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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肖希明　 石庆功

摘　 要　 沈祖荣沈宝环父子分别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图书馆学教育先驱,他们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在不同时

空下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 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来源于他们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丰富的图书馆活

动实践和图书馆学教育实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他们认为图书馆学教育是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事关

国家的荣辱兴衰;主张图书馆学教育要本土化,提倡通才教育,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多种方法教学,在理

论研究、课程设置等方面与时俱进,注重培养图书馆职业精神等,这些思想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了较为完整

和科学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体系。 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激励学生坚定对图书馆事

业的信念,推动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培养通才式的图书馆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并为当今图书馆学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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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en

 

Zurong Tsu-Yung
 

Seng and
 

Shen
 

Baohuan
 

are
 

the
 

pioneer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rea
 

respectively 
 

whos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oughts
 

hav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is
 

paper
 

mainly
 

adopts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By
 

analyzing
 

their
 

works
 

and
 

original
 

archives 
 

related
 

newspapers 
 

biographies 
 

comments 
 

interviews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ferring
 

to
 

relevant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and
 

main
 

content
 

of
 

their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oughts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Shen
 

Zurong
 

 Tsu-Yung
 

Seng  
 

and
 

Shen
 

Baohuan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oughts
 

are
 

formed
 

firstly
 

by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a
 

ble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secondly
 

by
 

the
 

summary 
 

refinement
 

and
 

sublimation
 

of
 

their
 

long
 

experience
 

in
 

the
 

library
 

cause
 

and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Their
 

education
 

thoughts
 

are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involve
 

various
 

aspect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ese
 

though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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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elated
 

and
 

complementary 
 

thus
 

forming
 

an
 

ideological
 

system
 

that
 

mainly
 

includes 
 

1  
 

The
 

library
 

cause
 

is
 

related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untrys
 

honor
 

and
 

disgrace 
 

and
 

the
 

key
 

to
 

its
 

development
 

is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s 
 

2  
 

The
 

local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s
 

crucial
 

and
 

inevitabl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Foreign
 

experience
 

i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can
 

be
 

referenced
 

but
 

not
 

copied 
 

3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s
 

a
 

general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library
 

science 
 

students
 

should
 

also
 

have
 

some
 

knowledge
 

background
 

of
 

other
 

disciplines 
 

4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emphasiz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5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adopt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6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move
 

with
 

the
 

times
 

and
 

constantly
 

adapt
 

to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society 
 

7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emphasize
 

not
 

only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also
 

their
 

professionalism.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Shen
 

Zurong  Tsu-Yung
 

Seng  and
 

Shen
 

Baohuan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oughts
 

lies
 

in
 

that 
 

1 
 

they
 

can
 

inspire
 

library
 

science
 

educators
 

and
 

students
 

to
 

establish
 

firm
 

belief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library
 

cause 
 

2 
 

they
 

will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and
 

build
 

a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they
 

will
 

enlighten
 

us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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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沈祖荣( 1884—1977) 是 20 世纪中国图书

馆事业伟大的先驱之一,他与韦棣华一道创办

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专,
开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之先河,被誉为“中国

图书 馆 教 育 之 父” [1] 。 沈 祖 荣 之 子 沈 宝 环

(1919—2004)是台湾地区图书馆界最杰出的领

袖之一[2] ,先后担任过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台湾

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台湾中山大学教授、世新大

学教授、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暨研究所教授以

及辅仁大学、淡江大学兼任教授,培育出一批优

秀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3] ,对台湾地区图书馆

学教育贡献巨大,被誉为“台湾图书馆界的巨

擘” [4] “台湾图书资讯学造塔人” [5] 。
中国图书馆界对沈祖荣及其图书馆学教育

活动与思想的研究,最早见于 1981 年张遵俭的

《回忆沈绍期师》,该文回顾了沈祖荣关于图书

馆员职业精神、个人品德以及行业道德教育的

思想[6] 。 1983 年,台湾地区的严文郁发表《图书

馆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为其百年冥寿而

作》一文,回忆沈祖荣在文华图专筚路蓝缕、艰
辛维持的历程与图书馆学教育成就,首次将沈

祖荣称为 “ 图书馆教育之父” [1] 。 美国学者

Cheryl
 

Boettcher 在 Samuel
 

T. Y.
 

Seng
 

and
 

the
 

Boon
 

Library
 

School 中指出,沈祖荣的教育思想旨在为

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专业人才,这一思想源于

“他对图书馆专业的高标准服务的认识” [7] 。 陈

林从沈祖荣对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重要性认

知、中西结合的教育道路、全面性培养以及多层

次办学四个方面总结其图书馆学教育思想[8] 。
刘应芳对沈祖荣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本土化思

想进行了简略阐述[9] 。 1990 年,程焕文撰写长

文,回顾和讨论了沈祖荣在文华图专期间注重

图书馆学课外教学与实践的教育理念[10] 。 随

后,程焕文的专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
沈祖荣评传》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该书对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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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

概括[11]256-266 。
20 世纪 90 年代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大门

打开以后,大陆图书馆界才开始认识和关注到

沈宝环先生。 大陆学者主要以访谈和传记的形

式介绍沈宝环。 访谈类如程亚男《沈宝环教授

访谈录》 [12] ;传记类如何建初《无愧的导师沈宝

环教授》 [13] 、程焕文《两代巨擘、世纪绝唱:我所

敬慕的沈宝环先生》 [14] 。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

学者也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和沈宝环逝世以

后,撰文介绍和纪念沈宝环先生,如《图书馆界

的巨擘:访台湾大学图书馆系暨研究所沈宝环

教授》 [4] 、丁樱桦《心中有爱的学者:专访图书馆

学巨擘沈宝环教授》 [15] 、黄媛《图书馆———永恒

的服务:访中国图书馆协会理事长沈宝环》 [16] 、
何光国《恂恂儒者沈宝环教授》 [17] ,以及庄道明

《图书资讯学造塔人:沈宝环教授》 [5] 等。 两岸

学者对沈宝环的研究,主要还是在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对其图书

馆学教育思想只是在论述他的贡献时有所涉

及,缺乏更系统深入的总结和阐释。 而对于沈

氏父子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历史定位与现实

价值,则缺少深入的研究。
2020 年是文华图专创建 100 周年,沈祖荣

先生是主要创办人并为之付出毕生的心血,
2019 年则是沈宝环先生诞辰 100 周年。 以此为

契机,本文对沈祖荣沈宝环父子的图书馆学教

育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梳理总结,这既是对图

书馆学教育先驱的缅怀与纪念,更重要的是希

望通过回顾和重温历史,为当前及未来我国图

书馆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1　 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来源

沈祖荣沈宝环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是受他

们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自身的教育背景,
以及从事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教育的实践

活动影响而形成的,具体来看,主要来自以下

几个方面。

1. 1　 来源于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

1901—1907 年,沈祖荣就读于武昌圣公会

思文学校 ( 1903 年更名为文华书院), 1907—
1911 年则就读于文华大学文科。 这些学校都是

教会学校,以宗教教育为主,同时也开设中国儒

家经典、科学知识以及英语等课程。 这种中西

结合教育的浸润,使沈祖荣不仅接受了宗教服

务社会精神的洗礼,也领悟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髓;既获得了科学知识的启蒙,也熟练地掌握

了英语这把打开世界知识之门的钥匙。 1914—
1916 年间,沈祖荣受韦棣华的资助赴美国攻读

图书馆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国留学并获得图

书馆学学位的学生。 留美两年,沈祖荣求学的

学校是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内的纽约公共图书

馆学校,这使他不仅接受了系统的图书馆学教

育,而且能够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共图书

馆实习,耳濡目染图书馆全部的工作流程。 美

国发达的图书馆事业、先进的图书馆学教育理

念和高素质的图书馆员,使他受到深深的震撼,
也激发了他在中国兴办图书馆事业的历史使命

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立下“我会为图书馆事业

奋斗终身” [18] 的宏愿。
沈宝环于 1940 年 9 月至 1942 年 6 月就学

于文华图专,系统地学习了图书馆学专业知识,
这一时期的课程学习以及家学渊源为其奠定了

坚实的图书馆学基础,也影响了他以后的图书

馆学教育思想[19] 。 1948 年,沈宝环赴美国丹佛

大学攻读图书馆学,师从韦棣华女士的老师赫

蕾特·霍韦博士,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后又

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接受系统的图书

馆学和教育学教育的知识背景,为沈宝环图书

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 2　 来源于图书馆活动的实践

1911 年,沈祖荣从文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就

职于文华公书林———中国最早创办的公共图书

馆之一。 20 世纪初,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

刚刚出现,沈祖荣在韦棣华的指导下,以文华公

书林为“试验田”,几乎从零开始摸索建立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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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图书馆工作体系。 1917 年留美回国后,他
深感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落后,在韦棣华与其他

友人的支持下,赴全国各地宣讲欧美图书馆事

业,掀起了一场倡导建立新式图书馆的“新图书

馆运动”。 这些经历都成为沈祖荣投身图书馆

学教育的前奏曲。
1955 年,沈宝环在美国获得教育学博士学

位后回到台湾地区,先后任科学资料中心总干

事、省立台北图书馆研究馆员、东海大学、台湾

大学、辅仁大学、台湾中山大学、淡江大学图书

馆馆长,其中在东海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长达

17 年,创建并经营东海大学图书馆,形成独特的

模式,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图书馆制度配合大学

教育[17] ,他在图书馆实践过程中宣扬的图书馆

服务理念、自动化理念等,对台湾地区的图书馆

事业影响深远[16] 。 这些关于图书馆事业的工作

实践,都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沈宝环以后的图书

馆学教育思想。

1. 3　 来源于图书馆学教育活动的实践

沈祖荣沈宝环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更直接

来源于他们所从事的图书馆学教育活动。 1920
年,由于深感正在兴起的中国图书馆事业极度

缺乏图书馆专门人才,韦棣华、沈祖荣和胡庆生

一道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武昌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 沈祖荣担任文华图

书科教授,更肩负着“进一步发展文华图书科,
使之逐渐正规化和制度化” [11]42-43 的重任。
1929 年,沈祖荣接任文华图书科主任;同年,文
华图书科更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沈祖荣担任校长,直至 1953 年卸任。 在长期

的教育实践中,沈祖荣积累了丰富的图书馆学

教学、管理和研究经验,为他的图书馆学教育思

想提供了不竭源泉。
在台湾地区,沈宝环于 1972 年离开东海大

学图书馆,转往彰化教育学院,先后担任该校科

学教育及语文教育二系主任共 8 年。 1980 年,
沈宝环担任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暨研究所教

授,并于 1992 年开始兼任世界新闻学院图书资

讯科(后改为世界新闻学院图书资讯学系) 教

授,直至退休[17] 。 这些经历是沈宝环图书馆学

教育思想的重要实践来源。

2　 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内
容体系

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内涵丰

富,涉及图书馆学教育的各个方面,同时,这些

思想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

想体系。

2. 1　 图书馆学教育事关国家的荣辱兴衰

沈祖荣从来都是将图书馆事业和国家的荣

辱兴衰联系在一起的。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

明既不依赖于她在海上有多少一流的战列舰、
无畏战舰和潜艇,也不依赖于她能装备多少精

良的军团,即使这些是获得尊重和免受侵犯的

必需品,而是有赖于她拥有多少高效的学校、学
院、高质的大学、 消闲的公园和充足的图书

馆” [18] 。 而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关键是专业人

才,“专业馆员是推动图书馆伟大事业前进的关

键” [20] ,“仅有宣传,依然不足以发展图书馆之

事业,尤其要有专门的人才善办此种事业” [21] ;
“成功得失,实在于得人与不得人” [22] ,“若无专

门人才以扶持整顿于其中,发挥光大,难可预期

也” [23] 。 图书馆专业人才必须接受图书馆学专

门教育,研究专门学识,如图书馆馆长必须是图

书馆学专业的人才,“大凡图书馆经费充足,书
籍虽 宏 富, 然 而 不 得 其 人, 其 事 业 终 归 低

落” [24] ,如图书馆编目的人“必定受过高等教

育,有专门知识” [25] 。 沈祖荣还从更高的层次

上讨论图书馆学教育的社会地位,“讲求图书馆

专业教育,如果以学术、文化、教育的观点去考

究它,与其说它是一种简单职业教育,勿宁说它

是一种学术专科教育还得当些。 图书馆专业训

练,固然也注意技术的教学,但因它本身成为这

项专门学术事业,乃是与一切学术文化事业和

教育事功,不可以须臾离的,是息息相关,脉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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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承,直截可以说,乃全然是学术文化事业和教

育之重要的一部分。” [26]

沈宝环指出,图书馆专业人才的缺乏是各

级图书馆存在的普遍现象,也是图书馆事业不

能高效开展的主要困难,如何培养图书馆员“实

为图书馆界当前紧急任务” [27] 。 而“图书馆学

系(所)无疑是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的摇篮”,图
书馆学系(所)的建立与发展,有助于图书馆员

素质的提高[28] 。
对图书馆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沈祖荣沈

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根基。 将图书馆学教

育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家国情怀

倾注于所从事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是沈氏父子

一生献身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不

竭动力。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抗战西迁和战

后恢复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沈祖荣始终坚持办学,
文华图专一直弦歌不辍,也不难理解沈宝环为什么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放弃在国外的发展机会,回到台

湾地区投身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教育事业。

2. 2　 图书馆学教育要本土化

沈祖荣从留学美国学习图书馆学之始就思

考图书馆学本土化的问题。 1916 年他在美国刊

物上发表文章 Can
 

the
 

American
 

library
 

system
 

be
 

adapted
 

to
 

China?
 

(《中国能够采用美国图书馆

制度吗?》),提倡图书馆学本土化,反对盲目照

搬美国图书馆制度,主张培养符合本国国情的

图书馆专门人才[20] 。 在沈祖荣看来,图书馆学

教育的本土化是推动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发

展的关键环节和必然选择,依赖海外留学培养

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是不现实的,
 

“海外留学,所
费不赀,远涉重洋,谈何容易”。 更重要的是,他
对海外学习的图书馆学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的变

异表示担心,“纵令虚往实归,而桔枳变异,势所

必然;所学各件,在外国虽称合法,在中国不能

完全采用”。 因此,“欲推广图书馆事业,务须在

中国组织建立培养人才之机关” [24] 。 沈祖荣的

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思想也体现在他任文华图

专校长后对课程体系设置、专业教学内容、教材

以及学制设置等方面的本土化改革。 他指出图

书馆学课程设置要“中西兼备”,立足于中国本

土现状需求[26] 。 同时,通过查阅当时沈祖荣拟

定的文华图专的课程体系可以发现[29] ,1929 年

文华图书科设置的课程有 20 门,其中 6 门课程

具有明显的中国特征。 谢灼华认为,该课程体

系设置结合中国图书馆的实际工作需要,融合

中西图书馆学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整个图

书馆学课程体系进行系统化和逻辑化构建,使
图书馆学教育更贴近中国图书馆本土事业[30] 。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沈祖荣还将西方图书馆

的组织、管理、行政、方法等内容,进行不同程度

的改造和转化,以适应中国图书馆的本土情

况[9] 。 教材建设方面,沈祖荣强调“教材以编纂

适合我国图书馆需要之题材为原则……不必尽

仿外国课本之教材内容” [31] 。 学制方面,参照当

时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本科制”学制,并改文华

图书科时代兼修图书馆学制度为专修制度,提高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专深化[11]61。
沈宝环也始终坚持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

他认为,美国是图书馆事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

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员人才培养都可作为我

们学习的榜样[27] 。 但是,图书馆学教育必须要

了解并关注本身的文化背景,“自国外移植而来

的理论与经验,未必全然适合国内当前的现状,
在开设课程时应顾及让学生充分了解本国的文

化背景,缩短其认知与日后实际工作之间的差

距。” [4] 中国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究竟应该

多办图书馆学训练班以期速成,还是成立图书

馆学系一劳永逸,亦或是设置图书馆学研究院

以配置最优秀的领导人才,都必须“针对国情详

予考虑”,“仅可参考其成败得失,而不必刻板似

的抄袭其结论” [27]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沈宝环

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图书资讯界的“高级专业人

才和师资都可以自力培育”的殷切渴望[32] 。
本土化是沈祖荣一百年前就提出的中国图

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是沈氏父子对图书

馆学教育发展道路的一致认识。 难能可贵的是,
沈氏父子本来都是深受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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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美学人,但他们并没有食洋不化,没有对国

外的东西全盘照搬,而是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

改造、借鉴和利用,这主要源于他们对中华传统文

化和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了解和切实把握。

2. 3　 图书馆学教育是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是沈祖荣从事图书馆学教育的又

一重要理念。 这一理念主要体现在沈祖荣对文

华图专学生的专业知识教育、职业精神培养、实
践技能培养、研究能力培养以及知识面的扩展

等方面。 专业知识教育方面,文华图专建立以

后,重新拟定了招生制度,专收大学二年级肄业

以上的学生,也有的是大学毕业以后入学的,入
学后再接受两年专业图书馆学训练[33] 。 这一举

措使学生除了具备图书馆学专业知识以外,还
具备其他学科知识背景,适应了图书馆工作的

需要[34] 。 课程设置方面,沈祖荣任文华图专校

长伊始,就基于两年制专科训练制定了一套较

为完备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而这一课程体系

的设置
 

“欲谋求图书馆新旧中外各方面的融通,
实用人才与研究人才双方的供给” [31] ,旨在“培

养全能的图书馆通才” [11]263 。 课程分为两学年

四个学期,共计五十三门课程,除目录学、参考

书举要、编目学、分类法、图书馆学研究法、图书

馆史略等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之外,还开设了西

方打字法、薄记与会计、博物馆学、档案管理法、
国术以及多门外语课程[29] 。 此外,“于入学前

在大学所修习课程成绩欠佳者,更须有补充其

图书馆学以外普通学识之必要” [31] 。 职业精神

培养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沈祖荣要求“对学生

的德、智、体方面,应有经常的观察、审核与测

试” [35] ,强调在进行图书馆学专门教育与训练

的同时,必须关注学生“热烈感情、服务精神两

要素”“对应届毕业生应付出必要的精力,加强

服务品德的教育,如尊重领导,团结同仁,热情

接待读者,注重馆际协作等” [36] 。 实践技能培

养方面,借助文华公书林增加学生在图书馆学

教育过程中的实践机会[37] 。 为增强学生的语言

能力,在设置英语为必修课程之外,沈祖荣还多

次邀请外籍教员和留学归国教员为文华图专学

生讲授法语、 德语和日语等, 供学生自由选

择[29] 。 学生研究能力培养方面,沈祖荣于 1929
年 1 月创办《文华图书科季刊》(后改名为《文华

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为文华学生提供图

书馆学研究阵地,并确定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

的办刊方式[36] 。 知识面的扩展方面,沈祖荣于

1929 年创办“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群育讨论会”,确定群育讨论会的宗旨,邀请中

外学者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进行演讲和互动讨

论;论题包罗万象,既有古今中外图书馆学和相

关学科知识,也会涉及时政、哲学、宗教、法学、
文史、卫生等其他方面,群育讨论会一直持续到

抗战西迁[38] 。 至于通过体育教育和参观游学来

增强学生体魄、陶冶学生情操方面,则贯穿于沈

祖荣在文华图专的日常教学与学校管理之

中[11] 75 。 此外,据相关当事人回忆,文华图专还

举办过关于“通才与专才”的辩论比赛[39] 。
沈宝环也主张图书馆学教育是通才教育。

他系统分析了图书馆学必须进行通才教育的原

因,并对图书馆学通才教育的具体实施进行过

探讨与实践。 沈宝环指出,图书馆学通才教育

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国际趋势,图书馆学通才教

育与专才教育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广义的图书馆学本来就包括天下所有学术,“时

代对良好图书馆员的需求已不尽止于分类、编
目、出纳、排架、打字等技术业务,优秀的图书馆

员必须对其他学科,尤其是基本的普通科学,有
适当的研究。” [27] 图书馆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

培养职业的图书馆员,造就有职业技术的行政

人员,以及培养图书馆学系(校)的师资,为实现

这一目的,图书馆学教育就必须肩负起通才教

育的使命,“高级的图书馆员,不应该是一个细

枝末节———如书籍的流通分类的专家……他便

必须有着书籍上、人事上、社会教育各种的知

识。 诸如此类的需要,便只有借重通才教育来

满足了。” [40] 沈宝环认为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

实施通才教育。 其一,设置一种特定的课程,建
议“在拟议的课程中,要有十个小时通才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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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在这种通才教育中,要介绍三门课程,即
自然科学的研究、人文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

研究,每门课都要涉及基本的观念、原则、问题以

及人类知识各主要领域的方法”。 其二,把通才

教育设置在特定的课程之内,使特定的课程之中

既包含着职业课程,也有通才教育[40] 。 此外,沈
宝环鼓励并带领学生在学习之余积极参与学术

性社团,鼓励学生多与学术界联系,了解图书馆

学的发展趋势等,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12] 。
通才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现代教育观念。 由

于图书馆职业所从事的是对不同学科知识载体

的搜集、组织、管理、开发和检索利用,因此培养

的人才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面,这是毋庸置疑

的。 然而,在杜威时代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并

不是通才教育,深受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影响的

沈祖荣在文华图专建立初期就实施通才教育,
这不能不说是颇具远见卓识的创新之举。 至于

沈宝环这位美国的教育学博士,对通才教育这

种现代教育观念无疑十分熟稔,将这种观念运

用到图书馆学教育也就顺理成章了。

2. 4　 图书馆学教育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沈祖荣认为,“图书馆学为实用科学” [36] ,
因此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

力[41] 。 沈祖荣这一教育思想在其制订的课程体

系和设计的教学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文华

图专成立之初沈祖荣制订的课程体系中,每学

期都安排有 8 个学分共计 320 个小时的“实习”
课程,实习课程时长在所有科目中位居第一[29] 。
同时,当年的文华公书林既是学校图书馆和公

共图书馆,也是文华图专的教学实习基地[42] ,从
1929 年起,沈祖荣以图书馆学“学贵切用,尤在

实行”,提议“组织一编目股,将公书林旧有中国

书籍四十余箱分类整理,股中一切计划、预算、采
办材料用具,分配工作事宜,均由本级同学自动

办理……每星期工作四小时,每人轮流做股长一

次”,以培养学生将来“实地做事” 的能力[37] 。
 

1930 年上半年,沈祖荣又在文华公书林韦氏参考

室设立了询问处,作为 1930 年上学期实习工作的

重点[43] 。 此外,沈祖荣还于 1932 年春组织“私立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生服务团” (Boone
 

Li-
brary

 

School
 

Students
 

Service
 

League),宣传图书馆

事业,办理巡回文库,实施民众教育,以培养学生

的实践技能[43] 。
关于图书馆学教育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沈宝环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图书馆学系

(校)没有把理论与实际并重,也没有把二者结

合起来。 针对这一问题,沈宝环主张通过图书

馆学相关课程的调整予以解决。 此外,沈宝环

还鼓励研究,他认为图书馆员的教育需要一种

批评的方法,图书馆职业不仅需要训练有素的

补充人员,也需要经过严格训练的学者,他们能

够有效地批评、增益和改进职业上的知识和技

巧,并且可以“利用指导研究(基本的)图书馆员

教育上的问题的方法,来执行这种任务” [40] 。
上课之余,沈宝环还通过其他多种形式来培养

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如他带领学

生对乡镇图书馆进行调研,之后要求每一位学

生撰写论文,结集出版[5] 。
图书馆学是致用之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

其他学科教育相比,图书馆学教育更注重培养

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文华图专正是秉持这种

办学理念,培养的学生以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

并重见长,这种优势和特色一直延续到后来的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受到业界的赞誉[44] 。

2. 5　 图书馆学教育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在沈祖荣的带领下,文华图专综合采用课

堂讲授、实习、参观、演讲和讨论等多种教学方

法培育面向职业需求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 实

习分为课内实习和课外实习两种,课内实习以

打字课为主[43] ,课外实习包括在编目股[38] 和韦

氏参考室询问处实习,以及组织巡回文库和民

众教育活动等[45] 。 随着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
专业实习在课程中所占时间越来越多,形成了

与课程相配套的实习教学体系。 在
 

1938 年的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中,列
有

 

8
 

学分的实习课,这项实习学分专限于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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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每周举行 2 次,每次 2 小时,实习两年,贯
穿学生的整个学习周期,其内容包括 44 个图书

馆专业项目[29] 。 沈祖荣还重视组织学生参观多

种类型图书馆以及报馆、书局、兵工厂、水电厂

等行业机构,让学生直观了解图书馆运作流程

和业务技能,帮助学生认知在真实社会环境下

图书馆的发展状态[46] 。 演讲的教学方法突出体

现在 1929 年沈祖荣专门成立的“私立武昌文华

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群育讨论会” [38] 方面。 西迁

重庆以后,沈祖荣还实施了导师制度、劳动服

务、小组讨论等教学方法[47] 。
沈宝环认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方法至

少有 11 种,即演讲、全班讨论、小组指导研究、实
验工作、实习工作、问题研究、论文写作、旅行参

观、电影、小组讨论、讲习会,但在大学教育与研

究生教育两个阶段所应用的教育指导方法应存

在差异。 两个阶段都应该采用较为积极主动的

教学方法,如做有系统的演讲和指定合适的读

物。 但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更应该特别注重小

组指导研究、全班讨论和研究技巧。 小组指导

研究的教育方法,其价值主要在于对高深研究

的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全班讨论的方法也叫问

答法,这种方法可以检测学生听讲、课外读物和

指定工作中知识吸收的程度;论文写作方法,要
求学生以清楚、简明和合乎逻辑的方式描述观

察和调研的情况,研究和分析特定问题,教授应

该充分说明要求,并培养学生选择题目、收集和

选择材料、判断不同题目价值的能力[40] 。
任何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都需要

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去实施,才能取得应有的

效果。 因此,教学方式与方法是教育思想的载

体,也是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沈氏父子

所采用和总结的图书馆学教育的多种教学方

法,成功地将他们的本土化的思想、通才教育的

思想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以“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贯穿到图书馆学教育的过程之中。

2. 6　 图书馆学教育要与时俱进

图书馆学教育要与时俱进的思想在文华图

专办学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文华图专一开始

是模仿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的模式创办的,明
显带有美式的实用主义色彩,重视技术方法的

训练而忽视理论的探索。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

中期,沈祖荣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应改

变图书馆教育中一味对 “术” 的重视,转而向

“道”“术”并重发展[48] 。 在课程设置方面,沈祖

荣于 1929 年任文华图专首任校长之初,就顺应

时代要求开拓创新,借鉴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模

式,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陆续对图书馆学

课程进行调整和扩充,在短时间内建立起适合

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培养

制度[29] 。 学制方面,1930 年,为适应中国图书

馆界的现实需求,沈祖荣在文华图专专门附设

图书馆学讲习班,修业时间为 1 年,创建了专业

教育与业余教育相结合的新型教育形式[11]61 。
此外,沈祖荣还结合当时中国图书馆专业教育

的困境与发展状况,对图书馆学教育的课程改

革、师资、学生的资格与程度以及教育经费等如

何适应未来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进行过专门研

究[26] 。 随着事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发生变

化,沈祖荣又于 1938 年提出图书馆学专业人才

培养要区分“高级人才和初级人才”,采取分阶

段培养的策略[49] 。
沈宝环十分重视图书馆学的趋势与发展,

主张图书馆学教育要主动适应国际发展趋势。
20 世纪 80 年代初,沈宝环发表《图书馆工作自

动化的问题》一文,在台湾地区首先提出图书馆

“自动化”的概念,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发展

带来新的理念[50] 。 后来,在图书馆“自动化”以

及“资源共享” [51] 的基础上,又提出“图书馆学

是一种偏重行动的科学、图书馆学是一种不断

变动的科学和图书馆学是一种进入自动的科

学” [52] 的论断,这一论述诠释了图书馆学丰富

的内涵与不断进步的本质,为图书馆学的发展

与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野[15] 。 1975 年,沈宝环

提出要有系统地开设咨询方面的课程。 他指

出,图书馆学系虽然都开设有咨询方面的课程,
但是只有对咨询方面的课程进行系统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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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够“使学生获得全面的认识,而不致使学生

在许多片段的认知中探索” [4] 。 随着计算机的

应用,图书馆的工作方式被彻底变革,针对此种

情况,沈宝环敏锐地指出图书馆员“要重视机械

(如电脑)的运用,有计划地培养自己的书本知

识,工作重心要在于训练自己成为追踪( search)
资料的专家” [53] 。

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之一就

是“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着的有机体” [54] 。
图书馆业态在不断发展变化,图书馆学教育也

要与时俱进。 无论是沈祖荣在文华图专的办学

实践,还是沈宝环关于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一

系列论述,都表明他们从不抱残守缺、思想僵

化,而是审时度势,始终保持着对现实世界的深

刻洞察,致力于图书馆学教育与时代同行。

2. 7 　 图书馆学教育要注重培养图书馆职业

精神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

知识与实践技能,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精

神,这是沈祖荣一以贯之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
沈祖荣将图书馆职业精神概括为“有极热烈之

情感,伟大的服务社会之精神” [36] 。 他强调图

书馆学教育不仅仅要在课堂上教授学生专业知

识,培养学生各种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

牺牲精神、坚定的图书馆事业信仰、忠诚于图书

馆事业和崇高的服务精神[18] 。 为教育学生树立

优良的服务道德,沈祖荣特别开设服务道德一

课,并亲自讲授[55] 。 1930 年,沈祖荣将文华图

专校训以及校歌的主旨定位于 “ 智慧与服

务” [56] 。 程焕文将沈祖荣的图书馆事业精神精

辟地概括为坚定的图书馆事业信仰、强烈的爱

国主义精神、忠诚图书馆事业以及伟大的服务

精神四个方面[11]267-279 。 通过梳理史料,我们可

以明显感受到,沈祖荣所强调的这些职业精神

在他所倡导和实践的图书馆学教育中都有深刻

的体现。
沈祖荣注重培育图书馆员职业精神的教育

思想也通过多种途径跨越时空地影响着中国大

陆以外的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57] 。 沈宝环一直以来都鼓励学生“把图书馆

视为终身志业” [15] ,并在教授学生相关课程时

十分强调职业精神,对学生的终身职业选择产

生了深远影响[58] 。 他认为所培养的图书馆员要

“对他所担任的工作,有一种使命感……他应该

对图书馆有一种深刻的了解,他要晓得这种机

构的产生,乃是有着长远和光荣的传统的” [40] 。
敦品笃学,德艺双修,从来就是中国教育的

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也是人才培养的最高境

界。 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沈氏父子,将这一教

育理念贯穿于他们的图书馆学教育实践活动之

中,在海峡两岸成功地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

图书馆人才。 当年的文华学人,大多成为民国

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馆事业的中坚力

量,有的成为享誉世界的图书馆学家。 沈宝环

在台湾地区培养的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大多

成为今天活跃在台湾地区图书馆界的翘楚。

3　 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当
代价值

沈祖荣沈宝环已作古多年。 近几十年来,
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也早已今非昔比。 在

世界图书馆学情报学( LIS)教育变革与发展的

大势中,今日中国的 LIS 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同时也面临着多种挑战。 诚然,时过境

迁,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些具体做

法,今天已不必照搬,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梳
理和重温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对
于当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仍然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沈祖荣沈宝环以国家富强为己任,矢

志不渝献身图书馆学教育事业,致力于培养学

生对图书馆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职业精神,这是

当今图书馆学教育特别需要提倡的崇高精神。
沈祖荣当年是怀抱着强烈的“教育救国”情怀投

身图书馆学教育的,他认定了图书馆具有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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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启迪民智、改良社会、救国救民的作用,
“如欲立国于世界,则图书馆事业实为立国之先

导也。 夫国家之命脉,悬于文化,文化之来源
 

,
根于图书。” [22] 关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最切要者乃是有得力之馆员将此伟大事业推

向前进。” [20] 为此,沈祖荣与韦棣华一道创办了

文华图专,并将培养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作为自

己一生奋斗的使命。 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坚定

的图书馆事业信仰,强调“任事忠诚”,即忠诚于

图书馆事业的职业精神。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

也可以看到,沈宝环也特别注重培养学生从事

图书馆事业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沈祖荣沈宝环提倡的教育理念在今天具有

特别的意义。 进入 21 世纪以来,受国外 iSchool
运动的影响,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出现了“去图

书馆化”的倾向[59] 。 许多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

构不以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为职责,在宣传

自身的业绩时,也刻意突出在非图书馆行业就

业的毕业生,而淡化为图书馆事业培养的人才。
这就使学生对在社会认识上地位本来就不高的

图书馆学,更缺乏学科自信,难以建立起对专业

的认同感[60] ,更谈不上对图书馆事业的忠诚。
因此,今天重温沈祖荣沈宝环“忠诚图书馆事

业”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不忘图书馆学教育的

初心,牢记为国家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的使命,
是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特别需要提倡的。

第二,沈祖荣沈宝环所倡导的图书馆学教

育本土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是我

们今天仍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 早在一百年前

沈祖荣留学美国时,就发出过“中国能采用美国

图书馆制度吗”的诘问,认为美国图书馆模式固

然先进,但对中国而言,只能根据国情借鉴吸

收,不能全盘照搬。 沈祖荣在文华图专的办学

实践中,也在学制、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
学活动等方面,努力体现中西结合的特点。 沈

宝环也主张,图书馆学教育要“了解并关注本国

的文化背景”。 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发展

中,一代又一代图书馆学人为图书馆学教育本

土化付出过努力,但这个任务今天仍没有完成。

特别是近年来,甚至让人们感到更偏离了这个

目标。 更多的学者在“与国际接轨”的理念影响

下,将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方法、教育体

系、评价标准等当作金科玉律,更多的学校或院

系将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等课

程“清”出了图书馆学课程体系,图书馆学教育

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少,离中国国情越来越远。
因此,今天重温沈祖荣沈宝环的“图书馆学教育

本土化”思想,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

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知识

体系、话语体系、教育体系,是当今图书馆学教

育面临的艰巨任务。
第三,沈祖荣沈宝环关于图书馆学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培养方式和方法的思想,对于当今

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

用。 沈祖荣沈宝环都主张图书馆学教育是通才

教育。 他们对于“通才”的理解,内涵是十分丰

富的。 不仅知识面要广博,而且要熟练掌握各

种图书馆工作技能,不仅要有“智慧”,而且要有

“服务”精神。 他们将这一教育理念贯穿在课程

设置、教学方式、教学活动安排等各个环节之

中,并被实践证明是十分成功的。 当今时代,科
学技术迅速发展,学科在不断分化而又不断交

叉,社会分工在不断细化而又不断综合,社会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才”。 在新的技术环

境中,图书馆的资源、服务和管理都发生了巨大

而深刻的变化,对图书馆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近年来图书馆学

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始终定位于培养“复合

型”人才,也就是“通才”。 目前图书馆学教育改

革的一些举措,比如按大类招生,先学一年一级

学科基础课,再分专业学习专业课,设置大量通

识课供学生选修,开设各种学科前沿讲座,加大

实践类课程的比例等,都可以从当年文华图专

的办学实践中找到某种渊源。 由此可见,沈祖

荣沈宝环关于图书馆学专业通才教育的思想,
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谨以此文纪念文华图专创建及中国图书馆

学教育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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