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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的凝集 　智慧的结晶
———评《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

摘　要　《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收录毛坤先生图书馆学档案学论文 41 篇 ,具有选材精良、

编排科学、校勘严谨的特点。对于推动我国图书馆学档案学研究的发展 ,弘扬毛坤先生的学术

思想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精神均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 8。

关键词　毛坤　图书馆学档案学　论文选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Containing forty2one papers , M ao Kunπs Selected Papers in L ibrary and A rchive Sci2

ence is an important boo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archive science in China and for the un2

derstanding of Mao Kunπs academic thought and the spirit of Wenhua Library College. 8 refs.

KEY WORDS　Mao Kun. 　Library and archive science. 　Selections.

CLASS NUMBER　G250

　　80 年代以来 ,我国陆续出版了一批图书馆学档

案学个人文选 ,其中不乏优良之作 ,但是 ,能够像《毛

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以下简称《毛坤文选》,四

川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出版) 这样感人肺腑、催

人奋进的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则颇为鲜见。

《毛坤文选》由浩然题写书名 ,编者是梁建洲、廖

整逻辑系统。要实现西北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目

标 ,必须要建设网络硬件设施。目前 ,CERN ET 网的

主干网速度只有 2M ,无法支持网上快速的多媒体信

息传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教育部将利用专项资

金支持 CERN ET 网的主干网提速。预计未来的目标

是 CERN ET 主干网的速度将提升到 622M ,部分地

区将提升到 215 G ,最高提速达到 1200 倍[6 ] 。在国家

加大对网络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 ,西北各省高校也

在筹划改善网络传输方式 ,比如 ,陕西省部分高校正

在通过铺设光缆改进与西安交通大学的联通方式。

网络硬件设施建设和 CERN ET 的全面提速将为西北

地区高校图书馆网络化建设提供有利条件。

315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技术保障问题

从整体上看 ,数字图书馆研究是一个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系统工程。从国内外数字图书馆的实践

看 ,数字图书馆牵涉的技术领域非常广泛 ,包括三维

建模、人工智能、声频、视频技术、语言处理技术、光

学字符识别等几十种相关技术。数字图书馆建设不

但需要各图书馆做大量的数字资源建设工作和技术

研究 ,还需要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相关领域专家协同

攻关。针对数字图书馆所涉及的技术领域的复杂

性 ,在西北地区应选择一些国家部委、地方政府重点

扶持的院校以及“211 工程”院校 ,建立数字图书馆实

验中心或技术研究中心 ,以保证数字图书馆建设的

长期性和连续性。数字图书馆的整体技术项目可以

分解为若干子项目 ,由各实验室和图书馆承担。技

术领域的研究要与实践紧密结合。数字图书馆资源

库建设应当与理论的研究同时进行 ,保证技术与实

践互相促进 ,协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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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纲、梁　如。一般读者或许并不觉得这 3 位编者有

什么特别 ,但是大凡知道一点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历史的读者看到这 3 个名字都会为之一振 ,进而

肃然起敬 ,叹为观止 ! 因为这 3 位编者并非普普通通

的学人 ,而是 3 位耄耋之年的图书馆学档案学前辈。

梁建洲先生是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以下简

称“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科第 2 届 (194019～194216)

毕业生 ,并曾在文华图专任教多年 ,是我国目前健在

的档案学科毕业时间最早的学术前辈。廖洛纲先生

是文华图专第 5 届 (194319～194516)毕业生 ,而梁　

如先生则是文华图专第 9 届 (194619～194816) 毕业

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和力量激励和鼓舞着

3 位四川籍文华前辈在耄耋之年不辞艰辛编辑《毛坤

文选》呢 ? 这本身就给读者提供了无穷的吸引力和

无限的想象空间。

翻开《毛坤文选》,在毛坤先生的肖像、毛坤先生

与夫人任慎之女士合影以及毛坤先生与文华同仁的

历史照片之后是享誉海内外的图书馆学家沈宝环教

授———又一位文华的前辈 ———题写的序言。这篇序

言为读者解读 3 位编者的情愫和《毛坤文选》的精髓

提供了精妙的指引。沈宝环教授在《序》中坦言 :

“我很少动笔为人写序 ,因为我有自知之明 ,写

序非我所长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措词才算得体。凡

是有人请我写序 ,我总是尽可能婉拒 ,学术界的朋友

都知道我订出‘写序约法三章’作为护身符和免战

牌 :一、知人 →我必须对著作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二、

知己 →我必须对著作的内容有若干了解 ,三、知用 →

我必须对著作的贡献有几分把握。”

那么 ,究竟是什么力量激励侨居美国且耄耋之

年的沈宝环教授欣然为《毛坤文选》作序的呢 ? 沈宝

环教授说 :“毛坤教授《毛坤文选》即将问世 ,相麟

(注 :毛坤先生的公子) 师弟来信要我为这本著作写

序。在最近一封信中他说 :‘编辑家父文集之事现在

紧张进行 ,已进入后期勘校阶段 ,在此我代表我们全

家恳请您为文选作序 ,以表两代人友谊。’这几句真

情流露极富感性的话 ,在我内心深处引起了震撼。

对他的要求 ,我谨以惶恐、谦卑的心情遵命。毛坤教

授论文集是经典巨著 ,当然与我‘写序约法三章’的

原则是符合的。毛坤教授在生前就是图书馆学巨

擘 ,档案学权威 ,尤其重要的是他是我的老师 ,我怎

敢以品评一般文稿的眼光来看他的著作 ! 倒是相麟

师弟运用了‘我们两家’和‘两代人友谊’字样 ,我有

必要说明 ,这九个大字显示了毛沈两家的情感和关

系。由于这两家的联手、合作 ,在对日抗战最艰难的

时期 ,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不致中断 ,为我国现代

图书馆史写下光荣的记录。这九个字给了我灵感 ,

是我勉力写作本序的核心和骨干。”

沈宝环教授认为 :“毛师是我国图书馆学史中一

个最伟大的学者。”并从以下 10 个方面阐述了这个论

断 :一、积极进取 ,坦白乐观 ;二、简单朴素 ,刻苦耐

劳 ;三、德不孤 ,必有邻 ;四、忠贞不二 ,校友楷模 ;五、

精诚团结 ,合作无间 ;六、先见之明 ;七、我国图书馆

事业的中流砥柱 ;八、淡泊明志 ;九、学术泰斗 ,自学

成名 ;十、伟大的中国人。笔者以为正是毛坤先生的

道德、学问、文章的震撼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才使得

这么多的文华图专前辈在耄耋之年欣然合力地完成

了《毛坤文选》的编辑任务。

《序二》是编者梁建洲、廖洛纲、梁　如 3 位老先

生对于毛坤先生的生平事迹 ,尤其是毛坤先生的图

书馆学档案学思想的总结。其中重点地概述了毛坤

先生关于近现代图书馆的性质、关于图书馆学的理

论与实践问题、关于目录学的论述、关于联合目录和

标题目录、首先提出在我国建立国家档案馆的设想、

吸取消化和推广“尊重档案群”原则、关于档案分类

编目问题等七个方面的思想。该序文提纲挈领 ,重

点突出 ,对于读者学习毛坤先生的图书馆学档案学

思想有画龙点睛之功效。

《毛坤文选》共收入毛坤先生的著述 41 篇 ,分为

目录学、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三大部分 ,每个部分均按

著作年代的先后次序编排 ,颇利于读者了解毛坤先

生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编者以“忠实于原文”为编

辑的基本原则 ,“在编辑时 ,除了明显的错漏字和标

点符号作了必要的改正以外 ,一般都未加变动。”加

上《毛坤文选》校勘精良 ,这些都为读者准确地学习

先师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优良的范本。重温毛坤先生

的著述 ,再学毛坤先生的思想 ,回顾毛坤先生的人

生 ,对于我们每个图书馆界和档案馆界的从业人员

领悟事业的精神与精髓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记得 2001 年 6 月笔者在成都拜会毛坤先生的公

子毛相骞先生时 ,毛先生曾提到有位四川的学人写

过一篇大意为“鲜为人知的著名图书馆学家档案学

家毛坤先生”的文章 ,毛先生对此感慨良多。笔者以

为 :虽然“鲜为人知”和“著名”这两个词自相矛盾 ,但

是它们反映出来的问题却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和反

省。

毛坤先生的确非常著名。毛坤先生 (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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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四川宜宾人 ,1926 年考入文华图专 ,1928 年毕

业 ,其后在文华图专任教达 18 年之久 ,历任助教、讲

师、副教授、教授、教务长、《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季刊》社社长、总编辑等职。在文华图专最辉煌的发

展时期和最艰辛的抗战时期 ,毛坤先生一直是中国

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文华图专校长沈祖荣宗师的最

得力助手和文华图专的骨干力量之一。自 1947 年起

受聘担任四川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1950 年被遴

选为校务委员。1960 年因长期呕心沥血地工作 ,积

劳成疾 ,不幸早逝。毛坤先生在 30 多年的教学中 ,讲

授的主要课程包括图书馆学、目录学、中国目录学、

西洋史部目录学、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管理等 10 余

门。毛坤先生不仅是在我国大学最早开设和讲授档

案学课程的人 ,而且也是文华图专创办档案管理科

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文华图书馆学专科

学校季刊》能够成为民国时期与《图书馆学季刊》和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齐名的三大著名图书馆学期

刊 ,并培养出一大批图书馆学人才 ,当然与毛坤先生

的卓越贡献密不可分。1930 年毛坤先生所写的《华

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十周年纪念》一文虽然距今已经

70 余年 ,但是其关于“文华精神”的精辟论述一直被

学术界奉为无人超越的经典。1932 年毛坤先生所写

的《著录西洋古印本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是迄今为

止我国唯一研究英美分析目录学的著述。毛坤先生

关于外国档案学的研究、关于建立我国国家档案馆

的思想、关于吸取消化和推广“尊重档案群”的思想

等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史中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

毛坤先生又确实有点“鲜为人知”。1960 年毛坤

先生逝世后 ,中国经历了近 20 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

动 ,由于学术与事业的长期停滞 ,后起之辈渐渐淡忘

了毛坤先生。自然 ,毛坤先生也就由过去的“著名”

变成了今天的“鲜为人知”。迄今为止 ,开展毛坤先

生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文华图专的学术前辈 ,中

青年学者鲜有涉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的确非常值

得我们深思 ! 也正是因为如此 ,《毛坤文选》的出版

更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毛坤文选》之后 ,编者还编辑了《本〈文选〉未

收入的其他著译目录》。该目录共收录毛坤先生的

著述 52 种 ,其中有 20 余种为毛坤先生于 50 年代 (主

要是 1957 年)撰写但一直没有发表的手稿。看着这

份目录 ,任何一个读者都不会不为毛坤先生在那个

特别的年代仍然执着地从事图书馆学档案学研究的

精神所感动。

毛相骞先生在《后记》中说 :“父亲的这本《文选》

出版了 ,这是我母亲和兄妹们多年的心愿。”为了这

个心愿 ,自 1986 年以后 ,毛相骞先生和他的兄妹们就

已经开始筹划编辑出版《毛坤文选》的有关事宜 ,并

先后得到钱亚新先生、皮高品先生、严文郁先生、沈

宝环先生等文华图专前辈的殷切关怀和热忱指导 ,

以及一大批图书馆界学人的支持与协助。梁建洲先

生、廖洛纲先生、梁　如先生 3 位文华图专前辈“为了

报答师恩”在耄耋之年仍“不顾严寒酷暑 ,夜以继日

地工作”,编辑毛坤先生《文选》。正是因为有这么多

的著名学者鼎力合作 ,十年磨一剑 ,所以 ,凝集着几

代人心血和毛坤先生智慧的《毛坤文选》才显得格外

非同寻常 ,特别值得我们去认真地研读和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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