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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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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专业知识的积累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形成了他们进行知识服务、学术研究与文

化传播的核心竞争力。 他们既在北美图书馆界提供中文文献资源服务，又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进行学术活动，对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在职业身份、学术追求和文化背景等方

面的共同认知，促生了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这一专业组织的出现，标志着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的正

式形成。 本文立足于海外中国研究和“文化中国”的学术背景，从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角度，对中国研究图书馆

员及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进行了系统考察，希望在呈现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同时，

揭示出这一共同体对于中国图书馆服务转型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图 ３。 表 ６。 参考文献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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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１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ｓｔｕｄｙ 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ｌ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 ３ ｆｉｇｓ． ６ ｔａｂｓ． ４０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共同体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可追溯

到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德·滕尼斯（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ｏｎｎｉｅｓ）于 １８８７ 年出版的著作 《 共同体与社

会》 ［１］ 。 当时的共同体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等

纽带自然形成的，因而共同体的原始概念强调

的是一种共同的生活。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

发展、交通与通讯方式的日益便捷，共同体的概

念得到了扩展。 在不同的语境和话语体系下学

者们对共同体的概念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认知，
衍生出诸如“学术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 “知识

共同体”“实践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等新的

共同体概念。 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主

要是由美国、加拿大各东亚图书馆或图书馆亚

洲部的中国研究图书馆员构成。 本文论述的中

国研究图书馆员，主要是指在图书馆工作同时

从事中国研究的华人图书馆员。 他们在职业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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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学术追求和文化背景等方面有着基本的认

同，形成了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美地区的中文资料

收藏和中国问题研究发展迅速。 中国研究图书

馆员借助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资料中心———各东

亚图书馆，积极揭示流布海外的中文文献，主动

研究中国文化，践行着知识服务、学术研究与文

化传播的责任。 他们的努力和贡献对于“文化

中国” 的演进与形塑不容忽视。 杜维明认为，
“文化中国” 超越地域、国籍、种族和语言的界

限，“而由各种不同的意义、价值、象征符号所组

成” ［２］４０９ ，并具有深刻的实质意义。 在“文化中

国”的语境中，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隶属于

由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组成的“象征世界” ［２］４１０ 。
本文立足于海外中国研究和“文化中国”的学术

背景，以共同体作为理论框架，对北美中国研究

图书馆员以及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ＳＣＳＬ）进行系统考

察，探讨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的发展

历史、成员构成、组织结构、社会实践、学术价值

与现实意义。

１　 北美的中国研究和中文馆藏

“中国研究”，海外又称“中国学”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或“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事实上，“中国研

究”与“汉学”既一脉相承，又迥然有别，其差异

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的不同。 “如果说汉学是

一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的

话，那么，当代中国研究则是一门建立在现代社

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 ［３］ 。
欧洲是传统汉学研究的重镇，而美国则是现当

代中国研究的中心。
相较于欧洲而言，北美对于中国的研究和

关注起步较晚。 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才开始

在大学设置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相关课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仿效欧洲汉学研

究，侧重钻研中国语言文化经典，中文文献的收

集也以文、史、哲等传统汉学典籍为主。 １８６９
年，清同治皇帝赠送美国国会图书馆一批中文

线装书，共计 １０ 部 ９３３ 册，是美国图书馆中文书

籍典藏的滥觞［４］ 。 耶鲁大学是美国最早收藏中

文文献的大学图书馆。 １８７８ 年，毕业于耶鲁大

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１８２８—１９１２）赠送

母校一批中文图书，奠定了耶鲁大学中文藏书

的基础［５］ 。 随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和芝加哥大学纷纷开始中文文献典藏。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及随后的战败和社会民

主化转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等，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使

美国意识到亚洲尤其是东亚在世界格局中的重

要地位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大学纷纷开设

亚洲研究相关课程，积极培养相关方面的人才。
在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此时美国的中国

研究视角更加广泛，在对传统汉学典籍研究的

同时，开始关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

交、社会、民生等，研究范围几乎覆盖了人文和

社会学科的所有领域。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２ 日，美国

颁布《国防教育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根据该法案第六条款（ ＴｉｔｌｅⅥ），联邦政府

资助在全美高等教育机关设立语言教学研究中

心和地区研究中心［６］ 。 该法案以政府拨款的方

式，从法律和资金方面为美国亚洲研究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联邦

基金对世界地区研究的资金投入显著增加，其
中也包括中国研究。 美国各大基金会，如洛克

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也注入了大量资金，
促进北美地区更多的图书馆开始收集中文文

献，以满足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需求。 美国

东亚图书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伊
利诺伊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堪萨斯大学、俄亥俄

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罗格斯大学、匹兹堡大

学、布朗大学、杜克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亚利桑

那大学等数十所大学纷纷建立中文馆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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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陆出版业的繁荣和图

书进出口渠道的畅通，而思想的解放和政治环

境的宽松也促进了大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
为海外中国研究和中文馆藏的进一步丰富提供

了机遇。 经过三十多年的相互隔绝之后，北美

地区的东亚图书馆可以直接从大陆进口图书，
中文馆藏日益丰富起来。 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

经济大国，北美大学中的华裔教职人员和华人

留学生日益增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对中国研究的兴趣。 今天，北美地区已经成为海

外中文文献的收藏重镇和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心。

２　 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的身份定位

北美中国研究的发展需要以大量的中文文

献为支撑，而中文馆藏的建设和发展实际上依

赖于中国研究方面的专业图书馆员。 余英时认

为，北美“‘汉学’ 或‘中国研究’ 之所以能取得

今天的成就，主持各大图书馆东亚部门的华裔

学人是最大的功臣。 正由于他们建立了完善的

支援系统，北美的研究队伍才能迅速地成长起

来。 这一支援系统并不限于图书的收集、分类、
整理等，而且包括华裔主持人所提供的关于目

录学、版本学以及一般文史方面的知识” ［７］ 。 由

此可见，北美地区从事中国研究的图书馆员群

体是“文化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如何定位“中国研究图书馆员”？ 美

国图书馆工作人员除高级管理人员（如馆长）之

外大 致 分 为 馆 员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 图 书 馆 助 理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 和 学 生 助 理 （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三部分［８］ 。 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Ａ）的要求，绝大多

数在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工

作的图书馆员需要接受过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具有 ＡＬＡ 认可的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ｅｅ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或者图书馆与信息科学

硕 士 学 位 （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９］ 。 因此，馆员可以理解为

专业图书馆员（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 Ｃｒｅｄｅｎｔｉａｌ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然而，北美对中国研究图书馆员的

要求比一般馆员要严苛得多。 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校区亚洲图书馆馆长陈同丽（ Ｋａｒｅｎ Ｔ．
Ｗｅｉ）认为，北美的中国研究图书馆员一般是指

具有中国研究相关学科背景的专业馆员，尤其

是在人文和社会学科领域，他们具有中英双语

技能，能够建立和管理图书馆中与中国相关的

各类馆藏资源，并为读者和用户提供现场和远

程服务［１０］ 。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的主要职责是为

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研究的教师、学者、其
他研究人员以及学生提供各种教学科研支撑服

务［１０］ 。 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沈志佳

认为，北美的中国研究图书馆员是指在图书馆

和信息科学领域专门负责收集、组织和提供与

中国语言、文化各方面相关的文献资源，并从事

中国相关的教学、研究的图书馆员；此外，还要

求中国研究图书馆员掌握中英两种语言，具有

中国研究的学科背景［１１］ 。 由此可见，北美的中

国研究图书馆员除了具备图书馆员的基本素质

与技能要求外，还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①具

有中国研究相关的学科背景；②至少掌握中英两

种语言；③从事与中国相关的教学或研究活动。
这里需要分清三个概念：中国研究图书馆

员、中文图书馆员和华人图书馆员，三者既彼此

交叉，又各有侧重。 图 １ 显示了三个概念之间的

逻辑关系，但不包含它们的数量或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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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中文图书馆员、

华人图书馆员概念逻辑关系图

中文图书馆员和华人图书馆员分别是从工

作对象和种族背景视角对图书馆员的界定和区

分。 中文图书馆员是指负责图书馆中文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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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加工并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图书馆员，强
调图书馆员的工作对象是中文文献资源。 华人

图书馆员则是指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和文化背景

的图书馆员。 而中国研究图书馆员突出的是图

书馆员在中国研究方面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
强调图书馆员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凸显了图书馆

员与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之间的关系。
因此，中国研究图书馆员是北美部分中文

图书馆员或华人图书馆员对自我身份和自我角

色的一种新的认知和定位。 这一群体不仅致力

于北美图书馆中文馆藏的建设和服务工作，更
重要的是他们还利用丰富的中文馆藏开展中国

方面的相关研究。 而对族裔和文化背景的共同

认知，又使得华人始终是中国研究图书馆员群

体的主要组成部分。 李志钟（ Ｔｚｅ⁃Ｃｈｕｎｇ Ｌｉ） 认

为，具有中英双语甚至多种语言能力和较高的

其他学科教育背景是华人图书馆员从事亚洲或

中国研究的两大优势，这使他们很容易在这一

领域脱颖而出，成为学科专家［１２］ 。 当前北美的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仍然以华人为主，华人图书

馆员是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的重要组成部

分。 本文所论述的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也

主要是由华人图书馆员构成。

３　 共同体组织：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北美图书馆中

文馆藏数量不多，没有专门的图书馆员负责中

文馆藏的建设、发展并提供相关的文献信息服

务，当时的图书馆员主要是由中国研究方面的学

者兼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北美各大学

积极开展东亚地区的教学和研究，东亚图书馆的

中文馆藏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中文专业图书

馆员的出现和增多。 这些专业馆员为增进交流，
促进合作，迫切需要专业组织的成立。

３．１　 专业组织的成立

３．１．１ 行业协会 ＣＥＡＬ 和 ＣＡＬＡ
北美地区与中文馆藏和华人图书馆员密切

相关的图书馆行业协会主要有东亚图书馆协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ＥＡＬ） 和美国

华人图书馆员协会（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Ａ）。

东亚图书馆协会是北美东亚图书馆及其从

业人员的专业组织，正式成立于 １９６７ 年，原名东

亚图书馆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隶属于亚洲研究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ＡＳ），其前身可以追溯到 １９５８ 年成立

的美国图书馆远东资料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１９９５
年更名为东亚图书馆协会。 东亚图书馆协会下

设三个地区委员会，分别是中文资料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日文资料委员

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和韩文资料

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１３］ 。 由此

可见，出现于 １９６７ 年的东亚图书馆协会中文资料

委员会（原名东亚图书馆委员会中文资料分委员

会），是北美地区第一个专注中文馆藏的正式专

业组织。 经过五十年的不断发展，中文资料委员

会依然是东亚图书馆协会的重要委员会之一。
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是一个专门面向华

人的图书馆员专业组织。 为了增进华人图书馆

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提高华人图书馆员的专业

素养，促进华人图书馆员与其他相关组织的合

作，维护华人图书馆员的权益，１９７３ 年在李志钟

等人的提议倡导下，美国第一个华人图书馆员组

织———中西部华美图书馆员协会（Ｍｉｄ－Ｗｅｓｔ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在美国伊利

诺伊州成立。 中西部华美图书馆员协会成立之

初只是一个地区性组织。 １９７６ 年已发展成为全

国性的图书馆员专业组织，并改名为华美图书馆

员协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３ 年，华美图书馆协会与 １９７４ 年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成立的另一个华人图书馆员组织———
华 人 图 书 馆 员 协 会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合并，合并后的新组织称为华人图书

馆员协会，分别保留并沿用华人图书馆协会的中

文名称和华美图书馆员协会的英文名称［１４］ 。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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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图书馆员协会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华人

图书馆员组织，下设九个分会，包括美国本土的

八个分会和一个海外分会，成员遍及美国、加拿

大、新加坡、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和台湾）以及其

他国家和地区［１５］ 。 自 １９７６ 年起华人图书馆员协

会作为美国图书馆协会的附属机构［１６］ ，已发展成

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少数族裔图书馆员组织。
３．１．２　 专业学会 ＳＣＳＬ

尽管东亚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华人图书馆员

协会的成立，已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华人图书馆

员或中文图书馆员间的联系提供了方便，但在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成立之前，中国研究图

书馆员之间往往通过电子邮件分享各自的研究

和工作经验，缺乏一个在学术和专业层面进行

广泛交流的平台，同时也缺少团队归属感和团

体认同，彼此之间联系相对较少。
随着中国研究图书馆员群体的发展，建立

一个专业性和研究性更强的组织的需求越来越

迫切。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一些中国研究图书馆

员利用在美国费城召开亚洲研究协会暨东亚图

书馆协会（ ＡＡＳ ／ ＣＥＡＬ）年会之际举行了中国研

究图书馆员学会筹备会议，通过了学会名称和

章程，选举了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国研究图

书馆员学会正式成立，学会英文名称为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简称 ＳＣＳＬ。 根据

学会《章程》，中国研究图书馆学会是一个在美

国伊利诺伊州注册成立的非营利、非政治的学

术组织［１７］ 。 基于学术组织的性质，该学会的组

织结构（见图 ２）中除负责会务的常规委员会外，
还设有三个具有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委员会：学
术委员会负责学术会议、研究项目等各项学术

活动；专业委员会负责学会交流访问、业务合

作、对外讲学等；学刊委员会负责学会刊物《天

禄论丛》的编辑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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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组织结构图

３．１．３　 ＳＣＳＬ 与 ＣＥＡＬ、ＣＡＬＡ 的关系

由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筹备会议举行的

时机和地点，可以看出该学会与东亚图书馆协

会关系密切。 东亚图书馆协会的《章程》显示，

该协会中文资料委员会致力于推动北美中文馆

藏的发展并提供相关服务，同时促进中国研究

图书馆员的专业教育和培训，加强与全国乃至

世界有关中国研究及中国研究图书馆员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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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术和专业交流［１８］ 。 然而，中国研究图书馆

员学会与东亚图书馆协会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

系。 只是鉴于学会成员与后者成员有所交叉，
为方便年会期间成员安排日程，因而决定以“相

关团体”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的形式在 ＡＡＳ ／ ＣＥＡＬ
年会期间进行合作［１９］ 。

图 ３ 清晰地反映出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

会、东亚图书馆协会、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
以及他们与亚洲研究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之

间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独

立于美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图书馆行

业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之外。 虽然部分中

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成员也加入了美国图书馆

协会，但二者在组织机构层面上并没有任何关

系，在业务层面上也联系甚少。 另一方面，中国

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又与属性相近的东亚图书馆

协会和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存在明显的差

别。 第一，功能性质不同。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

学会区别于后两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职业价值

与学术取向的高度融合。 这从该学会的名称

（以“学会”而非“协会”命名）、定位和组织结构

即可看出。 第二，业务侧重点不同。 东亚图书馆

协会中文资料委员会侧重中文馆藏的服务与发

展；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侧重图书馆员的交流

与权益；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侧重于以图书馆

员为主体的中国研究。 第三，群体成员不同。 虽

然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与后两者的成员有所

交叉（见表 １），但是各自又有稳固的专属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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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ＳＣＳＬ、ＣＥＡＬ、ＣＡＬＡ、ＡＡＳ、ＡＬＡ 关系图

表 １　 ＳＣＳＬ 与 ＣＥＡＬ 和 ＣＡＬＡ 成员交叉情况表

ＳＣＳＬ 成员

（人数：８１）

交叉类型 交叉人数 交叉比率（％）

同属 ＣＥＡＬ 成员 ４２ ５１ ８５

同属 ＣＡＬＡ 成员 ３７ ４５ ６８

同属 ＣＥＡＬ 和 ＣＡＬＡ 成员 ２１ ２５ ９３

ＳＣＳＬ 专属成员 ２３ ２８ ４０

ＣＥＡＬ ／ ＣＡＬＡ 成员 ＣＥＡＬ 成员人数：１７３ ／ ＣＡＬＡ 成员人数：４９９

　 　 注：笔者根据 ＳＣＳＬ 成员名录（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由 ＳＣＳＬ 执行委员会提供）、ＣＥＡＬ 成员名录（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由 ＣＥＡＬ 官网［２０］获取）、ＣＡＬＡ 成员名录（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由 ＣＡＬＡ 会员提供 ＣＡＬＡ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整理、统计。 成员人数不包括机构成员。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与其他两个协会的

成员发生交叉，说明该学会是一个开放性群体，
而非封闭性群体。 学会成员既可以是该学会的

专属成员，也可以参加属性相似的其他团体。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的成员规模较小（ ＳＣＳＬ
成员人数约为 ＣＥＡＬ 成员人数的 ４６． ８２％、为

ＣＡＬＡ 成员人数的 １６．２３％），但仍然有 ２８．４０％的

专属成员。 这说明尽管该学会成立时间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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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小，却已获得了专属性的社群认同，具备了稳

健发展的坚实基础。

３．２　 共同体的形成

虽然学界对现代意义共同体的认识由于具

体语境和叙述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别，但都有一

个基本的共识：身份认同、共同目标和归属感是

现代意义共同体的三个基本特征，也是共同体

赖以生成的基本要素［２１］ 。 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

学会的成立和结构可以看出，该学会作为一个

专业组织，已兼具“职业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
和“文化共同体”的三重性质。

（１）身份认同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的成立，使分散在

北美各东亚图书馆的部分中文图书馆员或华人

图书馆员有了共同的、统一的、公开的身份———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这是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

同体形成的基础。 就职业身份而言，中国研究

图书馆员是负责收集、加工、组织、管理中国相

关文献资源并为研究人员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

专业图书馆员。 就学术角色而论，中国研究图

书馆员是具有中国研究相关学科背景并从事中

国研究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研究人员，是北

美中国研究学术队伍的重要分支。 因此，中国研

究图书馆员共同体既是一个图书馆员的职业共

同体，还是一个专注中国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２）共同目标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的宗旨在于为海内

外的中国研究图书馆员提供一个开展学术活

动、交流专业经验、共享信息资源、促进合作的

平台，借此推动以文献资源研究为主的中国研

究的发展［１７］ 。 该宗旨说明学会成员在心理层面

具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和共同需求，并愿意为实

现共同的目标而彼此合作、齐心努力。 因此，可
以说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的宗旨就是这一群

体的共同目标，是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形

成的前提。
（３）归属感

归属感是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和情感依

赖，是维系共同体的纽带。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

绝大部分具有华人族裔背景，这一共同的种族

特征，又增强了这一群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杜维明在阐释“文化中国”时说，“族性”作为人

类生存状况的传统特质之一，与各种社会的“生

活世界”都有关联，“尽管今天全球意识到处弥

漫，寻根冲动在世界各地依然强烈” ［２］３８５ 。 中国

研究图书馆员学会的成立，可以看作是北美中

国研究图书馆员“文化寻根”的一个结果，是他

们在身份认同、共同目标和种族特征基础上生

成“文化认同”的一种体现，从而具有了文化共

同体的属性。
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的

成立标志着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的正

式形成。 学会组织的客观存在，使共同体在强

调精神层面的同质之外又具有实体性特征。

４　 共同体成员：地域分布、机构来源与
知识结构

个体成员对共同体的依赖表现为心理层面

的归属感。 反过来，共同体对个体成员也存在

着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来源于个体成员的身份

属性对共同体稳定性的关键影响。 ２０１０ 年中国

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形成之初，其成员（即中国

研究图书馆员学会成员） 共有 ５４ 人［２２］ 。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学会成员名录统计，个人成员已增至 ８１
人。 然而，成员数量的增长并不能确保共同体

在变动环境中的持续存在。 保持共同体的稳定

性，还需要衡量成员身份属性的相似度以及合

理范围内的差异性，包括成员的地域分布、机构

来源和知识结构等因素。

４．１　 成员所在地域分布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成员绝大多数工作

于北美地区，以美国、加拿大为主，另有少数成

员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特区和新加

坡等（见表 ２）。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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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成员所在国家 ／地区分布表

地区 美国 加拿大 中国大陆 台湾地区 香港特区 新加坡 合计

成员人数 ７０ ５ ３ １ １ １ ８１

比率（％） ８６．４２ ６．１７ ３．７０ １．２３ １．２３ １．２３ １００

　 　 注：笔者根据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 ２０１６ 年成员名录整理、统计。

　 　 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

计 ７５ 人，约占成员总数的 ９２．６％，显示出极强的

地域性。 造成地域分布集中于北美地区的表层

原因，显然是中国研究图书馆学会诞生于美国

的渊源关系。 而本质上却反映出北美地区重视

世界区域研究，在中文馆藏和中国研究领域取

得了较快发展，从而孕育出成熟的中国研究图

书馆员群体。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在 ２０１１ 年

全体成员大会上做出“暂缓接纳海外成员；北美

成员不分原籍，照常欢迎” ［２３］ 的决定，可能与北

美地区对这一群体生成和发展的根本性影响

有关。

由此可见，共同的地域条件对中国研究图

书馆员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 无论是

地理区域上的就近优势，还是“暂缓接纳海外成

员”的制度性限制，都说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

同体具有明确的地域范围界定。 该共同体的地

域性特征并没有随着区域间交流的频繁而减

弱，而是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４．２　 成员所属机构分析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个人成员中除一位

成员工作单位不确定外，其余 ８０ 位成员来自于

５８ 个机构（见表 ３）。

表 ３　 成员所属机构分布表

机构类型 机构数量 成员人数 比率（％）

大学图书馆

公立大学

美国地区 ２５

加拿大地区 ４

其他地区 ２

小计 ３１

私立大学

美国常春藤盟校 ７

美国其他私立大学 １０

小计 １７

合计 ４８

６８ ８５ ００

联邦图书馆 ２ ４ ５ ００

博物馆与博物学院 ３ ３ ３ ７５

出版商与书商 ３ ３ ３ ７５

海外图书馆学会 １ １ １ ２５

私人研究图书馆 １ １ １ ２５

总计 ５８ ８０

　 　 注：笔者根据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 ２０１６ 年成员名录整理、统计。

０８８



张　 芳　 李　 刚：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
ＺＨＡＮＧ Ｆａｎｇ ＆ ＬＩ Ｇａ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成员的机构来源主

要是大学图书馆，少数成员分布于其他类型的

图书馆，以及博物馆和博物学院下设的图书资

料部门。 来自出版商和书商的 ３ 位成员的职业

并不是图书馆员，因为在中文馆藏和中文文献

整理方面拥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和合作关系而被

纳入到学会当中。 表 ３ 中的 ４８ 所大学全部为综

合性大学（或学院），均设有亚洲尤其是东亚或

中国方面的课程和研究项目。 教学和科研的需

求是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工作于大学图书馆的前

提。 此外，语言、教育和文化背景也是中国研究

图书馆员聚集在大学图书馆的重要因素。 李志

钟认为大多数华人图书馆员工作于大学图书馆

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语言优势。 华人图书

馆员一般都能熟练掌握中英两种语言。 二是学

科优势。 华人图书馆员不仅有进入图书馆工作

所必需的图书馆和信息学硕士学位，还具有其

他专业的高级学位，不少人具有双硕士甚至博

士学位。 三是相对于其他机构，具有多元文化

背景的华人图书馆员在大学宽松自由的学术氛

围中更容易被接受，并且有利于继续他们以往

的文史研究［１２］ 。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成员所在的大学，

均是教育实力和科研水平较强的研究型大学。

表 ３ 中的 ２５ 所美国公立大学在注重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同时，也是学术研究的重镇。 其中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卡罗

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

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

分校在 ２０１７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Ｕ Ｓ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美国公立大学排名［２４］ 中均位于

前十名。 表 ３ 中的 １７ 所私立大学均分布于美国

各地区，其中属于常春藤盟校（ Ｉｖｙ Ｌｅａｇｕｅ）的就

有 ７ 所，分别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

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达特

茅斯学院。 常春藤盟校由美国东北部 ８ 所高等

学校组成，建校历史悠久，一直以高水平的学术

和科研能力著称。 上述美国大学获得的政府财

政拨款和捐赠基金丰厚，学科门类齐全，图书馆

藏丰富，学术科研水平高，为东亚和中国研究提

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中国研究图书馆员提

供了稳定的工作和科研环境，是中国研究图书

馆员共同体坚持学术研究特色的有力支撑。

４．３　 成员知识结构分析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身份的职业性和学术

性，要求他们必须具有相应的知识结构。 美国

大多数图书馆员除了具有美国图书馆协会认可

的图书馆专业学位之外，一般还具有其他专业

的学科背景。 由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成员

名录中并没有提供成员的教育背景，笔者通过

检索相关资料获知 ５５ 位成员的教育背景信息

（见表 ４），约占成员总数的 ６７．９％，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

根据 ５５ 位成员的学位信息统计，他们所获

得的学士学位数量共计 ４１ 个，硕士学位数量共

计 ９１ 个，博士学位数量共计 ２４ 个①。 中国大陆

授予的学士学位数量最多，共计 ３６ 个，约占学士

学位总数的 ８７．８０％；美国授予的硕士学位数量

最多，共计 ６２ 个，约占硕士学位总数的 ６８．１３％；

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最多，共计 ２２ 人，约占

博士学位总数的 ９１．６７％。

从学位授予的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研究

图书馆员大多数在中国大陆完成本科阶段的教

育，这是中国研究图书馆员群体有别于其他华

人图书馆员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十世纪

七、八十年代，由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中国大

０８９

① ５５ 位成员中部分只提供硕士或硕士和博士学位信息，未提供学士学位信息，还有部分成员提供了国内

和国外两个学士学位信息，因此成员人数与学位数量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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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部分成员学位、学科、专业分布表

学位类型

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学科 ／ 专业
学位

数量
学科 ／ 专业

学位

数量
学科 ／ 专业

学位

数量

图书馆专业学位
图书馆学 ／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４

图书馆学 ／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４３

图书馆学 ／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３

其他专业学位

历史学 １２ 文学 １３ 历史学 ７
中国语言文学 ９ 历史学 １２ 哲学和宗教学 ３
外国语言文学 ６ 亚洲和中国研究 ６ 人类学 ２

哲学 ２ 政治学 ４ 传播学 ２
政治学 ２ 语言学 ３ 教育学 ２
社会学 １ 社会学 ２ 社会学 ２
法学 １ 教育学 ２ 语言学 １

艺术学 １ 哲学 １ 文学 １
博物馆学 １ 地理学 １ 不确定 １
不确定 ２ 计算机科学 １

不确定 ３

合计 ４１ ９１ ２４

　 　 注：笔者根据对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刊物《天禄论丛》、ＥＢＳＣＯ 学术研究数据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ｅｍｉｅｒ）

以及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等社交网站的调查结果整理、统计。

陆改革开放，许多中国大陆学生通过寻亲、劳务

和留学的方式来到美国并且定居下来，形成了

新一代华人群体。 本文对学位信息的分析显

示，中国研究图书馆员主要来自这一时期移民

美国的华人群体。 他们在中国大陆成长和学

习，获得学士学位后到美国学习或工作，并取得

了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 早期在中国大陆

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知

识积累具有了连续性，成为他们在美国继续进

行中国研究的一大优势。
从学位的学科、专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

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 学士学位主要分布在历

史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和图书馆

学；硕士学位主要分布在图书馆学、文学、历史

学、亚洲和中国研究；博士学位主要分布在历史

学、哲学和宗教学、图书馆学。 由此可见，中国

研究图书馆员一般具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育

背景。 他们的教育背景虽然涵盖历史学、文学、

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人
类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但仍然以中

国相关的文史研究背景为主。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对自身的教育背景和学

术传统也有过总结。 他们认为“中国研究馆员

大多本来以文史研究为专业，或者对文史研究

培养了浓厚的兴趣，这种文史研究于馆员的本

职工作甚有助益” ［２５］ ，“北美东亚图书馆近 ２０
年来聚集了一批高学历、多语种、既学有专长又

兼通现代图书馆信息学的华人馆员，以学者之

身份主掌馆务而深孚众望，令中华传统在海外

薪火不断” ［２６］ 。 上述论断在本文对中国研究图

书馆员的知识结构分析中得到了印证。 相似的

知识结构增进了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成员

在学术追求上的认同。 多样的学科背景，使得

这一共同体的学术研究视域更加开阔。 因此，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成员的知识结构，为
共同体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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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共同体维系：专业与学术领域的实践

共同地域的认同、稳固的学术机构支撑和

有利的知识结构，为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

同体储备了强大的实践力量。 该共同体自形成

之后，就积极策划、组织并参与了多种专业与学

术活动，构建了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成为共同

体维系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５．１　 内部交流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的内部交流主要

以年会的形式展开。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年

会作为共同体的制度性会议，一般于每年三、四
月份东亚图书馆协会年会期间举办。 由学会总

务委员会和年会举办地的成员共同组织。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已成功举办六届，先后在夏威夷、多
伦多、圣地亚哥、费城、芝加哥、西雅图召开。 年

会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会工作

会议，内容有新成员注册、学会和各委员会年度

工作汇报、会务讨论；第二部分是年会的核心日

程，即学术研究信息交流会；第三部分是联谊活动。
学术研究信息交流会是成员之间学术信息

交流与共享的平台，会议议程主要包括：最新学

术成果分享、正在进行项目的信息分享和未来

研究课题的讨论。 交流会一般采用论文报告会

和圆桌讨论两种形式。 最新学术成果分享和正

在进行项目的信息分享主要采用论文报告会形

式，邀请学会成员或关注中国研究尤其是从事

中国文献研究和开发的非成员发言，或报告有

关中国研究和中国文献研究的最新学术著作、
学术研究成果，或通报国内外中国研究学术会

议情况等。 未来研究课题的讨论则采用圆桌讨

论方式，在报告人及评议人发言之后，安排自由

问答和讨论时间，成员可以借此进行研究课题

的探讨和交流，或寻找课题合作伙伴等。
通过学术研究信息交流会，中国研究图书

馆员共同体成员可以互通研究成果，讨论学术

问题，交流研究心得，合作开发项目等。 学术研

究信息交流会对共同体成员的学术研究活动起

到良好的指导和敦促作用。

５．２　 外部传播

该学会组织出版的学术刊物是成员研究成

果向外传播的一种常用媒介。 《天禄论丛》作为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的刊物，以学术集刊的

形式定期出版，是实现成员学术论文出版和传

播的重要途径。 实际上，《天禄论丛》的创刊要

早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的成立。 在 ２００８ 年

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年会上，俄亥俄州立大学

图书馆的李国庆和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邵

东方提出编辑一本能够反映当时北美东亚图书

馆员研究成果的文集。 ２００９ 年，首卷《天禄论

丛：北美华人东亚图书馆员文集》由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 因为《天禄论丛》的主要作者是

从事中国研究的东亚图书馆员，所以在中国研

究图书馆员学会成立后，《天禄论丛》就定位为

该学会的学刊，并且从 ２０１１ 年起，副标题由“北

美华人东亚图书馆员文集”改为“中国研究图书

馆员学会学刊”。 《天禄论丛》自创办以来，一年

出版一卷，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已出版 ８ 卷。 作为相

对小众的学术刊物，《天禄论丛》能够做到不间

断的正式出版，说明它的作者群体和读者对象

虽然数量有限，但基础稳固，已经在中国研究领

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传播力量。
尽管对于新成员加入有地域的限制，但中

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在学术交流和传播中一

直秉持开放的态度。 如同年会中可以邀请从事

中国研究的非成员发言那样，《天禄论丛》的作

者也不限于学会成员。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天禄

论丛》已刊载文章 １０３ 篇，发文作者有 ５３ 人。 其

中第一作者为学会成员的有 ３５ 人，发文累计 ７９
篇，约占发文总量的 ７６ ７０％。 第一作者为非学

会成员的有 １８ 人，发文累计 ２４ 篇。 这些非成员

的发文，或与成员合著，或经过成员的编译、整
理，或由成员提供咨询和协助，或与北美东亚馆

藏中文文献密切相关。 总之，《天禄论丛》能够

反映出共同体成员的学术水平，是共同体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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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刊布和流传的主要载体。 因此，我们可以

借助《天禄论丛》载文的主题分布（见表 ５），探
讨共同体成员学术研究的特征。

表 ５　 《天禄论丛》载文主题分布表

研究主题 研究对象 论文数量 研究主题 研究对象 论文数量

文献研究

图书馆研究

古籍 １４
版本 ４
档案 ３
目录 ３
考释 ２

印刷史 １
地方志 １

民国文献 １
文献保护 １

小计 ３０
中文特藏 ５

图书馆学家 ４
东亚图书馆史 ３

档案整理 ３
图书馆学教育 １

小计 １６

文学研究

历史研究

人物研究

国际关系

古代文学 ８
语言文字 ４
古代艺术 １

翻译 １
小计 １４

近代史料 ３
传教士 ３

近代人物 ２
古代教育 １
古代人物 １
古代文物 １

小计 １１
海外华人研究 ９
留学生研究 ２

小计 １１
中美关系 ２

宗教研究

宗教文献 １２ 海外中国研究 研究人员与机构 ２
宗教人物 ２ 书评、随笔 ３

小计 １４ 合计 １０３

　 　 注：笔者根据《天禄论丛》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载文整理、统计。

在《天禄论丛》刊载论文中，与图书馆业务

研究密切相关的论文数量共计 ４６ 篇，约占论文

总数的 ４４．６６％，论文主题包括文献研究和图书

馆研究。 在文献研究方面，中国研究图书馆员

主要从馆藏揭示的角度对重要古籍和档案进行

介绍，如《郭嵩焘与芝加哥大学所藏稿本〈沅湘

耆旧诗集续编〉》 ［２７］ 、《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

藏土地契约文献简介》 ［２８］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中日战争（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手稿文献》 ［２９］ 等，体现

了图书馆员揭示馆藏的责任感。 同时，他们还

运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古典文献学知识

对中文古籍进行研究， 如 《〈 群书备考〉 版本

考》 ［３０］ 、《从〈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看莫友芝的书

学生活》 ［３１］ 、《今本〈竹书纪年〉附注之“寒门”、
“塞门” 考》 ［３２］ 等，显示出扎实的文献学功底。

在图书馆研究方面，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对馆藏

的揭示，侧重于北美各图书馆中文馆藏的来源

和发展历史， 如 《 胡适与美国母校的中文馆

藏》 ［３３］ 、《多伦多大学慕氏藏书钩沉》 ［３４］ 、《不列

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特藏》 ［３５］ 等，反映了他

们对所在图书馆中文馆藏的熟悉程度。

文学、历史、宗教研究方面的论文共计 ３９
篇，约占论文总数的 ３７．８６％。 这一结果与本文

第 ４．３ 节中成员学科背景分析相吻合，反映了中

国研究图书馆员在业务研究之外对“文史哲”领

域的研究兴趣和努力方向。 以宗教研究为例，
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的陈智音先后获得哲学

学士、佛教学硕士、图书馆学硕士、藏传佛教专

业博士等学位，研究领域为藏传佛教与佛教典

籍整理与翻译。 陈智音在《天禄论丛》上共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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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２ 篇，研究主题涉及藏传佛教史和佛典翻

译。 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王立先后获得哲学

学士、人文学硕士、图书馆与信息学硕士、哲学

博士等学位，研究领域为比较宗教学、中国宗教

哲学和道教内丹学。 王立在《天禄论丛》上发表

论文 ３ 篇，研究主题涉及道教人物与道教文献。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马小鹤先后获得历

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图书馆学硕士等学位，
研究领域为亚洲史和中亚史，尤其是摩尼教研

究。 马小鹤在《天禄论丛》上发表论文 ９ 篇，研
究主题涉及摩尼教残经译释和霞浦文书研究。
马小鹤是《天禄论丛》发文数量最多的中国研究

图书馆员。
除上述研究领域外，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对

中国问题的研究还扩展至留学生研究、海外华

人研究、中美关系研究，以及对海外中国研究队

伍和机构的研究，表明了中国研究主题的多样

性。 尽管研究主题多样，但研究对象则主要来

源于北美东亚图书馆的馆藏文献。 １０３ 篇论文

中明确指明研究对象来源于北美东亚图书馆馆

藏的论文有 ４１ 篇，利用的馆藏包括中文古籍、各
类档案、民国出版物、中国大陆地区当代出版

物，以及与中国有关的私人藏书等。 这一方面

反映出北美东亚图书馆对中文特藏的重视程度

与开发力度，另一方面反映出成员对其所在机

构的中文特藏进行研究、宣传的兴趣与意愿。
由此可见，基于馆藏文献的研究是中国研究图

书馆员学术研究的重要特征。 独具特色的中文

馆藏、利用馆藏的便利条件、专门的论文出版和

传播平台增强了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开展中国研

究的资本实力和学术影响力。

５．３　 国际合作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自形成以来，积
极参与国际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 专业交流

频繁，合作形式多样。 一方面主办和参与国际

研究项目和学术会议，另一方面推动图书馆专

业人员的联合培养（见表 ６）。

表 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共同体参与国际图书馆界合作示例

国际合作类型 年度 项目 ／ 会议名称 共同体角色

图书馆交流与

合作

２０１０
国际图书馆东亚文献合作暨华文报刊数

字化研讨会
学会联合主办

２０１１ 环太平洋数字图书馆联盟年会 成员参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 学会联合主办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中文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国际研讨会 成员参与

图书馆员联合

培养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中美图书馆员专业交流项目 美国图书馆界专家代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 ２１ 世纪图书馆员

研讨班
美国图书馆界专家代表

２０１１
国际图书馆专业馆员研习班：汉学研究资

源及服务
成员参与

２０１４ 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 成员参与

２０１５ 北京电影资料研习班 成员参与

　 　 注：笔者根据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通讯（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整理。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在图书馆交流与

合作方面，主要以图书馆馆际合作为依托，强化

汉学资源和数字资源服务、保护与利用的研究。

例如，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与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联合主办“中

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每两年一届，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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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举办过三届。 该论坛是中国研究图书馆员

共同体代表美国高校图书馆界，与中国高校图

书馆界合作，寻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互惠互利

的重要平台。 在图书馆员联合培养方面，中国

研究图书馆员作为美国图书馆界的专家代表在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举办系列讲座，向图书馆

员介绍美国图书馆管理与运作的理论和实践。
同时，他们还作为学员参与到中国大陆和台湾

地区举办的图书馆员业务研习班中。 总之，中
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以多种角色参与到国际

交流与合作中，显示了共同体成员在图书馆界

文献研究、资源共享、务实合作、互动提升中的

积极态度。

６　 共同体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专业成员、组织体制和行动实

践，是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能够形成

和维系的关键因素。 正是依靠这三个因素，中
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经过七年的发展日臻成

熟，并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１）海外华人图书馆员群体研究的科学视角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作为一个职业共

同体，它在特定的职业领域、工作内容、知识结

构和专业技能等方面具有普遍性的准则；作为

一个学术共同体，它在学科训练、理论方法、专
业团队、知识生产等方面具有共通性的规范；作
为一个源于特定地域和族裔的文化共同体，它
在族群文化、语言习俗、地域意识、社会心理等

方面具有主动性的认同。 对中国研究图书馆员

共同 体 的 分 析， 还 可 以 借 鉴 科 学 共 同 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观点。 美国科学史家

库恩（Ｔ． Ｓ． Ｋｕｈｎ）在 １９７４ 年发表的《再论范式》
一文中对科学共同体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释：
“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

所组成的。 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

同因素结合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

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

人。 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

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 ［３６］ 。 对照

科学共同体的概念，我们发现无论给北美中国研

究图书馆员群体作何种抽象的概括和说明，都离

不开成员的认同、组织的规则和专业的行动，即
前面所述的三个关键因素。 这为海外华人图书

馆员群体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科学视角。
（２）北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功

能担当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通过成功的组织

实践和专业的学术研究，成为北美图书馆界的

有机组成部分，在与中国研究相关的领域对北

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对于北美地区的图书馆学研究来说，一方面，中
国研究图书馆员借助版本学、目录学等中国图

书馆学传统方法，积极开展馆藏中文文献研究

和东亚图书馆史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中

国图书馆学“学术反哺”北美图书馆学的路径，
他们的独特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使北美图书馆

学研究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中国研究图书馆

员的图书馆学研究，修正和平衡了北美主流图

书馆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使得包括中国在内

的东亚文献与文化产品研究成为北美图书馆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成

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

平主编的《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 １８６８—
２００８》（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一书系统地

呈现出北美 ２５ 所东亚图书馆文献典藏的建立、
发展过程，馆藏特色以及典籍背后蕴含的政治

文化，社会背景和学术发展脉络，填补了北美图

书馆学界东亚图书馆史研究的空白。
对于北美地区的图书馆事业而言，中国研

究图书馆员共同体的功能担当，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首先，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是北

美东亚图书馆中文文献资源建设的主导力量。
凭借着独特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以及对中国

文化环境的敏锐洞察力，中国研究图书馆员不

仅从事着北美东亚图书馆普通中文馆藏建设，
同时还能够探索挖掘大量鲜为人知、具有较高

学术价值的特色中文文献，如芝加哥大学东亚

０９４



张　 芳　 李　 刚：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
ＺＨＡＮＧ Ｆａｎｇ ＆ ＬＩ Ｇａ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图书馆的 “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３７］ ，收藏有丰富的

文革报刊、印刷品并实现全文检索，是北美图书

馆中文特藏建设和数字人文实践的代表性成

果。 其次，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是北美图

书馆界开展国际交流的文化桥梁。 依靠中国研

究图书馆员的独特身份，以馆际合作为平台，以
文献资源为媒介，在中文文献保护与利用、资源

共建共享等方面积极寻求与中国大陆以及香

港、台湾等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在中美图书馆国

际合作方面构建起一个稳定的事业共同体。 此

外，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的形成，丰富了北

美图书馆员职业群体结构。 在附属于美国图书

馆协会的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之外，中国研

究图书馆员学会作为一股独立的新生力量，增
强了少数族裔群体，尤其是华人群体在北美图

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影响力。
（３）图书馆员角色转变与服务转型的有效

示范

美国 社 会 心 理 学 家 斯 帝 芬 · 沃 切 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ｏｒｃｈｅｌ）等人认为，群体具有凝聚力是

因为“群体成员分享共同的信念态度，接受该群

体的共同准则，并且他们至少分享一个共同的

目标” ［３８］ 。 因此，维持共同体的稳定，就要克服

成员在观念和责任上的分歧，将共同体的行动

变为每一个个体参与者切身的关注点。 中国研

究图书馆员切身的关注点，就在于图书馆员职

业工作与学术研究的有效融合。 美国哈佛大学

哈佛 燕 京 图 书 馆 首 任 馆 长 裘 开 明 （ Ａｌｆｒｅｄ
Ｋａｉｍｉｎｇ Ｃｈｉｕ）认为，一个图书馆员如果不从事

学术研究，那他很难得到重视；如果全身心投入

学术研究则容易忽略作为图书馆员的职责［３９］ 。
这揭示出图书馆员本职工作与学术研究的矛盾

关系。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不仅致力于中文馆藏

的建设和服务，同时转向内容创造，投身中国研

究，从服务支持型馆员向研究型馆员转变，建立

了可持续性的“图书馆员—研究者”的角色变换

关系。 这不仅提升了他们中文文献采选和参考

咨询的能力，提高了北美东亚图书馆中文文献

的馆藏品质和服务质量，还推动了北美亚洲研

究尤其是中国研究的进步。 因此，中国研究图

书馆员在处理本职工作与学术研究这一矛盾时

建立起了成功的模式。 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

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确定了这一模式适用范

围的广泛性和实效性，可供我国图书馆界和图

书馆员借鉴。
（４）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在“文化中

国”语境中的战略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
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

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４０］ 。 身处海外的中国研

究图书馆员拥有中国文化相关的语言、历史和

社会知识，自觉担负起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的形成，将他们原本

分散的努力集合成为融入北美中国学界主流的

一股强力。 在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研究

图书馆员利用东亚图书馆的核心资源和图书馆

员的文化资本，一方面主动寻求在海外中国研

究和中国文化传播中的主体性，另一方面积极

扩展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承的实践范围。 主体性

的建立和社会实践的扩展，正是与“文化中国”
密切相关的两个课题［２］４１４ 。 因此，北美中国研究

图书馆员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既体现出在传

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

撞和融合中，海外华人图书馆员追寻中国文化

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自信，又是华人图书馆员群

体在北美地区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文化强

国战略的有力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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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ＳＣＳ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３ ／ ２６ ／ ２０１０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ｍｉｎｕｔｅｓ ［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２６］．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ｓｌｗｅｂ．ｏｒｇ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２０］ ＣＥＡＬ． ＣＥＡ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ｓ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２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ｌｉｂ．ｏｒｇ ／ ｃｍｂ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Ｄｉ⁃

ｒｅｃｔｏｒｙ．

［２１］ 张志旻，赵世奎，任之光，等． 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 Ｊ］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

理，２０１０（１０）：１４－２０．（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ｍｉｎ， Ｚｈａｏ Ｓｈｉｋｕｉ， Ｒｅｎ Ｚｈｉｇ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２０１０（１０）：１４－２０．）

［２２］ ＳＣＳ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３ ／ ２３ ／ ２０１０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ｓｌｗｅｂ．ｏｒｇ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２３］ ＳＣＳ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Ｉｓｓｕｅ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２６］． ｈｔ⁃

ｔｐｓ： ／ ／ ｄｏｃｓ．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 ／ ｖｉｅｗｅｒ？ａ ＝ ｖ＆ｐｉｄ ＝ ｓｉｔｅｓ＆ｓｒｃｉｄ ＝ ＺＧＶｍＹＸＶｓｄＧＲｖｂＷＦｐｂｎｘｚＹ３Ｎｓｄ２ＶｉｆＧｄ４ＯｊＵ０ＯＴＡ４Ｏ⁃

ＤＩｚＺｍＲｍＮＷＲｋＭｊＡ．

［２４］ Ｕ．Ｓ． Ｎｅｗｓ． Ｔｏｐ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０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ｓ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ｂｅｓ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 ｔｏｐ－ｐｕｂｌｉｃ．

［２５］ 马小鹤，蒋树勇．卷首语［Ｇ］ ／ ／ 马小鹤，蒋树勇．天禄论丛：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学刊：第３卷． 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５．（ Ｍａ Ｘｉａｏｈｅ， Ｊｉａｎｇ Ｓｈｕｙｏ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ｄｓ［ Ｇ］ ／ ／ Ｍａ Ｘｉａｏｈｅ， Ｊｉａｎｇ Ｓｈｕｙｏｎｇ． Ｔｉａｎ

Ｌｕ Ｌｕｎ Ｃｏ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Ｖｏｌ．３．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１－５．）

［２６］ 李国庆．出入中外，往来古今———北美华人东亚图书馆员中国学研究成果一瞥［ Ｇ］ ／ ／ 李国庆，邵东方．天禄

论丛：北美华人东亚图书馆员文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６ － ６４． （ Ｌｉ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ａ ｇｌｉｍ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Ｇ］ ／ ／ Ｌｉ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Ｓｈａｏ Ｄｏｎｇｆａｎｇ． Ｔｉａｎ Ｌｕ Ｌｕｎ Ｃ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５６－６４．）

［２７］ 周原．郭嵩焘与芝加哥大学所藏稿本《沅湘耆旧诗集续编》［Ｇ］ ／ ／ 徐鸿，马小鹤．天禄论丛：中国研究图书馆

员学会学刊：第２卷．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８３－ ２１２．（ Ｚｈｏｕ Ｙｕａｎ． Ｇｕｏ Ｓｏｎｇｔａ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Ｙｕａｎ Ｘｉａｎｇ Ｑｉ Ｊｉｕ Ｓｈｉ Ｊｉ Ｘｕ Ｂ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Ｇ］ ／ ／ Ｘｕ Ｈｏｎｇ， Ｍａ Ｘｉａｏｈｅ． Ｔｉａｎ

Ｌｕ Ｌｕｎ Ｃｏ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Ｖｏｌ．２．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１８３－２１２．）

［２８］ 邹秀英．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土地契约文献简介［Ｇ］ ／ ／ 杨涛，李国庆．天禄论丛：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

会学刊：第６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３４－４９．（Ｚｏｕ Ｘｉｕ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Ｇ］ ／ ／ Ｙａｎｇ Ｔａｏ， Ｌｉ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Ｔｉａｎ Ｌｕ Ｌｕｎ Ｃｏ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Ｖｏｌ．６．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３４－４９．）

［２９］ 宋玉武．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日战争（１９３７—１９４５）手稿文献［Ｇ］ ／ ／ 郑力人，杨涛．天禄论丛：中国研究图书

馆员学会学刊：第５卷．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２２－５１．（Ｓｏｎｇ Ｙｕｗｕ．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ｏｎ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Ｗａｒ（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Ｇ］ ／ ／ Ｚｈｅｎｇ Ｌｉｒｅｎ， Ｙａｎｇ Ｔａｏ． Ｔｉａｎ Ｌｕ Ｌｕｎ Ｃｏ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Ｖｏｌ．５．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２２－５１．）

［３０］ 张海惠．《群书备考》版本考［Ｇ］ ／ ／ 李国庆，邵东方． 天禄论丛：北美东亚图书馆员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２５－２２９．（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ｈｕｉ． 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ｎ Ｓｈｕ Ｂｅｉ Ｋａｏ” ［ Ｇ］ ／ ／ Ｌｉ Ｇｕｏ⁃

ｑｉｎｇ， Ｓｈａｏ Ｄｏｎｇｆａｎｇ．Ｔｉａｎ Ｌｕ Ｌｕｎ Ｃ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０９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三二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３２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２２５－２２９．）

［３１］ 张海惠．从《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看莫友芝的书学生活［ Ｇ］ ／ ／ 李国庆，邵东方． 天禄论丛：北美东亚图书馆

员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３２－２３８．（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ｈｕｉ．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ｏ Ｙｏｕｚｈｉ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Ｊｉｕ Ｂｅｎ Ｓｈｕ Ｊｉｎｇ Ｙａｎ Ｌｕ［Ｇ］ ／ ／ Ｌｉ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Ｓｈａｏ Ｄｏｎｇｆａｎｇ．Ｔｉａｎ Ｌｕ Ｌｕｎ Ｃ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２３２－２３８．）

［３２］ 邵东方．今本《竹书纪年》附注之“寒门”、“塞门”考［Ｇ］ ／ ／ 李国庆，邵东方．天禄论丛：北美东亚图书馆员文

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６５－１７３． （Ｓｈａｏ Ｄｏｎｇｆａ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 Ｈａｎ Ｍｅｎ” ａｎｄ “ Ｓａｉ Ｍｅ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Ｚｈｕ Ｓｈｕ Ｊｉ Ｎｉａｎ［Ｇ］ ／ ／ Ｌｉ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Ｓｈａｏ Ｄｏｎｇｆａｎｇ． Ｔｉａｎ Ｌｕ Ｌｕｎ Ｃ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１６５－１７３．）

［３３］ 王成志．胡适与美国母校的中文馆藏［Ｇ］ ／ ／ 李国庆，邵东方． 天禄论丛：北美东亚图书馆员文集．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８６－１９５．（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ｚｈｉ． Ｈｕ Ｓｈｉ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ｉ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ｌｍａ

ｍａｔｅｒ［Ｇ］ ／ ／ Ｌｉ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Ｓｈａｏ Ｄｏｎｇｆａｎｇ． Ｔｉａｎ Ｌｕ Ｌｕｎ Ｃ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１８６－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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