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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普世价值”到“中国化”：近代教会大学图书馆

功能演变∗ ∗

吴民祥

摘　 要　 与近代教会大学相伴而生的教会大学图书馆，在基督教“普世价值”的主导下，首先扮演着西学东渐的

角色，但是面对中华文化强大的包摄力与自我认同，不断做出调整。 主要表现在：馆藏文献不再以宗教书籍为主，

门类和数量有所增加；出版学术书刊，服务乡村建设与研究；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推动民众教育；在抗战的特殊

环境中参与民族解放运动。 近代教会大学图书馆的“中国化”，体现了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的去“文化涵化”现

象，其功能经历了由“传教士”到“教育家”再到“社会家”的演变过程，不失为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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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教会大学是西方基督教教会与传教士

在华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虽然在中国只存在

半个多世纪，学校数量也仅有 ２０ 多所（基督新

教各差会①及教会人士创办的大学有 １３ 所），但

作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社会的载体之一，教会

大学扮演着多重角色。 一方面，它试图将基督

教作为“普世价值”流布于中华大地；另一方面，
又承担着西学东渐，传播科学，培养人才以服务

０５９

① 差会是教会的一种宣教组织，可以差派宣教士去异地宣教，差会要负责宣教士的生活费用，宣教士要对

差会负责，向差会汇报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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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事业的任务。 肩负“传道”与“教育”的双

重使命，面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近代中国剧变

的社会环境，教会大学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内在

矛盾，不得不做出调整。 作为大学核心部分的

图书馆，其功能演变的轨迹体现了教会大学不

断变革而日渐走向“中国化”的过程。
就学界对教会大学图书馆的研究成果来

看，已超越了“革命范式”，立足于 “现代化史

观”，从图书馆学的角度考察图书馆（藏书、管
理、建筑等）的客观史实，尚未涉及图书馆功能

演变之研究。 本文试图从“全球地域化”①的文

化冲突新视角，审视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功能演

变，以期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

中西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历史。

１　 差会使命：宗教服务的场所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前，教会设立高等学校，
“其初心主旨，有欲以为养成牧师、教长之资

者；……更有出于通常宗旨，欲以扩充基督教势

力范围者；藉兹方法为华人通译教义者……” ［１］

因此，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的教会大学图书馆，

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为基督教服务上，无论是藏书

种类还是服务对象，都围绕着传播“福音”展开。

１ １　 西文书籍的“藏书楼”
早期的教会大学是在“学校首先是传教机

关，其次才是教育机关”的氛围中开办的。 不少

传教士认为，由于宗教同文化的各个方面是有

密切联系的，西方的政治机构、科学和文学即使

不是基督教的产物也是依赖于基督教的。 既然

基督教与西方文明因此而成了同一种东西，那
么输入西方知识便成了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手

段［２］１８ 。 因此，为使西方文化“涵化”②中华文

化，无论是出于传教的目的，抑或教育的目标，
教会大学对西文书籍都有较大需求，图书馆重

视西文书籍的收藏，“其时所藏书籍，多属西文，
均为美国人士捐赠者” ［３］ 。 如圣约翰大学罗氏

图书馆“以施主教所藏中文书数部，及文主教宅

内所藏圣公会英文宗教书数种” ［４］１ 。 而金陵大

学图书馆“在宣统三年八月，仅有西文书 ２ ２５０
册，却没有中文书的记载” ［５］ 。 表 １ 显示教会大

学图书馆的西文书籍“藏书楼”之性质。

表 １　 三所教会大学图书馆中西文书籍对比表

学校名称 时间 中文藏书（册） 百分比（％） 西文藏书（册） 百分比（％）

燕京大学［６］６５ １９１９ １５ ０００ ６０ １０ １００ ４０

金陵大学［７］

１９１１ ２ ２５０

１９１３ １ ７０２ ２３ ５ ６７４（含小册子西文农书） ７７

１９１４ ２ ４９５ ２８ ６ ３０８（含小册子西文农书） ７２

圣约翰大学［４］１８

１９０９ １ ０９０ 多 ２８ ２ ８００ ７２

１９１１ ４ ４３２ ４７ ５ ０００ 多 ５３

１９１９ ５ ６００ ３３ １１ ３００ ６７

０６０

①

②

全球地域化是一个强调兼具双向及互动关系的概念。 它不仅关注“全球化”，也关注“地域化”，更寻求

两者之间的关系。 参见：吴梓明．全球地域化：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新视角［Ｊ］ ．历史研究，２００７（１）：１８０－１８８．
文化涵化是一种横向的文化冲突之结果。 当两种异质文化相遇，不是两种文化之间一方向另一方的主

动借取，而是一种文化强迫另一种文化接受自己。 面对比自己强势的文化，弱势一方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文化涵

化必然带来文化殖民主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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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中西文书籍所占馆藏的比例，显示

了教会大学图书馆对西文书籍的重视程度，“所

藏书籍中，主要还是传教士私人的一些参考

书” ［２］６０ ，图书馆成为服务于西方宗教教育的

场所。

１ ２　 特定的读者群体

早期教会大学图书馆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在

校师生，图书馆对借书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如燕

京大学图书馆规定 “ 除本校师生外， 概不借

出” ［８］ ，圣约翰大学图书馆规定“凡本校教职员

学生均得享受借阅之权利，同学会中暨校外人

士之经特别介绍而认可者，亦得来馆借阅” ［４］１２ 。
教会大学师生教徒或信教比例甚高。 据美

国平信徒调查团调查，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中国

的基督教大学 １３ 所，共有教职员 ７００ 余人，其中

２ ／ ３ 为华人，基督徒占 ２ ／ ３，１ ／ ３ 为西人，基督徒

超过半数。 学生 ４ ０００ 人，基督徒占半数，其中

女生为 １ ／ ４，女生基督徒百分率较男生为高［９］ 。
收回教育权运动前，教会大学师生的基督徒比

例更高。
为保持教会学校特性，教会学校要求：“至

少须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是由基督徒的家庭

来的，或者他们本人是已做基督徒的。” ［１０］ 据统

计，１９２４ 年，齐鲁大学基督教徒学生比例高达

８９％，１９３４ 年，学生信徒仍为 ７０％ ［１１］ 。 金陵女

子大学“学生对宗教课程兴趣极高，不亚于听其

他课程的兴趣” ［１２］ 。 燕京大学在初办时期只招

收基督徒学生［１３］ ，单是用于发展宗教教育的经

费，已是占整所大学预算开支的 １６％ ［１４］ 。 以上

资料显示，早期教会大学“基督化”，有着浓郁的

宗教教育氛围。
教会大学的宗教性质与师生的高教徒比

例，影响了图书馆读者群体的阅读倾向，对宗教

书籍需求大，图书馆的藏书中宗教书籍也占有

较大比例。 据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林语堂回忆：
“当时圣约翰大学藏书五千册，有三分之一是与

神学有关的。” ［１５］ 反映了初创时期教会大学图

书馆的宗教服务功能。

１ ３　 管理人员的西化

教会大学图书馆创建之初主要是由西方传

教士管理馆内一切事务，如圣约翰大学的海施

女士，原为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图书馆馆员，曾在

美国各地担任图书馆职十余处。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校中聘海施女士为馆长，考正书籍实数，更订借

书规程，整理原有书籍，增加阅览登记册，从事

兴革不遗余力。 书籍流通之数，遂以激增。” ［４］３

１９１３ 年，美国图书馆学专家克乃文在金陵大学

主持图书馆工作时，在该校文科专业首次开设

了图书馆学课程，直接向中国输入近代化的图

书馆学知识。 １９１５ 年秋，克乃文先生担任金陵

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在此期间，他不仅积极致

力于图书馆各项业务的发展，还推荐馆内的青

年人士去美国留学。
西籍传教士管理图书馆，虽能提升图书馆

业务水平，却更适合差会传播“福音”的需要，体
现了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宗教”色彩。

早期教会大学图书馆服务宗教的使命，脱
离了中国国情，也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兴起的民族

运动相矛盾。 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这种意识的

政治化，始终在同西方文明影响的对抗中强有

力地发展着［２］２ 。 教会大学的办学目标不得不调

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中国环境，图书馆的功能

日渐转移到为学术服务的教育轨道上。

２　 中国化转向：学术服务的中心

早在现代差会到达中国以前，中国人就有

了反基督教的传统，１９ 世纪传教士的到来更使

这种传统普遍与强化。 ２０ 世纪初，随着中国政

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民族革命情绪日益高涨，自
成系统、依仗治外法权、宣传西方宗教的教会大

学成为最直接的攻击目标。 ２０ 年代的收回教育

权运动和北伐战争更使许多传教士认识到教会

大学本土化与世俗化的必要性，“当他们开始比

较了解中国文化而尊重中国文化时，他们便试

着使西学与技术来适应中国国情” ［２］９０ ，更多地

强调教育目的，提高学术水平，以便为自己争取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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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生存空间。 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功能亦转

向为以学术为中心，服务于中国教育。

２ １　 馆藏数量增加

教会大学的中国化使得图书馆从建筑设

备、管理体制，到人员和馆藏结构等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 馆内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各项工作

越来越专门化、专业化，藏书结构由初创时期的

以西文书籍为主逐渐转变为以中文书籍为主，
而且藏书种类逐渐丰富起来。 在短短的二十余

年时间里，教会大学图书馆藏书量在全国大学

图书馆中名列前位。
１９２６ 年冬，新落成的燕京大学图书馆，可藏

书籍三十万册。 “本馆之建筑虽如是宏大，然因

师生书籍激增，近已感觉狭小。” ［１６］ 燕京大学图

书馆从初创时期的数百本图书发展到 １９３０ 年的

１６５ ０００ 册，在国内大学图书馆藏书排名中仅次

于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位居第二位［１７］ 。 丰富

的藏书为服务学术奠定了基础。
金陵大学图书馆在此时期也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 据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教育季刊》记载，“本馆

近来颇有扩充。 需用图书馆者日见甚多。 图书

馆藏现有中文书籍 ４０ ７２４ 册、西文书籍 １３ １５８
册、杂志 ２４ ７１１ 册，馆内办事人员均于图书馆学

深有经验者。” ［１８］ 至 １９２７ 年底，“该校图书馆设

备完全，无与伦比” ［１９］ 。
据 １９３５ 年的统计，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藏

书以地志及丛书为大宗。 其中，地志 ２ ５００ 余

部，２４ ０００ 余册，居全国第二位；丛书 ３００ 余部，
１７ ０００ 余册；类书共 ７０ 余种，５ ０００ 余册。 西文

藏书，以农业、生物、理化、文学、社会学、历史类

见长，“各学术团体之刊物尤可重视”。 另有丰

富特藏、小册。 杂志、公报中文部分 ７２０ 余种，
２６ ０００余册；西文 ４６０ 余种，４１ ０００ 余册。 抗战

爆发前，藏书达到 ３１７ ８３９ 册［２０］６７ 。 馆藏学科门

类广泛、特藏丰富、中西学术书刊众多，既是图

书馆服务于学术的需要，也是图书馆学术化发

展的结果。

此外，向中国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得到了

国民政府的资助。 １９３６ 年，金陵大学图书馆获

得由政府奖助的 ３０ 万巨资，建成了新的图书馆。
对此，《私立金陵大学要览》有所记载：“华构嵯

峨，蔚为大观，高楼三层，书库占用大半，重重叠

叠，卷籍琳琅，正向国外订制钢铁书架，并充实各

项设备，力求具备现代大图书馆之典型。” ［２０］６６

据 １９３６ 年的统计，当时全国公私立大学图

书馆馆藏数量超过 ２０ 万册的有 ５ 所，燕京和金

陵名列其中，且燕京大学馆藏 ２８５ ０８３ 册，超过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 ２７９ ３６３ 册）和北京大学

图书馆（２３７ ０００ 册），位居第一［２１］ 。 虽然国立大

学的发展对教会大学造成较大压力，但教会大学

积极调整，宣传为学术服务之理念，使得图书馆

得以快速发展，“尤以所藏图书为丰富，全国大学

图书四分之一为基督教大学所有” ［２２］ 。 丰富的

藏书为更好地服务于学术和教育奠定了基础。

２ ２　 学术著作刊物的出版与收藏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教会大学加快了中国化与

世俗化的步伐，“传教士们比以前更重视中国文

化，他们纷纷努力使学校的课程适应现代中国

的需要” ［２］２６０ 。 基于教育与学术的需要，教会大

学积极出版学术专著、学术期刊、汇编等，其中

包括教会大学图书馆出版的众多图书，在中国

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燕京大学图书馆从 １９３１ 年开始出版书刊，

《燕京大学图书馆报》１９３８ 年第 ２９ 期刊登了“燕
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书目”，从中可见当时出版书

籍的概况（见表 ２）。 出版物主要涉及中国文史

研究，显示了燕京大学的汉学研究水平。
《燕京大学图书馆报》是当时国内鲜有的大

学图书馆刊物。 该报从 １９３１ 年第一期到 １９３９
年最后一期，每期都刊登图书馆新到书籍目录。
以下列举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新增中

日文书籍要目，以显示燕京大学图书馆学术化、
中国化的发展趋向（见表 ３、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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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书籍书目（部分） ［２３］

书名 作者 书名 作者

竹汀经史子答问分类辑 王伊同 悔翁词钞五卷 汪士奇（清）

法国政府赠燕京大学书籍目录 （非卖品） 悔翁笔记六卷 汪士奇（清）

万历三大征考 茂瑞徵（明） 中国地方志备徵目 朱士嘉

太平天国起义记 简义文 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 邓嗣禹

宋程纯公年谱 杨希闳（清） 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 （非卖品）

悔翁诗钞十五卷 汪士奇（清） 燕京大学图书馆简明使用法 （非卖品）

表 ３　 １９３２ 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新增中日文书要目（摘选） ［２４］

书名 著者 书名 著者

国朝古文所见集 陈兆麟 北征日记 由云龙

薛文清公集 薛瑄 天台山方外志略 齐召南

虹桥老屋遗稿 秦湘业 金忠节公文集 金声

东周列国全志 蔡界 昌平山水记 顾炎武

曼殊小说集 苏曼殊 山左明诗钞 宋弼达

世界小说名著提要 查士元 中山沿革志 汪揖

气象学 狄克逊 古代东方 何甲斯

论语注 康有为 土地经济论 河田嗣郎

现代民族问题 郭真 铁路政见录 徐原烈

经学类 社会科学类

春秋繁露

周易折中

尚书札记

董仲舒

李光地

许鸿声

社会科学大辞典

社会问题

世界经济地理

高希圣

熊德山

樊仲云

哲学类 语言文学类

墨子

荀子

王冲哲学

墨翟

荀况

谢无量

言语学大纲

说文解字

安藤正次

许慎

宗教类 美术类

杀戒名理 聂其杰 百花园咏 吴淑娟

史地类 丛书目录类

甲骨文字研究

中国民族史

白话中国地理

郭沫若

王桐龄

王传发

永嘉丛书

青照堂丛书

孙怡让

李元春

自然科学类 农林工艺类

博物词典 王烈等 随息居饮食谱 王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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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显示，１９３２ 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新增馆

藏以中国文史哲类书籍为主，以现代学术分科

为门类。 宗教书籍 《 杀戒明理》 当为佛教类

书刊。

表 ４　 １９３３ 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新增中日文书目［２５］

西洋史地类 日本史地类 教育学类 中国文学别集类

新闻学类 年鉴类 植物学类 动物学类

数学类 化学类 医学类 工程学类

军事学 杂著类 图书馆学 考古学类

欧洲史地类 谱录传记类 文牍类 生物系类

诗类 词曲类

中国诗学大纲 杨鸿烈 花间集 赵崇祚

戏剧类 小说类

顽石点头 侯耀 柚子 王鲁彦

心理学类 日本语言文学类

心理学原理 吴致觉 日本文学辞典 三浦圭三

西洋语言文学类 总集

但丁与歌德 胡愈之等 金陵朱氏家集 朱绪会

工程类 别集

顺直河道改善建筑案 熊希龄 寒山子诗集 寒山子

人种学类 建筑实用美术类

欧洲族类源流略 王树丹 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 梁思成

１９３３ 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书刊，种类繁

多，分科更为细致，且学术性强，立足于服务教

育的需要。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金陵大学图书馆在书

籍出版方面也做了很大贡献。 表 ５ 所列书目显

示了金陵大学图书馆的中国化和学术化特征，
尤以服务于中国乡村和农业为特色。 此外，金
陵大学图书馆的出版物也显示了该馆管理服务

的专业化和学术化，以及在图书馆学方面的学

术研究成果。

表 ５　 金陵大学图书馆部分出版书籍［２６］

书名 作者 出版年代

中国农书目录汇编 毛雍 １９２４

本馆钦嘉乐纪念藏书目 李小缘 １９２６

中文读者号码表 万国鼎 １９２６

中文图书分类法 刘国钧 １９２６

本馆中文地理书目 万国鼎，刘纯甫 １９２６

本馆乡村服务参考书目 芮思娄 １９２７

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地理书目 万国鼎，刘纯甫 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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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书名 作者 出版年代

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 万国鼎，储瑞棠 １９３２

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 金陵大学图书馆 １９２９

金陵大学图书馆藏丛书子目备检 曹祖彬

中国图书分类法 刘国钧 １９２９

农业论文索引 陈祖规 １９３４

２ ３　 书刊的赠换与搜集

教会大学图书馆为更好地服务教育，与国

内外社会机构建立了赠送、交换图书关系，以增

加馆藏数量，拓宽师生的学术视野，促进了图书

馆快速发展。 表 ６ 是燕京大学图书馆收到的赠

书情况。

表 ６　 燕京大学图书馆收到赠阅书籍目录［２７］

帝国主义没落期之经济 经济学方法论 沈竹初先生选著 国民政府推行注音

庚午论文集 经济史 中华药典 有机化学讲义

辩证法的逻辑 经济学大纲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 河北实业公报

新俄学生日记 俄罗斯的革命经过 妇女旬刊 教育与民众

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 科学的宇宙观 新民众 广东省政府公报

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 永嘉诗人祠堂丛刊 战旗 慈幼月刊

现代民族问题 资本的集中 世界之现状 乡村生活乡村教育

信心的提倡 资本问题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

上海市公用局行政管理实况 革命文学论 中国古代文艺论史 婚姻法之近代化

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铁路工程历史 民族革命论 时代的呼声

妇女几种重要的问题 庄子哲学

表 ６ 所列书目显示，燕京大学图书馆与全

国多家文教机构有业务上的往来，已逐渐融入

中国本土之学术文化系统中。
图书馆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即是增加馆藏的

种类和数量。 为了弥补单一订购的不足，教会

大学图书馆积极面向社会征求、接纳图书，成效

显著。
据《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刊登的《燕京

大学图书馆消息二则》 记载［２８］ ，燕京大学图书

馆的馆藏虽已十分丰富，唯独法国文学书籍颇

感缺乏，故“法国政府以一万法郎捐赠该校扩充

图书馆”，由是燕京大学图书馆的数量和种类又

位居其他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前列。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燕京大学与章钰家属签订“赠与及寄

托霜根老人四当斋遗书契约”，章钰“四当斋”的

２ 万余册藏书入藏燕京大学图书馆。 章钰乃是

清末民初藏书家，生平聚书七万余卷，室名“四

当斋”。
１９３９ 年，李文田“泰华楼”碑拓书籍也寄存

让归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因此获得了一

批珍贵善本古籍。 李文田系广东顺德人，清咸

丰九年（１８５９ 年）的探花，近代著名的历史人物。
为了扩大图书馆的馆藏数量并解决图书馆

购书方式单一问题，金陵大学图书馆选派馆内

职员去外地采购图书，据《金陵大学图书馆采访

消息》记载，“金陵大学图书馆以扬州吴氏测海

楼，内有志书不少，亟思选购，特由万国鼎，刘国

钧，李小缘三君赴申检书。 所购之书，以志书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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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约九十部，此外农书等约三十部。 内殿《大

清一统志》、（康熙） 《湖广通志》、（康熙） 《云南

通志》、（康熙）《山东通志》、（乾隆） 《吴县志》、
明（弘治）《无锡通志》、钞本《全椒县志》、《歙县

采访册》、明经厂本《重修类木草》等，均为难得

之书。” ［２９］ 金陵大学图书馆赴外地搜购书籍的

方式增加了馆藏的种类和数量，为金陵大学的

学术研究与教学提供了条件。
以上消息颇值得关注，教会大学图书馆将

搜集书籍的渠道扩大到中国民间社会，以获得

诸多著名藏书家的珍品图书，尤其是得到清时

科举士人“珍贵善品古籍”的寄存让归，充分说

明教会大学的中国化与学术化之面貌。
总之，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加快

了教会大学的中国化进程，“教会学校如果不想

重复 ２０ 年代的灾难的话，就必须以中国化和为

中国服务作为自己的基本目标” ［２］２９７ 。 图书馆

的业务活动体现了图书馆服务于教育与学术的

“教育家”特征。

３　 扎根本土：服务于中国社会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教会大学开始注重用

实际行动来表现基督精神，如补充中国的教育

制度，向自己的学生灌输社会服务的思想，以及

为建设中国农村做出贡献等［２］２６６ 。 至日本侵华

战争爆发之前，教会大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

服务项目，内容包括农业与乡村建设、法学与图

书馆学、中国历史与文学、社会学，等等［２］２９７ 。 教

会大学图书馆亦确定了为中华民族服务的目

标，努力扎根于中国本土社会，参与社会服务与

乡村建设的工作。

３ １　 服务乡村建设

为服务中国社会，教会大学一致同意开展

乡村建设的研究和试验，成绩尤为卓著者当属

金陵大学及其图书馆。
农业科学技术是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

核心问题，金陵大学紧紧抓住这一要点，从乡村

民众的生计出发，从事农业科研与教育，对农村

提供援助，创建农业图书馆研究部，取得了显著

的成就。
金陵大学图书馆于 １９２３ 年秋增设农业图书

研究部，主要工作有三：①征集古今关于农业、
荒政，及各种地理图籍；②编纂先农集成；③编

纂农业索引［３０］ 。 其目的在于搜集并整理中国的

农业文献，编纂先农集成为“旧者结账”，编纂农

业索引为“新者记录”。
农业图书馆研究部主要开展以下七项

工作［３１］ 。
（１）先农集成：将中国历史上关于农业的全

部文献，审定、归类、排列，专门分为一编，称之

为《先农集成》，以总结数千年中国农学的文献

资料。 至 １９２３ 年底，已收录的材料、书籍约 ３００
种，字数过百万。

（２）编制《农书索引》：把国内出版的中西文

杂志及一切有关于农书的篇目，整理编制索引，
刊定成册进行发行，为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以惠

及更多的农业研究者。
（３）中国农书、古农书考：负责编纂农书考，

各个农书的撰者、内容、版本等真伪情况，无不

一一考订。
（４）编制《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收录农书计

２ ０００ 余种，并刊定成专册，于 １９２４ 年 ６ 月出版。
（５）农业书报解题：针对新书、杂志、报刊里

面关于农业方面的疑惑问题一一进行解答，已
有数篇文章发表在金陵大学的《农林新报》上。

（６）中文地理书目：农业图书研究部自成立

以后，长期从事图书征集活动，大约征得中文书

籍三四万册，以地理书籍居多。 １９２６ 年冬，曾编

制《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地理书目》，１９２８ 年底

重新编印。 该书目所记载的中文地理书籍大约

１ ７００ 余部，１７ ６００ 余册，内方志 １ １２８ 部，１４ ０００
余册。

（７）校刊古农书：选取重要的古农书，校雠

付刊，以恢复其原本面目。
金陵大学农业图书馆研究部的创办，不仅

为农学院的师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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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由于有

丰富的农业类、地理方志类等藏书，金陵大学有

能力从事不同的研究项目，如“植物病虫害的控

制，动物病害的研究，农作物的改良，开设养蚕

短期课程，为农村教师开办暑期学校等。” ［２］１６９

从事耗资巨大、高度专门化的农业图书研究工

作，反映了金陵大学图书馆扎根于中国本土、服
务于中国社会的努力。

齐鲁大学的农村研究所成立了农业与经济

系、教育系、保健系及家政系等［２］２７６ ，图书馆加强

了这些系科的图书资料建设。 这一时期，几乎

每一所教会大学图书馆开展的社会活动都包

括：成人识字班、幼儿园、社区娱乐活动，以及宣

传卫生、营养、育婴的知识等［２］２７９ 。

３ ２　 开展民众教育活动

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及地方文献，供众阅

览，为社会教育之一重要部门，其发展状况对社

会文化建设与民众教育意义重大。 教会大学图

书馆利用自身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优势，积极

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担任政府机关、学术团体

及学校等之图书馆职务。
国内图书馆馆员正式专门训练，始于 １９２０

年美国韦棣华女士创办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

科，毕业生人数为： 本科 １２７ 人 （ １９２２—１９４１
年），专科 ７２ 人（１９４２—１９４７ 年），讲习班 ４９ 人

（１９３１—１９３８ 年） ［３２］ 。 毕业生工作成绩颇为优

长，于中国图书馆事业与社会教育贡献甚大。
金陵大学图书馆亦积极培养图书馆人才，

以服务于社会教育事业。 据 １９３３ 年调查统计，
金陵大学图书馆已培育图书馆专门人才二十余

人，并从事训练各地图书馆派来职员，答复各地

图书馆函询问题，襄助南京图书馆协会及中华

图书馆协会会务等工作［３３］ 。 图书馆事业人才的

培养，对推动近代中国图书馆与文化事业具有

奠基作用。

３ ３　 推广科学文化知识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社会大动荡时期，教会

大学图书馆经历多次搬迁流离，损失惨重，但在

艰难的环境中，依旧努力为师生提供研究和学

习的条件，并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以服务于当时

特殊的社会环境。 首先，遵照教育部的有关规

定，调整了图书馆的服务方式、藏书类别，购置

了农学、医学、工程学、法学、商学等实用的书

籍，适应战争和实际工作的需要。 其次，充分发

扬基督教服务精神，大力开展有关图书馆的社

会工作，如创设民众图书馆、流动图书馆等，推
广科学文化知识，为服务社会做出贡献。

为更好地服务战时的中国社会，教会大学

图书馆纷纷走出学校的“城墙”，融入社会的大

环境中，开始在一些乡村设立民众图书馆。 图

书馆充分利用馆藏图书，并广泛搜集各种地方

民间图书，进行整理，建立适合大众阅读的民众

图书馆，指导民众识字读书看报，开展简单的知

识普及活动。
华南女子大学的妇女服务部建立阅览室，

室内除了报纸和通俗图书之外，还增添了文艺、
儿童类的期刊，每天向民众开放。 到 １９４３ 年，阅
览室又增加了《妇女新运》、《妇女月刊》、《福建

妇女》等适合提高妇女文化知识的刊物，体现其

服务民众的价值［３４］ 。
迁蜀后的金陵大学举办的社会教育也颇有

成绩。 文学院在社会教育宣传方面有很多优

势，活动的种类也很多，例如广播演讲，其内容

都与抗战建国、文学与抗战、科学知识等相关。
在战时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文学院主动请

求和校图书馆合作开展社会教育宣传活动。 图

书馆发挥自身的优势，与文学院一起合作指导

民众读书，编辑出版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读物。
例如，《国难特刊》 专门用来发表师生抗日专

论［２０］４６８ ，以期增强民众保家卫国、捍卫主权、团
结一致的民族情怀。

燕京大学的社会教育组建立巡回图书馆，
体现了为社会民众服务的精神。 巡回图书馆的

规模较小，一般只有几本或是几十本书籍，可以

不受地域的限制，轮流为各村庄服务；书籍的内

容也都是乡民常见并乐于接受的日常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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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３５］ 。 巡回图书馆的设立，增加了乡民的农

业科学知识及文化水平。
抗战时期，凡是服务社会、教育民众、提倡

科学、推广农业等工作，教会大学图书馆无不积

极参与、宣传，使服务抗战与传播文化同时进

行，为中华民族独立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

４　 结语

受不平等条约保护，近代教会大学作为“全

球化”的西方文化之载体，试图用“西学” 涵化

“中学”，以强迫中国“基督化”。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前，教会大学图书馆所扮演的“宗教家”角色，
正是这一“文化涵化”的体现。

然而，面对“福音”冲击，中国人表现出强烈

的中华文化认同感，教会大学不得不调整策略以

适应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诉求，教会大学图书馆的

目标日渐朝“教育家”的方向努力，以服务于中国

化与学术化的需要。 受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意识

形态与社会改造的影响，教会大学积极适应中国

社会建设的需要，图书馆的功能亦表现为立足本

土的“社会家”特征，呈现出“地域化关怀”。
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功

能演变，既展现了中国人中西文化观的改变，文
化选择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避免了自身文化

被“涵化”的命运，也体现了面对具有强大包摄

力的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传播方式的改变，呈现

出“全球地域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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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Ｗｅｓｔ Ｐ 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ｎｏ⁃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１６ － １９５２ ［ 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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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１９３２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新增中日文书要目［Ｍ］ ／ ／ 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第二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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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报》启用 ＯＲＣＩＤ

为进一步推动学术开放，增加作者可见度，提升《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国际化水平，从２０１５年第３
期开始，本刊对所有刊登的稿件加注通信作者的 ＯＲＣＩＤ 号。编辑部已对网站进行了升级，新用户在

注册时，或者老用户登录系统后“修改个人信息”时，点击“注册 ／ 获取 ＯＲＣＩＤ”，即可注册新的，或获

取已注册的 ＯＲＣＩＤ 号。此外，也可在 ＯＲＣＩＤ（ｈｔｔｐ： ／ ／ ｏｒｃｉｄ ｏｒｇ）、ｉＡｕｔｈｏｒ（ ｈｔｔｐ： ／ ／ ｉａｕｔｈｏｒ ｃｎ）网站上进

行注册。
ＯＲＣＩＤ（Ｏｐ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ＩＤ），即“开放科研人员与贡献者的身份识别码”，是为

解决作者姓名的歧义问题，用来唯一标识作者身份的识别码。ＯＲＣＩＤ，Ｉｎｃ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通过为

个体研究者创建唯一标识符中心注册系统，并在 ＯＲＣＩＤ 与其他当前研究者 ＩＤ 方案之间建立开放、
透明的关联机制，以解决研究和学术交流中的名称模糊性问题。ＯＲＣＩＤ 可增强科学发现流程，并改

善研究资助效率及研究社区的内部协作。ＯＲＣＩＤ 号是一套免费获取的、全球唯一的１６位身份标识

符，作为使用最广泛的“科研人员身份证”，目前已被数百家出版社、基金组织以及科研机构所采用。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已与 ＯＲＣＩＤ 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了 ｉＡｕｔｈｏｒ 平台，帮助中国研究者创

建一个永久的、国际通用的 ＯＲＣＩＤ 号，并逐步与投稿系统和基金申请等科研工作流集成，确保作者

的研究工作可以被识别。

（《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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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３１）：１５ ）

［３５］ 　 薛毅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 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３８０ （ Ｘｕｅｙ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ｉｔｙ［Ｍ］． Ｗｕｈａ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３８０ ）

吴民祥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通信地址：浙江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大道 ６８８ 号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邮编：３２１００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１１－１７；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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