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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龍國文教室：圖書目錄 

國學的分類及範圍 

時代 編者 書名 內容介紹 備註 

西漢 劉向 別錄 不詳，劉歆撮其旨要分門別類以成七略 

兩者合稱為我國目錄學之祖 
西漢 劉歆 七略 

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

數術略、方技略 

東漢 班固 漢書藝文志 
漢志雖採七略的分法，但實際的分類僅有六

類。 
 

唐 魏徵 隋書經籍志 分為經、史、子、集四部 
最早直接採用經史子集四部

分類 

清 紀昀 四庫全書 

經部：『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

總義、四書、樂、小學（《爾雅》、《說文》）』

等 10 類。 

 

史部：『正史』、『編年』、『國別史』、『紀事本

末』、『雜史』、『詔令奏議』、 

『傳記』、『史鈔』、『戴記』、『時令』、『地理』、

『職官』、『政書』、『目錄』、『史評』等 15 類 

 

子部：『儒家』、『兵家』、『法家』、『農家』、

『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

『譜錄』、『雜家』、『類書』、『小說』、『道家』、

『釋家』等 14 類之書 

 

集部：集部的作品是純文學的作品。 

包括『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

『詞曲』等 5類。 

 

※我國最早的史書是《尚

書》，被列入經部；編年體

的《左傳》也被列入『經

部』。 

※地理志亦歸入此類，如酈

道元的《水經注》 

※《孟子》屬於經部，不屬於

子部 

※『小說』雖被列為『子部』，

但『章回小說』並未編入 

※《詩經》雖為我國第一部詩

歌總集，但被列為『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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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演練 

1. 下列有關我國古代典籍或作品與四庫分部的歸類，何者正確？ 

(A)聊齋誌異—子部；左傳—經部  

(B)大學、中庸—經部；貞觀政要—史部  

(C)呂氏春秋—子部；文心雕龍—集部  

(D)楚辭—集部；《劉向．別錄》—史部  

(E)詩品—集部；東坡樂府—子部。 

2. 張潮《幽夢影》：『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

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依他的看法，秋天適合讀那些書籍？ 

（A）《世說新語》、《紅樓夢》    （B）《道德經》、《南華經》 

（C）《六祖壇經》、《水經注》    （D）《孟子》、《莊子》 

3. 清龍老師出了一份作業，內容是宋朝蘇東坡文辭賞析，請問在下列那一本書無法尋得資

料？ (Ａ)唐宋八大家文鈔  (Ｂ)古文觀止  (Ｃ)古文辭類纂  (Ｄ)玉臺新詠。   

4. 中國最大百科全書，當非乾隆所修之四庫全書莫屬，其中『經、史、子、集。』四類分

類，最為歷代學者所研究，請問以下何者能合於四庫的分類？ 

 

 

 

 

 

 

 

5. 如果你到圖書館借閱有關李白的詩作，下列哪一書籍應列為優先？  

(Ａ)「全宋詞」 (Ｂ)「昭明文選」 (Ｃ)「太平廣記」 (Ｄ)「全唐詩」 

6. 如果你到圖書館借閱有關陶淵明的詩作，下列哪一書籍應列為優先選擇？  

(Ａ)「資治通鑑」 (Ｂ)「世說新語」 (Ｃ)「唐詩三百首」 (Ｄ)「昭明文選」。 

7. 類書是針對某一類知識或事物加以匯集而編排的工具書，下列何者不屬之  

(Ａ)《古今圖書集成》 (Ｂ)《太平御覽》 (Ｃ)《中國大百科全書》 (Ｄ)《三禮經

義》。 

8. 就經、史、子、集所收入的書籍而言，下列歸類，何者有誤  

(Ａ)經部：《四書》 (Ｂ)史部：《左傳》  

(Ｃ)子部：《中國歷代哲學文選》 (Ｄ)集部：《唐詩三百首》。 

9. 下列何者是《四庫全書》有收錄者  

(Ａ)章回小說 (Ｂ)詞、曲 (Ｃ)雜劇 (Ｄ)明代傳奇。 

  

	  

 經 史 子 集 

（A） 詩經 資通－赤壁之戰 道德經 赤壁賦 

（B） 國殤 三國志草船借箭 竇娥冤 詩品 

（C） 論語 馮諼客孟嘗君 世說新語 稼軒長短句 

（D） 中庸 新五代史伶官傳 孟子 昭明文選 

（E） 爾雅 伯夷列傳 欒城集 鶯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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