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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在西方图书馆学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贡献

摘　要　南京大学在西方图书馆学中国本土化过程中 ,在最早创建近代图书馆 ,最早开设图书

馆学课程 ,最早开办图书馆学讲习科 ,最早创办图书馆学系 ,最早创办图书馆学学术期刊 ,筹建

中华图书馆协会 ,培养图书馆学杰出人才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是中国图书馆学界专业人

才培养的重镇之一。参考文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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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朝古都”南京素来人文荟萃 ,在中国文化史

上具有重要地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当西方图书馆学被引入中

国 ,在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相融合

并日益本土化的过程中 ,南京地区的高等学校三江

师范学堂、二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

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 (均为南京大学的前身) 有

着独特的贡献。

无论是国学大师缪荃孙、柳诒徵、黄侃、钱基博、

吴宓、汪辟疆、顾颉刚 ,还是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家

洪有丰、施廷镛、戴志骞、李小缘、万国鼎、刘国钧等 ,

都以大学讲堂和大学图书馆为舞台 ,或著书立说 ,或

教书育人 ,或致力图书馆实务 ,共同推动了中西图书

馆学的融汇。他们为中国图书馆学学科的建立 ,贡

献颇为特出。

1 　最早创立中国近代图书馆之一

三江师范学堂的总稽查 (校长) 缪荃孙既是著名

的文献学家 ,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创立者。他曾

协助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撰有《艺风堂藏书记》、

《艺风堂藏书续记》、《艺风堂藏书再续记》等。1902

年创建江南图书馆 (今南京图书馆的前身) ,亲任监

督 (馆长) ,1909 年又任京师图书馆 (今国家图书馆)

馆长。

缪荃孙是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时

期的代表人物 ,他的文献学思想对校内的学者产生

过重要影响。如后来成为著名文史专家、东南大学

部聘教授、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馆长的柳诒徵就深

受其影响和赏识。而 1928 年曾任中央大学国学图书

馆访购部兼印行部主干、著名学者向达以及该馆编

辑部兼保管部主干、目录学家范希曾又深受柳诒徵

的影响和赏识。

中国古典文献学 ,在南京学术界和教育界有着

深厚的师承传统和学术造诣 ,后来成为近现代欧美

图书馆学中国本土化的重要学术土壤和滋长资源。

2 　在我国最早开设图书馆学课程

南京地区一方面具有中国文献学的深厚底蕴和

优良传统 ,另一方面又最早得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之

先声。

1913 年克乃文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 ,并在金

陵大学开设图书馆学课程。这比武昌文华图书科开

设此类课程早 7 年 ,实开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之

先河[1 ] 。克乃文 ( Harry Clemens) 是美国图书馆学

家 ,曾任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图书馆参考部主任、维基

尼亚大学图书馆馆长。他通过金大的讲台 ,直接向

中国学生输入了近现代化的美国图书馆学知识。克

氏除了以丰富的经验致力于图书馆各项事务外 ,他

还有一项极为突出的作为 ,就是大力培养馆内青年

人才 ,并积极推荐他们到美国留学 ,使得馆内骨干的

业务视野和知识层次在起步甫始的中国图书馆学界

出类拔萃。出色的图书馆藏书和业务 ,让金大图书

馆成为了当时的东南知识重镇、人才基地 ,成为 20 世

纪上半叶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和专业教育的东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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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金陵大学文科 1910 级的洪有丰 (字范五 ,1893

～1963 年) ,在求学时就兼职为金大图书馆的助理 ,

1916 年毕业以后 ,即留校担任了副馆长 ,深得克乃文

的器重。3 年后 ,经克氏推荐 ,他到美国纽约州立大

学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 ,次年还一度在华盛顿

国会图书馆从事中文编目工作 ,成为中国有史以来

第一位供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留学生。1921 年 6

月 ,他获得学位以后回国 ,即被南京高等师范 (旋改

称东南大学)聘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继洪有丰“概祖国图书馆之不振及图书馆科学

之不讲”赴美学成归来之后 [2 ] ,金大毕业留馆工作的

李小缘 (1897～1959 年) 、刘国钧 (1899～1980 年) 又

在克乃文的推荐下 ,分别留学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图书馆学校和威斯康辛大学。

因克乃文返美休假 ,曾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半工

半读 ,后任金陵大学图书馆副主任并代理主任职权

的沈丹泥回忆说 :“此间 (金陵大学图书馆) 服务者 ,

多半工半读 ,先后出校者 ,如洪范五 (有丰) 、朱家治

君 ,近均在东大图书馆任职。李小缘、刘衡如 (国钧)

两君 ,均赴美专习图书馆学。余得随诸人之后 ,积月

累岁 ,稍有所知 ,近亦有以此为终身职业之决心。”

“本校图书馆 ⋯⋯近十年来经营之结果 ,令人异常欣

慰。例如人才方面 ,洪范五、朱家治、李小缘、刘衡如

诸君均先后在此校半工半读。近皆以图书馆为终身

职业。”[3 ]

克氏来华率先将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传入中国 ,

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者 ,功不可没。

3 　最早开办我国“图书馆学讲习科”之一

1923 年 ,回国服务的洪有丰首先开办了“暑期图

书馆学讲习科”。该科为期 1 个月 ,每天讲课 2 小时 ,

学员 80 余人 ,讲义自编。以后在 1924、1925 和 1926

年曾经连续 4 年开班。

其中 1925 年 7 月开的班 ,面向全国 ,规模最大 ,

是与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

会合办 ,系“全国第一次的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班”,

“学员三十余人”,杜定友先生应邀前来讲学。那一

年刚刚留美学成回国的李小缘、刘国钧、朱家治等都

登台授课。当年所开的课程有 :《图书馆学术辑要》、

《图书馆行政》、《学校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分类

法》、《编目法》等 [4 ] 。

在国立东南大学举办的“暑期图书馆学讲习科

(班)”是我国开办时间最早、影响最广泛的职业教

育 ,为全国各地培养和储备了大批图书馆业务骨干 ,

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 　最早创办的图书馆学系之一

继克乃文之后 ,1921 年 ,美籍来华人士韦棣华女

士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学人创办图书馆学系的尝试 ,以我国图书

馆学家杜定友 (1898～1967 年 ,广东南海人) 先生为

最早。杜先生在自传中回忆说 :“1926 年 9 月 ,在沪

与友人章太炎、许世英、胡朴安、何炳松、戈公振、殷

之龄等创办国民大学 ,特设图书馆学系 ,为国内有此

一系之始。”

1927 年我国又一个图书馆学系在金陵大学成

立。由李小缘任主任兼教授 ,刘国钧、万国鼎任教

授 ,蒋一前任助教 ,1931 年又增聘曹祖彬和陈长伟为

讲师。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属于文理科 ,注重自编教

材 ,当年开设 15 门课程 :《图书馆学大纲》5 学分 ;《参

考书使用法》3 学分 ;《中国重要书籍研究》3 学分 ;《目

录学》3 学分 ;《分类法》3 学分 ;《编目法》3 学分 ;《杂

志报纸政府公文》2 学分 ;《特种图书馆》2 学分 ;《民众

图书馆》2 学分 ;《索引与序列》2 学分 ;《书史学》2 学

分 ;《印刷术》2 学分 ;《图书馆问题之研究》2 学分 ;《图

书选择之原理》2 学分 ;《图书馆史》2 学分。全校学生

均可辅修。上述课程与当时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

校所开的课程相比 ,有一些课程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

如《中国重要书籍研究》、《杂志报纸政府公文》、《印

刷术》等 ,说明金大图书馆学系诸先生从一开始 ,就

具有非常明晰的将近现代图书馆学与中国国情相结

合的教学思想。

1940 年金陵大学迁至成都 ,又在文学院设立了

图书馆学专修科。该系在 1949 年前培养的学生中有

钱存训、卢震京、吴光清等享誉海内外的图书馆学

家。

5 　最早编纂中国图书馆学权威期刊

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学术期刊是 1926 年创办的

《图书馆学季刊》。该刊的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是

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

委员会首任主任刘国钧先生。

　　当时中华图书馆协会有两个刊物 :一是《中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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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协会会刊》,一是《图书馆学季刊》。前者是通讯

报道性期刊 ,以刊载有关协会活动的短篇文章为主 ,

后者是以刊登海内外图书馆学研究成果为主。

《图书馆学季刊》的《发刊辞》,阐述其办刊宗旨 :

“能使斯学普及 ———使多数人得获有现代图书馆学

最新之智识且谙习其运用以为改良旧馆增设新馆之

资。⋯⋯因其国情不同 ⋯⋯中国以文字有特色故 ,

以学术发展之方向有特殊情形故 ,书籍之种类及编

庋方法皆不能悉与他国从同 ⋯⋯能应用公共之原

则 ,斟酌损益 ,求美求便 ,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

统 ,使全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5 ]这里表示

出两种极有价值的观点 :一是认为图书馆学是一种

方法论的科学 ,是凡做学问的人或不做学问的普通

人 ,都应予掌握的基础性学科 ;二是必须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体系。

由于《图书馆学季刊》一开始就在南京编辑、出

版和发行 ,因此南京高校的知名学者如李小缘、洪有

丰、戴志骞、万国鼎、向达、施廷镛等或为编辑或为主

要撰稿人 ,著名文史学者胡小石、陈中凡、黄侃、顾

实、钱南扬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有关版本学、校雠

学、目录学方面的文章。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会成员

胡绍声、余文豪等负责主编该刊的“时论撮要”栏目。

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会乃本校各学会中最重实际

主义之研究团体 ,成立时间虽不过久 ,但工作极为实

际。如上学期曾举行多次学术演讲 ,并主编《图书馆

学季刊》之时论撮要一栏 ,研究空气 ,极为浓厚。”[6 ]

《图书馆学季刊》办了整整 10 年 (因日寇侵华而

停刊) ,共出了 10 卷 ,该刊对培养图书馆学人才、促进

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起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和促进作

用。

6 　参与创建中华图书馆协会 ,于金陵大学主办“首

届年会”

随着各种类型图书馆和从业人员的增多 ,随着

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图书馆协会的成立 ,建立全国

性的统一专业协会成为可能。

1925 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图书馆学专业组织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在协会筹备和成立后的

活动中 ,南京高校的学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组织作

用。曾为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戴志骞当选为该协

会执行部部长 ,洪有丰当选为执行委员、教育委员会

主任 ,刘国钧为出版委员会主任。李小缘曾当选为

执行委员、执行部副部长、编目委员会主任。柳诒

徵、陶行知、万国鼎、孙心盘、桂质柏、施廷镛、钱亚

新、朱家治等多次当选为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或各

分委员会委员[7 ] 。

1929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 日 ,中华图书馆协会

第一届年会在南京金陵大学举行 ,来自全国的代表

200 人参加了大会。大会的实际组织者是金陵大学

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主任兼教授、江苏图书馆协

会主任李小缘先生 ,会议的大多数提案均由南京高

校的学者提出。

在首届年会上选出的 15 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中 ,南京大学的校友有 8 人 ,即戴志骞、李小缘、刘国

钧、洪有丰、朱家治、万国鼎、陶行知、孙心盘。柳诒

徵等 9 人为监察委员。梁启超曾任首届董事部部长 ,

蔡元培、胡适、赵元任、林语堂、胡小石、顾颉刚、吴

梅、陈中凡等国内知名学者任委员或为会员 [8 ] 。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和首届年会的召开 ,对于

团结广大专业人员 ,提高图书馆管理和研究水平 ,对

于扩大图书馆学的社会影响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7 　科研成绩斐然

在中国图书馆学形成和发展的几十年里 ,南京

高校的学者著述甚勤 ,研究成果为同行所关注和被

大量引用。其研究课题涉及图书采集、分类编目、宏

观与微观管理、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 ,古今中外 ,

无所不包。如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中

文编目条例》,李小缘先生的《中国图书馆计划书》、

《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洪有丰先生的《图

书馆组织与管理》、《克特及其展开分类法》,万国鼎

先生的《汉字母笔排列法》、《索引与序列》,戴志骞先

生的《图书馆学术讲稿》,向达先生的《唐代刊书考》,

施廷镛先生的《故宫图书记》,金陵大学图书馆农业

图书研究部编辑的《农业索引》等论著 ,当时在全国

均有极大影响 ,或具有填补国内空白之功 ,或在某个

领域具有创新之处 ,或被作为图书馆界的标准或规

则 ,或导引研究方向、指导实际业务工作。有专家评

议说 :“他们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基本上与图书馆学

的发展是同步的 ,一点也不亚于西方同时期的图书

馆学理论研究者。”[9 ]

1926 年 8 月 ,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小缘

先生 ,率先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他

在苏州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 :“图书馆成为专门的事

业 ,必定有专门职业教育 ⋯⋯要想中国公共图书馆发

达 ,必需先培植人材 ,从国立学校机关添设图书馆学

专门科不可。”[10 ]李先生还积极支持过“请教育部明令

各级学校增设图书馆常识或专门图书馆课程”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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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案。在 1927 年 3 月 1 日定稿于南京的《全国图书

馆计划书》中 ,他郑重建议国民政府应充分筹款 ,以“搜

罗图书馆专门人才”,设立规制恢宏的国家图书馆及

其“附设图书馆学校”,并呼吁国家明文规定图书馆的

重要职位 ,应遴选“有图书馆学识者充之 ,国立图书馆

学校之毕业生应尽先录用”⋯⋯[11 ] 。

凡此种种植根于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教育思

想 ,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优秀精神遗产 ,值得深入

发掘。1927 年在金大正式成立图书馆学系以后 ,李

小缘先生与同人更努力致力于具有中国书文化特色

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课程目录和人才培养目标的

建设 ,成绩斐然 ,影响久远。如刘国钧先生在北大贯

彻的专业教育思想和课程教学计划 ,其中包含着他

和洪有丰、李小缘等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家在东南

大学、金陵大学所形成的图书馆实践体会和教学科

研经验。

8 　中国图书馆学域内域外人才济济

在南京高校从事图书馆学及文献学的学者中 ,

既有深受中国传统图书文献学思想影响的学者如缪

荃孙、柳诒徵 ,又有直接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图书馆

学家和史学家如克乃文和贝德士 ;既有中国最早留

学海外专攻图书馆学的学者如戴志骞、洪有丰、李小

缘、刘国钧、桂质柏 (桂君为国内获得国外图书馆学

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及第二代留美专攻图书馆学的

代表人物钱存训、吴光清 ,又有国内培养的以图书馆

学目录学为终身专业的万国鼎、朱家治、沈丹泥、钱

亚新、卢震京 ,还有与图书馆学文献学有密切关系的

文史学者如胡小石、陈中凡、吴宓、黄侃、汪辟疆、钱

基博、顾颉刚、闻一多、向达、汤用彤、商承祚、白寿

彝、程千帆等。

南京大学的许多校友曾经担任过中国及海外图

书馆界的重要职务 ,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

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

书馆、美国维基尼亚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

书馆的馆长或图书馆学系教授。

知名人士、南京大学校友杭立武先生曾经深情

地回忆说 :“母校原来没有图书馆学系 ,但历任图书

馆主任 ,尤其是从克拉门斯 (即克乃文) 先生开始 ,对

于图书管理的人才 ,很能注意训练。所以一二十年

后 ,全国各大学图书馆纷纷设立的时候 ,颇多借才于

母校图书馆。后来为应付日益增加的需要 ,复在文

学院内附设图书馆专修科 (图书馆学系) ,更大量造

就图书馆学人才 , 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媲美一

时。”[12 ]

在专攻图书馆学的学者中 ,一般认为 20 年代发

起的中国新图书馆运动倡导人有 7 人 ,即戴志骞、袁

同礼、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杜定友、沈祖荣 ,其中

4 人为南京大学的校友。在其他专业学者中 ,有的曾

在图书馆里担任过职务 ,或学问的根基是在图书馆

工作时打下的 ,或对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 (目录学、

版本学、校雠学) 极有造诣。例如 ,著名历史学家柳

诒徵先生于 1928 年后一直专任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

(后改名为江苏国学图书馆) 馆长 ,著名敦煌学者、学

部委员向达先生曾任该馆访购部兼印行部主干 (后

曾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

院士、部聘教授汤用彤为该馆参议。梁启超先生曾

在东南大学讲学一年 ,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

馆学研究 ,也极富感情和兴趣。1925 年他被选为中

华图书馆协会董事部首任部长。在中华图书馆协会

成立大会上 ,他应邀发表演说 ,对当时中国图书馆学

界面临的任务发表了极有价值的意见。他说 ,当前

的责任有两种 :“第一 ,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第

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为此必须做好主要的五件

事情 :“第一 ,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 ,大家抖

擞精神干去。第二 ,择一个适当都市 ,建设一个大规

模的图书馆 ,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

第三 ,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 ,附设一图书馆专门学

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 ,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

馆学》之建设。第四 ,这个模范图书馆当然完全公开

的。第五 ,另筹基金 ,编纂类书。”他主张 ,如有基金 ,

应统一使用 ,不要分散 ,应“收罗外国文的专门著作

和中国古籍 , ⋯⋯希望因此能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

读的适宜读物出来”,“只是供给少数对于有研究兴

味的人的利用”,“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我们虽不妨

悬为将来目的”。[13 ]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这些爱好

图书、青睐图书馆学的国学大师们对 20 世纪 20 年代

兴起的“新图书馆运动”的积极参与 ,无疑地为西方

图书馆学的中国本土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9 　中国图书馆学优秀传统的继往开来

综上所述 ,无论是从社会影响 ,还是从实际贡

献 ;无论是从图书馆学学术史上来回溯 ,还是从人才

培养上看 ,南京高校的学者在中国图 (下转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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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环境下 ,信息资源共享的广度和深度是传

统图书馆所无法相比的。这是因为 ,伴随信息资源数

字化和信息传递网络化出现的图书馆虚拟馆藏具有

广泛的共享性。一个图书馆的现实馆藏可以成为多

个图书馆的虚拟馆藏而得到广泛的利用 ,但前提是必

须将现实馆藏数字化并通过网络传递。因此 ,对图书

馆信息资源共享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评价 :

(1)馆藏文献数字化。图书馆馆藏文献数量庞

大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由于版权和成本方面的原

因)全部数字化 ,因此 ,应该选择馆藏中能体现本馆

藏书特色的 ,或有独特价值的印刷型文献 ,进行数字

化处理。馆藏文献数字化的数量、质量、可传播的范

围等 ,都是信息资源共享程度的标志。

(2)特色数据库建设。数据库建设是网络环境

中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图书馆不仅要购

买、租用、链接国内外的商业性数据库 ,而且要自行

开发有特色的数据库。图书馆可根据本单位的馆藏

基础、人力、经费等现实条件和社会信息需求 ,选择

适合的主题 ,系统地从书刊、音像资料、数据库文献

中摘录有关信息 ,运用信息重组技术 ,深度标引和序

化 ,揭示其价值 ,做成新颖独特的数据库。图书馆开

发特色数据库的数量、规模、质量、实用性、效益等 ,

无疑是衡量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性的重要标志。

314 　对图书馆信息资源利用率的评价

和传统的馆藏评价一样 ,馆藏利用率是一个重

要的评价指标。目前许多图书馆仍在进行入馆人数

统计、图书出借率统计等 ,这仍然是必要的。但是随

着信息环境的变化和图书馆功能的拓展 ,这些统计

已难以真实反映读者利用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新特

点。如藏书流通率的统计、阅览人数的统计 ,图书馆

习惯上是根据入馆读者进入阅览室和外借图书的统

计 ,但是在网络环境中 ,读者可以不进入图书馆和不

外借图书而在网上利用图书馆的数字化文献 ,如在

网上查阅《四库全书》,在网上检索《中国学术期刊》

等等。这些网上的查阅与读者自己到馆利用馆藏文

献应该是一样的。因此 ,在进行馆藏利用率统计时 ,

应该把上网的读者人数统计在内 ,如图书馆的网页

被点击的次数、网上数据库登录的人次 ,等等。只有

这样 ,才能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网络化时代图书馆

信息资源被利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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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0 页)书馆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着极为

重要的地位 ,南京地区曾为全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

馆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图书馆学在南京大学有着深

厚的学术底蕴和教育传统。

如果说中国“新图书馆运动”时期 ,全国有三个

“重镇”的话 ,那么南京无疑是其中一个“重镇”(另两

个分别为北京和武汉) 。

长期以来 ,国内图书馆学界对南京高校图书馆

学者的这些贡献 ,虽有所论及 ,但或语焉不详 ,或评

价不足 ,以致图书馆学界业内人士对此所知甚少 ,业

外人士知之更少 ,因此有必要加以发掘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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