十七世紀其他法國哲學家

146.4 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

146.41 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146.42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146.44 伏爾泰（Voltaire, 1694-
1778）

146.45 特爾巴克（Par Le Barou D’
Holbach, 1723-1789）

146.46 拉梅特里（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 1709-1751）

146.48 愛爾衛提烏斯（C.A.
Helvetius, 1715-1771）

146.49 第特羅（Denis Diderot, 1713-
1784）；達蘭倍爾
（D'Alembert, 1717-1783）

146.5 十九世紀前期法國哲學家

146.51 孔德（Auguste Comte, 1798-
1857）

146.52 康特耶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4-1780）

146.53 柯常（V. Cousins, 1792-
1867）

146.59 十九世紀前期其他法國哲學家

146.6 十九世紀後期法國哲學家

146.61 傑奈（Paul Janet, 1823-1899）

146.62 賴威遜（F?lix Ravaisson- 
Mollien, 1813-1900）

146.63 斯克列旦（Charles Secr?tan, 
1815-1895）

146.64 雷怒威（Charles Renouvier,
1815-1903）

146.65 來希烈（Jules Lachelier, 1832-
1918）

146.66 傅立葉（Alfred Fouillee,
1838-1912）

146.67 居友（Jean- Marie Guy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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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1888）

146.68 布特魯（Emile Boutroux,
1845-1921）

146.69 十九世紀後期其他法國哲學家

146.7 二十世紀法國哲學家

146.71 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
1941）

146.73 阿連（Alain, 1868-1951）即
Emile-Auguste Chartier

146.75 馬里丹（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

146.77 沙特（Jean Paul Sartre, 1905-
1980）

146.79 二十世紀其他法國哲學家

146.8 二十一世紀法國哲學家

147 德奧哲學 German and
Austrian philosophy

仿144英國哲學分，茲舉其著

名哲學家號碼如次：

147.1 十六世紀以前德奧哲學家

147.2 十六世紀德奧哲學家

147.3 十七世紀德奧哲學家

147.31 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Leibnitz, 1646-
1716）

147.32 吳爾夫（Freiherr von
Christian Wolff, 1679-1754）

147.39 十七世紀其他德奧哲學家

147.4 十八世紀德奧哲學家

147.41 鮑姆加敦（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1762）

147.42 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147.45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1804）

書例：純粹理性批判、實踐

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

康德學派入147.4591；新康

德學派入147.4592

147.46 耶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1743-1819）

147.47 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

147.48 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
1854）

147.49 福爾斯特（Georg Forster,
1754-1794）

147.5 十九世紀前期德奧哲學家

147.51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黑格爾辯證邏輯入154

147.52 倍奈愷（Friedrich Eduard 
Beneke, 1798-1854）

147.53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147.54 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

147.55 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

147.5592 史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 1808-
1874）

147.5593 鮑威爾（Bruno Bauer,
1809-1882）

147.56 洛采（Hermann Lotze, 1817-
1881）

147.57 馬克思（Karl Marx, 1818-
1883）

共產主義始祖，主張唯物辯

證法、唯物史觀、階級鬥爭

論、無產階級革命論和剩餘價

值論

參見549.34馬克思主義

147.58 費希納（Gustav Theo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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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hner, 1801-1887）

147.59 十九世紀前期其他德奧哲學家

147.6 十九世紀後期德奧哲學家

147.62 赫克爾（Ernst Heinrick
Philipp August Haeckel, 1834-
1919）

147.63 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 1842-1906）

147.64 馮特（Wilhelm Max Wundt, 
1832-1920）

實驗心理學始祖，影響科學

心理學

參見171實驗心理學

147.66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

147.67 倭鏗（Rudolf Eucken, 1846-
1926）

147.68 文得爾班（W. Windelband,
1848-1915）

147.69 十九世紀後期其他德奧哲學家

147.7 二十世紀德奧哲學家

147.71 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

現象學（Phenomenology）

始祖

147.72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147.73 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
1969）

147.74 石里克（Moritz Schlick, 1882-
1936）

147.79 二十世紀其他德奧哲學家

147.8 二十一世紀德奧哲學家

148 義大利哲學 Italian
philosophy

仿144英國哲學分，茲舉其著

名哲學家之號碼如次：

148.1 十六世紀以前義大利哲學家

148.2 十六世紀義大利哲學家

148.28 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

書例：太陽之都（Civitas

Solis）

148.3 十七世紀義大利哲學家

148.31 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148.39 十七世紀其他義大利哲學家

148.4 十八世紀義大利哲學家

148.43 加留比（Pasquale Galluppi,
1770-1846）

148.44 洛斯米尼（Antonio Rosmini,
1797-1855）

148.47 饒巴地（Vincenzo Gioberti,
1801-1852）

148.5 十九世紀前期義大利哲學家

148.52 倍拉（A. Vera, 1813-1885）

148.54 士巴邊大（Bertrando
Spaventa, 1817-1883）

148.59 十九世紀前期其他義大利哲學

家

148.6 十九世紀後期義大利哲學家

148.67 冉地利（Giovanni Gentile,
1875-1944）

148.68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

148.69 十九世紀後期其他義大利哲學

家

148.7 二十世紀義大利哲學家

148.8 二十一世紀義大利哲學家

149 其他西洋各國哲學 Other
western philosophy

149.1 荷蘭哲學

格羅底烏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入14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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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1 哈建士（Christiaan Huygens,
1629-1695）

149.12 求冷克斯（Arnold Geulincx, 
1624-1669）

149.13 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 1632-1677）

149.2 比利時哲學

149.3 西班牙葡萄牙哲學

149.4 俄國哲學

149.43 十八世紀以前俄國哲學家

149.435 羅蒙諾索夫（Mikhail Vasil’
evich Lomonosov, 1711-
1765）

149.437 拉吉舍夫（Aleksandr 
Nikolaevich Radishchev,
1749-1802）

149.44 十九世紀俄國哲學家

149.441 別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ielinkski,
1811-1848）

149.45 十九世紀後期

149.456 巴古寧（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
1814-1876）

149.458 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Gavrilovich Chernyshevsky,
1828-1889）

149.461 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

149.462 巴達耶夫（Nikolai
Berdiaev, 1874-1948）

149.6 其他歐洲各國哲學家

149.63 丹麥哲學

齊克果（Soren A.

Kierkegaard, 1813-1855）、

霍夫丁（Harald Hoffding,

1843-1931）入此

149.64 瑞士哲學

布倫勒（Emil Brunner,

1889-1966）、容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入此

149.7 其他美洲各國哲學

149.8 非洲各國哲學

149.9 澳洲各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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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邏輯總論 Logic：general

因明、因明學入137.17；名

學、辯學、名辯學入121.5

151 演繹邏輯 Deductive logic

同：演繹法、演繹

（Deduction）

152 歸納邏輯 Inductive logic

同：歸納法、歸納

（Induction）

[15 [.1] 因果律 Law of causality
宜入168.7

153 科學方法論
Methodology of science

以邏輯學觀點論科學方法者入

此

各學科之研究方法入各學科以

附表一031複分

154 辯證邏輯 Dialectical
logic

同：辯證法 （Dialectics）

黑格爾邏輯學入此

154.2 自然辯證法 Dialectics of nature

154.5 唯物辯證法 Materialist dialectics
辯證唯物論入549.32

155 模態邏輯Modal logic

同：哲學邏輯

（Philosophical logic）

155.1 道義邏輯 Deontic logic

同：義務邏輯、倫理邏輯、規

範邏輯

155.2 認識邏輯 Epistemic logic

155.3 時態邏輯 Tense logic

156 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

同：符號邏輯（Symbo l i c

logic）

156.1 命題演算

156.12 謂詞演算

156.13 類演算

156.2 後設數學（證明論）

156.3 計算理論和構造論

算法理論、組合邏輯入此

156.4 模型理論

156.41 非標準分析

157 概率 Probability

同：或然率、機率

158 專業邏輯 Specialty logic

158.1 律師

158.2 立法者

158.3 商人

158.4 醫生

158.5 教師

158.6 宗教家

158.9 其他專業邏輯

159 邏輯各論 Logical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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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 基本規律

159.2 概念 Concept

159.3 判斷 Judgement

159.4 推理 Inference
辯論入此

159.5 謬誤 Fallacy
詭辯入此

159.6 論證 Argument

159.7 假說 Hypotheses
同：假設

159.8 三段論 Syllogism

159.9 其他邏輯各論

82

中文圖書分類法

哲
學
類



160 形上學總論
Metaphysics：general

161 知識論
Epistemology

同：認識論

對認識之批判研究，即對人的

認識能力之有效性及範圍之探討

161.1 經驗論Empiricism

161.2 理性論Rationalism

161.3 懷疑論Skepticism

161.4 不可知論 Agnosticism

161.5 實在論Realism

161.6 觀念論Idealism

161.7 神秘主義 Mysticism
同：密契主義

161.8 批判論 Criticism
同：批判主義

161.9 獨斷論 Dogmatism
同：教條主義

162 方法論Methodology

以邏輯學觀點論科學方法者入

153；各學科之研究方法入各學

科以附表一031複分

163 宇宙論 Cosmology

同：自然哲學（Philosophy

of nature）

以具有生命和無生命的自然界

為研究對象的學問

創世論（自然神學）入216.6

參見137.14印度哲學宇宙論；

220.117佛教宇宙論；323.9宇宙

163.1 宇宙即神論 Pantheism
同：泛神論

163.4 宇宙命定論 Cosmic fatalism

163.5 宇宙發生論 Cosmogony

163.7 宇宙動態論 Cosmological
dynamism

164 本體論 Ontology

同：存有學、存有論

164.1 存有 Being

164.2 現象 Phenomenon

164.3 本體 Noumenon
同：物自身（Thing in

itself）

164.4 實體 Substance

164.5 屬性 Attribute

164.6 共相 Universal

164.7 個物 Particular

164.8 本質 Essence

164.91 存在Existence

164.92 可能世界 Possible worlds

165 價值論 Value

166 真理論 Theory of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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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宇宙論問題各論
Cosmology problem
topics

168.1 空間論 Space

168.2 時間論 Time
參見327.5計時法

168.3 運動 Motion；變化 Change

168.4 物質論 Matter

168.5 力 Force

168.6 數與量 Number and quantity

168.7 因果律 Law of causality

168.8 目的論 Teleology

168.91 自然律 Natural law

168.92 一元論Monism

168.93 多元論 Pluralism

169 存有論問題各論
Ontology problem topics

169.1 身心關係 Body-mind relation
同：心物問題（Mind-body

problem）

169.2 決定論與自由意志

Determinism and free will

169.3 自然神學 Natural theology
同：上帝存在證明（Proof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參見216宗教觀念與思想

169.4 存有學證明 Ontological proof

169.5 宇宙論證明 Cosmological proof

169.6 設計論證 Design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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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心理學總論
Psychology：general

170.1 心理學理論

170.12 方法論

測驗法入179；實驗法入

171；精神分析法入175.7

170.16 心身關係

170.161 二元論

170.162 交感論

170.163 並行論

170.166 一元論

170.167 唯物論

170.168 唯心論

170.18 心理學派別

170.181 構造派

分析心理學、要素心理學

入此

170.182 完形派 Gestalt
同：格式塔心理學

（Gestalt psychology）

170.184 機能派 Functionalism
綜合心理學、機能心理學

入此

170.188 行為派

瓦特生（John B.

Watson, 1878-1958）所倡

170.189 精神分析派

Psychoanalytic school

參見175.7精神分析學

170.9 心理學史

171 心理學研究方法
Psychology research
methods 

實驗心理學（Experimental

psychology）入此

171.1 實驗法

171.2 儀器

171.3 試驗室

171.4 電生理技術

171.5 條件反射研究法

171.6 觀察法

171.7 測驗法

心理測驗入179.1

參見179心理計量

171.8 心理統計法

[17 [.9] 精神分析法
宜入175.7

172 生理心理學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同：心理生物學、行為神經科學

論心理學之生理學的基礎

172.1 神經心理學

172.2 感官生理心理學

172.3 內分泌與心理

172.4 精神藥物與心理

172.5 神經化學與心理

172.7 性心理

172.8 環境心理學

172.81 居住環境與心理

172.82 建築、音響、照明與心理

172.83 生態環境與心理

172.86 特殊環境與心理

高空、高溫、高壓、深海之

生理心理反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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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 心理衛生

心理健康入此

173 一般心理 General
psychology

173.1 兒童心理學 Child psychology
青少年心理學入此

173.11 身體

173.12 心理

173.16 變態兒童

過動兒入此

受虐兒童入548.13；家庭暴

力入544.18

173.17 兒童問題

173.18 女童心理

173.19 嬰兒心理學

173.2 青年心理學 Youth psychology

173.3 成人心理學 Adult psychology

173.31 女性心理學

173.32 男性心理學

173.5 老年心理學 Aging psychology

173.6 發展心理學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心理發育 Mental
development

173.7 品格；個性；人格

173.71 差異心理學 Differential
psychology

173.72 性差異

173.73 類型心理學

神經類型與氣質入此，如：

外向型、內向型

173.74 個性心理學

173.741 自我

自我實現、自我肯定入

177.2

173.742 自恨

自我怨恨、自我毀傷入此

173.743 自制力；自信；自衛

173.75 人格心理學 Personality
psychology

173.76 人格的形成

173.761 性格

173.762 興趣

173.763 能力

173.764 信念；意志

173.77 人格的發展與改變

173.78 人格評價

人格測驗方法入179.6

173.8 集體心理學

[17 [.9] 種族心理；民族心理學

Ethnopsychology
宜入535.7

174 比較心理學 Comparative
psychology

動物心理學、植物心理學入此

175 離常心理學 Abnormal
psychology；超心理學
Parapsychology

同：變態心理學

175.1 夢 Dream；睡眠 Sleep

175.2 天才 Genius
資賦優異入此

175.3 低能心理

175.4 機體的心理變態

175.5 機能的心理變態

175.6 精神病態心理

參見415.98-.99各種精神疾病

175.61 瘋狂

175.62 狂喜

175.63 臆病

175.64 羊癇

175.65 憂鬱

175.66 臆思

175.7 精神分析學 Psycho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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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所創

析心術、潛意識之研究入此

參見170.189精神分析派

175.8 催眠術 Hypnotism；暗示
Suggestion

175.9 心靈研究 Psychical research
心理幻術入此

超感覺知覺入176.28

參見296通靈術

175.92 讀心術Mind reading

175.94 透視力 Clairvoyance；心靈感
應 Telepathy

千里眼、傳心術入此

176 心理學各論 Special
treatises on psychoology

176.1 感覺 Sense
參見398.29感覺生理

176.11 心理物理學 Psychophysics
專研感覺與外界刺激之關係，

德國費希納（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所創

176.12 視覺 Visual perception

176.13 聽覺 Auditory perception

176.14 嗅覺 Olfactory perception

176.15 味覺 Gustatory perception

176.16 觸覺；皮膚感覺；痛覺

Tactile perception

176.17 氣溫覺

176.18 肌肉覺；平衡覺

醉入此

176.19 其他感覺

176.191 感知

176.193 行動

176.2 知覺 Perception

176.23 各種知覺

176.231 色彩

176.232 空間知覺

176.233 時間知覺

176.234 運動知覺

176.25 知覺恆常性

大小、形狀、亮度

176.26 知覺組織性

完整、封閉、群集

176.262 反應

176.27 錯覺；幻覺

176.28 超感覺知覺

176.29 模擬

176.3 注意；記憶；學習

認知心理學（Congitive psy-

chology）入此

關於學科學習者入教育心理學

為宜

參見521.1學習心理

176.32 注意

176.33 記憶

176.338 助記方法

176.34 學習心理學

176.341 制約學習

176.342 模仿學習

176.343 認知學習

176.344 技能學習

176.345 符號學習

176.346 語文學習

176.347 聯想學習

176.35 遺忘

176.37 想像 Imagination

176.39 其他

176.4 思維 Thought

176.41 直覺 Intuition

176.42 概念；觀念 Ideas

176.43 抽象 Abstraction

176.44 反省 Reflection

176.45 判斷 Judgement
參見159.3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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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6 推理Reasoning
參見159.4推理

176.47 期望 Expectancy

176.48 境況 Set

176.49 語言

176.5 情緒 Emotion；感情 Feelings

176.51 喜悅與痛苦

176.52 情緒

寂寞、哭泣、笑、憎恨、頹

喪入此

176.521 嫉妒

176.522 愛惡

176.524 自覺

參見192.4自覺、自省

176.525 同情

176.526 畏怯；害羞

176.527 憂慮

176.528 驚訝

176.53 興奮與沉靜

176.54 緊張與弛緩

心理壓力入此

176.55 感情

176.56 憤怒；復仇

176.58 情緒理論

176.581 詹蘭二氏理論 James-Lange
theory of emotion

176.582 康巴二氏應急論 Cannon-
Bard theory of emotion

176.583 歸因論 Attribution theory

176.584 促動論 Activation theory

176.585 認知評價理論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176.589 其他情緒理論

176.6 本能 Instinct

176.61 性本能

176.62 禁抑

176.63 母性驅力

176.64 飢渴

176.65 各種欲求

探索、好奇、好勝、成就、

支配、服從、依賴等

176.7 行動 Movements

176.74 習慣 Habits

176.75 適應 Adaptability
適應法入178.2

176.76 工作與疲勞

176.77 各種動作

176.78 反射動作

176.79 交替反應

176.8 意志 Volition
行為心理學入此

176.83 自由意志

176.84 有意動作

176.85 行為動機Motivation

176.86 欲望

176.87 病態

176.88 測驗

176.9 意識 Consciousness
潛意識入此

176.95 意識形態 Ideology

177 應用心理學 Applied
psychology

以下僅列較普遍的項目如下：

凡用心理學原理解釋他種現象

者，均得入此類，欲將與心理學

有關之學科類歸一處者，可利用

此目；但此種著作以入各類為宜

宗教心理學入211.4；佛教心

理學入220.14；廣告心理學入

497.1；教育心理學入521；社會

心理學入541.7；犯罪心理學入

548.52；藝術心理學入901.4

177.1 溝通心理學

177.2 成功的人生

成功法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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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 人際關係

參見541.76人際關係論

177.31 與家屬關係

177.32 與朋友關係

177.33 與鄰居關係

177.34 與同事關係

177.36 與一般人關係

177.4 訪談；談判

177.5 領導

參見541.776領導論

177.6 合作

177.7 職業興趣

177.9 其他

178 臨床心理學 Clinical
psychology

178.2 適應法

178.3 心理診斷：心理輔導；行為改變術

團體輔導入此

178.4 諮商；面談法

178.5 精神分析療法

178.8 心理治療 Psychotherapy
團體治療入此

參見415.97精神疾病治療法

179 心理計量 Psychometrics；
心理測量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教育測驗入521.3

179.01 理論

179.09 歷史與發展

179.1 心理測驗 Mental test

179.2 智力測驗 Intelligent test

179.3 性向測驗 Aptitude test
能力測驗、職業與興趣測驗入此

179.4 成就測驗 Achievement test

179.5 測驗工具；測驗表格

179.6 人格測驗 Personality test

179.61 筆跡測驗 Handwriting test

179.62 問卷測驗 Questionnaire test

179.63 投射測驗 Projective test

179.631 羅夏克測驗 Rorschach test

179.632 主題統覺測驗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179.64 情境式測驗 Situational test

179.7 測驗結果之解釋

測驗統計、測驗評量入此

179.8 測驗結果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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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美學總論 Esthetics：
general

依總論複分表複分

參見901.1藝術哲學

180.1 美學原理

180.14 審美心理學

180.15 審美社會學

180.3 審美教育學

美育、美感教育入此

180.7 美學論叢

180.8 美學叢書

180.9 美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80.92 中國美學史

180.93 東方美學史

181.94 西洋美學史

181 美意識 Beauty
consciousness

182 美與感覺 Beauty and
perception

183 美之形式 Forms of
beauty 

183.2 和諧美

183.3 對稱美

183.4 對比美

183.5 比例美

183.6 數量美

183.7 力量美

183.8 黃金分割率

184 美之內容 Contents of
beauty 

184.1 自然美

人體美入此

184.2 藝術美

184.3 社會美

184.4 科學美

184.5 其他

185 審美情感 Aesthetic
feelings

185.1 美感

185.2 詼諧

185.3 諷刺

185.4 崇高

185.5 優美

185.6 壯美

185.7 滑稽

185.8 幽默

186 審美判斷 Aesthetic
judgment 

188 各派美學 Aesthetic
factions

188.1 希臘古典美學

188.2 德國古典美學

188.3 現象學美學

存在主義美學入此

188.4 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

188.5 解構主義美學

結構主義美學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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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 接受美學

188.7 詮釋學美學

188.8 精神分析美學

188.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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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倫理學總論 Ethics：
general

190.9 倫理學史；道德哲學史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91 倫理學理論 Ethics
theory

191.1 規範倫理學 Normative ethics

191.11 快樂主義 Hedonism

191.12 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
同：功利主義

191.13 利他主義 Altruism
兼愛論、公義入此

191.14 利己主義 Egoism
自我論、自私、私利入此

191.15 義務論 Deontology
同：道義論

191.16 德性倫理學 Virtue ethics

191.2 後設倫理學 Meta-ethics

191.21 自然主義 Naturalism
自然論、認知主義入此

191.22 直覺主義 Intuitionism

191.23 情緒主義 Emotivism

191.24 規約主義 Prescriptivism
同：指令論

191.25 唯理主義

191.4 演化論與倫理學

191.6 人性論 Theory of human nature

191.61 性善說

191.62 性惡說

191.63 性有善有惡說

191.64 性無善惡說

191.9 人生哲學

191.91 生命哲學

191.92 人生觀

世界觀入此

依著者所屬國家詳分

佛教人生觀入220.113

192 個人倫理；修身
Individual ethics

192.1 修身

生活規範、個人倫理、處世

法、生涯規畫、成功法入此

192.11 兒童

192.12 學生

192.13 青年

192.14 成年

192.15 婦女

書例：內訓（仁孝文后）

192.2 德目

192.21 誠實

192.22 仁愛

192.23 三達德

同：智仁勇

192.24 四維

同：禮義廉恥

192.25 五法

同：仁義禮智信

192.26 五倫

192.27 六守

同：仁義忠信勇謀

192.28 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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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192.3 修養；社交禮儀

192.31 禮貌；儀節

192.32 談話；口才

192.33 儀容

192.4 自覺；自省

192.5 簡化生活

192.6 習慣；惡習

煙酒嫖賭、奢侈入此

參見548.8社會病態

192.8 格言；箴言；金言

參見539.6俗語、歇後語；

539.9諺語

192.9 善行

192.91 勸善

192.92 善舉

好人好事事蹟入此

193 家庭倫理 Family ethics

各種家訓入此

家庭制度入544.1；性倫理入

194

193.1 孝經

孝道入此

依經書複分表複分

參見096孝經（第二法）

193.2 父母

193.3 子女

193.4 夫妻

193.5 兄弟姊妹

193.6 親戚

193.7 婆媳

193.8 主僕

193.9 其他家庭倫理

194 性倫理 Sexual ethics；
婚姻Marriage

婚姻風俗入538.4；婚姻制度

入544.3；婚姻法入584.41

參見544.7兩性關係

194.1 婚姻；離婚

194.2 貞操；童貞

194.3 戒淫；禁慾

194.4 獨身主義

194.5 好色

194.7 戀愛

195 社會倫理 Social ethics

同：社會道德

社會風氣入542.9

195.1 公德

195.2 博愛；同情；互助

195.3 讒謗；誹謗

195.4 守約

195.5 賄賂

195.6 朋友

友誼入此

195.7 師生

尊師入此

195.8 運動倫理

195.9 遊藝倫理 Ethics of recreation
遊藝應守之道德入此

遊藝；娛樂；休閒活動入990

196 國家倫理 State ethics

196.1 公民學 Citizenship

196.2 帝範

依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複分

書例：帝範（唐太宗）入

196.241

196.3 官箴；公務員規範

依中國作家時代區分表複分

參見57 2 . 4 2公務員規範；

573.42吏治要覽

196.5 武德；軍人魂；武士道

騎士精神入此

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

196.7 愛國思想 Patri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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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戰爭倫理

196.9 國際倫理；和平

197 生命倫理學 Bioethics

生死觀、生死學、死亡學入此

197.1 生命醫學倫理學 Biomedical
ethics

醫療倫理入198.41；護理倫理

入419.61619

參見410.1619醫學倫理學

197.11 墮胎

197.12 安樂死

197.13 複製人

197.14 基因倫理

基因工程入368.4

197.2 死刑

197.3 自殺

197.4 動物倫理學 Animal ethics
動物權入此

動物保護入548.38

197.5 環境倫理學 Environmental
ethics

198 職業倫理 Professional
and occupational ethics

家庭倫理入193；性倫理入

194；社會倫理入195；運動倫理

入195.8；遊藝倫理入195.9；國

家倫理入1 9 6；戰爭倫理入

196.8；國際倫理入196.9；生命

倫理學入197；生命醫學倫理學

入197.1；動物倫理學入197.4；

環境倫理學入197.5；廣告倫理

入497.19，其餘依類分，例如：

198.3 科學倫理

198.3129 資訊倫理

198.4 科技倫理

198.41 醫療倫理

醫學守則、醫病關係、照護

倫理入此

參見197.1生命醫學倫理

學；410.1619醫學倫理學

198.43 農業倫理

198.44 工程倫理

198.48 商業倫理

198.49 企業倫理

198.52 教育倫理

198.54183 媒體倫理

198.57 政治倫理

198.58 法律倫理

198.89 新聞倫理

同：新聞道德

199 道德各論Moral topics

宗教道德入212

199.1 善惡

199.2 是非

199.3 真偽

199.4 美德

199.5 惡德

199.6 本分；責任；義務

199.65 勇氣

199.7 義氣

199.8 愛

戀愛入194.7；博愛入195.2；

友愛入195.6

199.9 其他道德論

199.91 質樸

個人簡化生活入192.5

199.92 道德運動

199.921 新生活運動

199.922 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

199.923 莊敬自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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