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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序说：研究综述、理论
基础与历史分期

∗

肖　 鹏

摘　 要　 民国时期的中美图书馆交流史不仅是理解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缘起的重要议题，在回应图书馆领域

史学研究的“双重困境”方面，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 梳理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相关文献和研究主题发

现，本课题难点在于庞杂的线索、社群与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介入等。 由此，本研究吸收“世界体系理论” “书籍

交流圈”等跨学科的思想和方法，提出一个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组成的理论视角，并阐述这一理论视角

如何转化为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提高学界对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研究的整体理解和把控能力。 研究发现，
“专业交往”到“文化外交”的视角渐变是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的核心轴线，以此可以将这段历史分为四个时

期，帮助我们把握不同时期的交往脉络、主要成就和基本特点。 表 １。 参考文献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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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０　 引言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界史学研究收获颇

丰，尤其在图书馆人与图书馆机构的成就评价、
关键事件纪念和回顾、重要著作的价值重估等

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这些议题多集中于微观

层面、侧重史料的铺陈，至于宏观事业史层面，
虽持续有《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２０１４）、《中国

图书馆史》（２０１７）等著作面世，主要持之以描述

性视角，在整体性分析与理论构建方面还有较

大的空间。 应该说，微观与局部研究的经年沉

淀，为图书与图书馆史的理论创造与概念提炼

奠定了一定基础，目前的研究触角往往固守在

有限的学科范围之内，并未充分融入更为宏大

的学术潮流之中，进而导致在“图书与图书馆

史”的跨学科对话中，图书馆学领域的学术话语

日渐式微。
这一趋向牵引出两个棘手的问题：①图书

馆学人在图书与图书馆史，特别是近代图书馆

史的研究方面越发成熟，却逐渐显露出与主流

研究范式、问题意识及学术话语的脱节。 人文、
社会领域的学者已然切入分类法［１］ 、阅读史［２］ 、
印刷史［３］ 、拓工史［４］ 、造纸史［５］ ，乃至于工具

书［６］ 等诸多课题，他们颠覆了我们所熟知的诠

释模式，铺开新颖的学术图景。 作为图书馆学

领域的史学研究者，我们急需思考的是：如何把

握和内化这些新兴的研究理路，进而构建具有

独特学科立场的解释系统。 ②图书馆学领域的

史学研究对学科与实践支撑功能日渐衰弱。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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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为学问而学问）与“致用” （为变革现实

而研究历史）这两个传统的治史旨趣［７］ 之中，本
学科无疑更倾向“致用”一侧。 例如，在中国图

书馆事业百年之际出现的一系列人物史、思想

史研究，便在历史的回顾与追溯中再造了当代

公共图书馆精神［８－９］ ，对新世纪以来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发展影响深远。 可惜的是，直到近年，
传统图书馆史研究仍偏重人物、机构、事件的梳

理和总结，问题意识日益钝化，结论也大多趋

同，图书馆领域的史学工作已越来越难以帮助

学界与业界深化对“图书”与“图书馆”本质的认

识，提升对图书馆事业的理解深度。 我们迫切

需要拓宽视域、引入综合的跨学科的视角，从局

部、线性的研究理路转入系统性、立体化的观察

路径，加强图书馆史研究对学术与业界的支撑

功能。
在这一情况下，笔者选择“民国时期中美图

书馆交流史”的课题，除了其本身的研究价值，
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上述两重困境的回应。 一方

面，从 １９１２ 年到 １９４９ 年，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关

键节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风起云涌，世界体

系（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古与今、
中与西、帝国与殖民、全球化与民族化等成对观

念互相碰撞、交错斑驳，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当今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受关注、最为活跃的历史

时段之一，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沉淀，在这一时段

展开相关课题的研究，有望将这些理论成分吸

纳到图书馆史的体系之内。 另一方面，民国时

期的中美图书馆交往深刻地形塑了此后中国图

书馆与图书馆学的面貌，至今余音尚存，而此项

研究对于学界与业界也有望产生特殊的“致用”
价值，譬如“图书馆之于文化交流的作用” “文化

外交视域下的图书馆事业”等议题，对“一带一

路”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当代战略具有重

要的参考意义，也可为图书馆的价值阐述与功

能发掘提供新的视角。
作为一项“序说”式的研究，本文主要讨论

以下三个方面：①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

性的文献综述，了解当前的局限，探索后续研究

的立足点；②构建可用的理论基础框架，尝试为

本课题建立上文述及的“系统性、立体化的观察

路径”；③简要剖析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发展主

轴与历史分期，明确每一阶段的时代背景、重要

事件与关键议题，并密切关注各个阶段如何实

现过渡与转折。

１　 文献综述

尽管只要涉猎近代图书馆史，就或多或少

都要触及中美图书馆间的交往纪事，但民国时

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目前尚缺乏系统性的梳

理。 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研究所涉文献既

多且杂，囿于篇幅，笔者仅挑选其中最为关键的

主题或当前议论较少的内容展开阐述，许多相

邻地域［１０］ 、相近时域［１１－１２］ 或相关领域［１３－１４］ 的

研究成果未能在本文中充分列举。
（１）美国对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图书馆事

业的影响

回顾严文郁［１５］ 等对民国时期中外图书馆关

系的梳理，可以发现，尽管所谓“交流” 是相互

的，美国对中国图书馆学理念与图书馆事业的

影响却无疑是这一交流关系中的主旋律，包括

鲍士伟来华［１６－１７］ 、庚款退还［１８］ 、美国图书馆协

会援华［１９－２１］ 等历史事件，均展现了民国时期美

国对中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影响。 在一

系列相关研究中，程焕文较早奠定了基础性的

分析框架［２２］ ，吴稌年［２３－２４］ 、陈英［２５］ 等学者也从

总体或特定的研究视角展开了观察；李刚等专

门讲述了以留学生、翻译著作和国际及境内外

学术交流三个主题为中心的中外图书馆学交

流［２６］ ，这一研究汇集了麦群忠［２７］ 、顾烨青［２８］ 、
范凡［２９］ 等的研究成果，并有所增补，是比较全面

的回顾。
总体上来讲，现有研究的解释路径或多或

少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相契合，如有

学者甚至直接点明，中国对现代图书馆制度的

接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部力量的干预与一定

的偶然性因素造就的［３０］ 。 在这种相对一致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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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模式下，涂光霈的研究［３１］ 便显得颇为特别，其
博士论文选取了埃弗雷特·罗杰斯的“创新扩

散”理论，用以诠释从 １８９８ 到 １９４７ 年期间美国

图书馆学在中国播种、扎根的全过程，尝试挣脱

传统上“从仿到创”这类固化的解释路径。
以上研究多采纳宏观的观察视角，也有不

少研究聚焦于图书馆事业的某一方面，从特定

主题探索美国对中国图书馆界的影响。 其中，
最常涉及的两个领域分别是： ①图书馆教育。
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的教育交流主要依赖留美

群体的知识流转，因此本主题的论著颇多，尤其

关于文华图专的相关研究更是学界的焦点所

在［３２－３４］ ；而近年如郑丽芬［３５］ 等，开始用及纽约

公共图书馆学校档案等一手材料，大大深化了

相关研究内涵。 ②图书馆技术。 现有论著十分

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从“沿袭欧美”到“本土创造”
的图书馆技术方法（尤其是分类法）发展路径，
成果丰硕，这里不再赘说。 但是，“技术交流”应

当涵盖从“技术方法” 到“技术设备” 的全面谱

系，除了技术方法的交流，也要包纳书架、缩微

胶卷等技术设备的交流，尤其后者，是当前研

究的盲点，只有刘劲松等少数学者［３６］ 做出了

探讨。
（２）中国对美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图书馆事

业的影响

与美国图书馆理念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影响

相呼应的，还有一条中国图书馆事业对美方反

向影响的线索，除人物研究之外，目前相关文献

数量较少、也相对零碎，这里主要简述北美东亚

图书馆及相关机构的研究。 北美的东亚图书馆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早期称远东图书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主要是为支撑美国、加拿大对中、日、韩
等亚洲国家的研究而成立，是中国图书馆界对

美国实现“知识反哺”的重要机构。 东亚图书馆

的总结性著作有周欣平的《东学西渐：北美东亚

图书馆（１８６８—２００８）》，该书对各所东亚图书馆

的历史源流、馆藏情况、相关学人、资金来源等

论述颇为详尽［３７］ 。 另外便是吴文津新近出版的

文集［３８］ ，其中汇集多篇相关论文，并将韦棣华、

袁同礼、芮玛丽、费正清等人物与各图书馆的发

展历程互作经纬，织成一副全景。 值得一提的

是，吴书的序言为著名学者余英时所撰，该文与

他所写的另一篇序言［３９］ ，从宏观学术史角度略

述了北美东亚图书馆的价值与贡献。
（３）文化外交视域下的中美图书馆交流

从文化外交的角度考察民国时期中美图书

馆交流，是本课题中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关键主

题之一。 晚清时期中美之间的图书交流如中美

图书交换机构的设立［４０－４１］ ，已经属于国家间文

化交往的范畴，但严格来讲，文化外交视域下的

中美图书馆交流始于二战之后。 费慰梅 （Ｗｉｌｍａ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记录了 １９４２ 至 １９４９ 年间美国政府在

中国开展的文化活动和项目，有部分内容与图

书馆界关系密切［４２］ ；而所述最为详尽者，当为

Ｇａｒｙ Ｋｒａｓｋｅ［４３］ ，其著作全面剖析了美国图书馆

协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尤其关注 １９３８
年到 １９４９ 年之间，图书与图书馆如何逐渐成为

美国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媒介，其中，中国方面

的论述占据了一个单独的章节。 国内涉及二战

前后文化外交与图书交流的叙述，大多引自此

书，如胡文涛［４４］ 和孙洋［４５］ 的研究。 其中，孙洋

又专门将美国对华图书援助置于美国整体性的

对话政策与行动视角下进行观察，具有一定的

价值。
（４）相关的人物研究

中美图书馆交流中牵涉的人物数量极为庞

大，总体上可划分为四类：第一，关于传教士与

在华的外籍图书馆人的研究，如韦棣华［４６－４７］ 、克
乃文［４８］ 等；第二，中国图书馆界或相关社群中与

美国有较为密切联系的人物的研究，如袁同

礼［４９］ 等；第三，与中国图书馆界有密切关系的美

国图书馆员或学者的研究，如卡尔·米连［５０］ 、鲍
士伟［５１］ 等；第四，关于当时华人图书馆员或在美

学者的研究，如裘开明［５２］ 等。
通过简略综述可以发现，这一课题尽管有

坚实的基础研究，但总体上还未进行系统的爬

梳，更鲜有打通中美双方视角的议论；一些举足

轻重的议题如图书馆的跨文化功能、技术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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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交流史等，未曾展开充分的探讨；资料的发掘

还不够充分，部分研究即便用到一手档案，多止

步于史实的梳理；国际图书馆学或跨国图书馆

交流中的许多核心概念，也还未见严格的澄清

与界定。 这些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切入的角

度。 然而，通过综述也可发现系统展开这一课

题的棘手之处。 民国时期的中美图书馆交流史

本身就有着庞杂的发展线索，旨趣相异的交流

群体，再兼及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宜，令人

眼花缭乱，在论述与逻辑上很容易四分五裂、顾
此失彼。 正因如此，有必要事先对这一课题的

特质展开分析，构建一个合适的观察视角与可

用的理论基础，同时理清历史的发展脉络。

２　 理论基础

２．１　 对适用理论的考察与反思

并不是脱离了所谓的“理论基础”或“解释

路径”，研究者就无法做出兼具逻辑性与生动性

的历史诠释。 “理论”的意义是指导性的，它的

作用是在我们茫然不知所措时提供观察的方

向，为相对肤浅的认识提供纵深的可能。 基于

这一观点，在笔者看来，本课题对理论基础的诉

求具体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
首先，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的大框架

是中美互动，因此，我们应当建立对这一时期宏

观世界结构及其政治、经济、社会特征的基本理

解，这是课题宏观层次的理论需要。 其次，作为

图书馆学领域的研究者，本课题最终的落脚点

仍是微观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因此，必然要明

确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要素如何与微观的图

书馆活动发生关联与互动，为之探寻一个基本

的解释路径，是为中观层次的理论诉求。 再者，
在图书馆学已有研究中，对于与本课题相关的

部分重要概念尚未明晰，则要展开进一步的梳

理和剖析，这便是微观层次的理论诉求。 其中，
宏观与中观层次的理论基础当着重吸收和化

用相对成熟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这一“吸收和

化用”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正是与“主流研究范

式、问题意识及学术话语” 重新建立关系的

过程。
“中美图书馆交流”这一主题的特殊性，使

得其在宏观与中观层次可用的分析理论与框架

之多，令人咋舌。 首先，如果将图书馆和图书馆

界视为跨国文化交流的载体或媒介，便可援引

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传播学、经济学等诸多理

论。 其次，如果着眼于图书馆交流所引致的知

识、文本与观念对撞，则可将本课题置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以福柯、布迪厄为代表的后现代视域

之下。 再者，在历史人类学与文化史学学者所

开拓的“新书史”研究中，这一课题也有望寻找

到合适的理论依托———虽然在罗伯特·达恩顿

著名的书籍交流圈模型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ｉｒｃｕｉｔ）的叙述中并没有过多谈及图书馆的角

色，但“新书史”的学者们常常把藏书和图书馆

视为书籍史研究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如《剑桥书

籍史指南》 中，第二章即为 Ｋａｒｅｎ Ａｔｔａｒ 撰写的

“图书馆中的书籍” ［５３］ ；与“新书史”关联密切的

“历史表现”（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５４］ “互文

性理论” （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５５］ 等专门理论的出现

也为这一角度的理论化建设提供了可能。

２．２　 一个融汇宏观、中观与微观的理论视角

经过梳理与分析，笔者试图综合来自世界

体系理论（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书籍交流圈与

现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成果，提出一个适用

于本课题的整体性理论视角（见表 １）。 借助这

一视角，当我们进入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研究

时，便能更好地把握这段历史的多个层次和不同

内涵，发掘其主要脉络。 下文将依据这个理论视

角展开阐述，并结合本主题的研究进行分析。
２．２．１　 宏观层次：世界体系理论

对于民国时期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等

宏观背景的理解，本研究主要借用了沃勒斯坦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提出、其后由 Ａｍｉｎ、Ｆｒａｎｋ
等学者系统阐发的“世界体系理论” ［５６］ 。 该理

论源于对“现代化理论” （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的反思，由于现代化理论多只关注国家纵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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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一个融汇宏观、中观与微观的理论视角

层次 理论体系 来源 目的

宏观 世界体系理论 政治学、历史学 解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

中观 书籍交流圈 文化史、书籍史
将图书馆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要素

联系起来

微观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

基本概念
图书馆学、信息学

在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

内明确界定相关概念

发展历程，对于国际间横向结构关系的认知有

所缺失。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从社会学领域开

始，出现了一场对现代化理论中“纯以国家为分

析单元”“线性的发展路线”等弊端的反思，世界

体系理论是基于这些反思，并深入吸收以马克

思主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后形成的系统

化理论构建。
这一体系对于本主题而言，最具价值的在

于其“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分层。 该理

论以现代世界的“不平等的剥削”作为出发点，
从经济的商品链着手，将“世界体系”中生产核

心产品（即使用高工资的熟练工人生产资本密

集型产品）的地区称为“核心地区”，将生产边缘

产品（即生产劳动密集型、低工资劳工生产的产

品）的地区称为“边缘地区”，而“半边缘地区”
则是同时生产两种产品的地域。 在这种结构

下，相对边缘的地区受到相对中心地区的支配，
如“边缘” 之于 “半边缘”、 “半边缘” 之于 “ 中

心”；各个国家的地位、权力取决于它们在这一

世界结构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发展”或“衰落”
的本质是“位置”的动态游移。 “世界体系”的论

述最早是基于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而这种三层

结构也可对应到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层面，显然，
核心地区的文化输出往往与其政治、经济的主

导地位结伴而行。
基于这种结构化的宏观理论，我们有望更

深刻地理解晚清民国时期宏观格局的变迁，包
括中国、美国各自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
美之间的政治、经济话语强弱，其他国家对中美

关系的影响等等。

从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分析。 譬如，为什么

中国在接受美国图书馆思想的历程中，先是通

过日本实现了间接接触？ 这一问题的回答，也
许要先从 １９ 世纪末世界体系的宏观格局切入。
其时，中国已经从“中心” 落为“边缘” 或“半边

缘”地区，美国正从“半边缘” 向“中心” 的位置

靠拢，由于两国在地理位置上的隔绝，这种“中

心—边缘”的关联度很低。 可是，当我们把日本

加入分析范围之后，情况便大有不同。 日本的

特殊性体现在，这一国家在“脱亚入欧”的思想

主导下，它作为“边缘 ／ 半边缘”地区与美国这一

“中心”建立了关系；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明治

维新以后，其在东亚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从

“边缘”上升到“半边缘”，成为这一地域内影响

力输出的相对中心，又与中国这一“边缘”地区

建立了关联。 这种情况下，日本成为了中美“中

心—边缘”链条之间的一个“半边缘”地带（纯粹

从东亚政治经济的视角看来，日本又可视为本

地区“中心”），在客观上造就了传播的契机。 进

一步来讲，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能够在中国

与美国之间形成桥梁、可能将“美国图书馆模

式”带入中国的，似乎不仅日本，譬如俄罗斯、还
有已经在中国耕耘许久的英国，都应当有此潜

力，那为什么是日本完成了这一工作呢？ 这便

涉及到中观层次的问题。
２．２．２　 中观层次：书籍交流圈及相关理论

宏观的世界体系格局无疑会对微观的图书

馆活动产生制约和影响，但真正的问题是，这种

制约和影响是如何实现的？ 反过来讲，图书馆

的运作又是怎样与国家、世界层面的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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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联系起来的？ 熟悉图书馆学的研究者想必

十分了解，这种“以小见大”或“以大见小”的论

述，极易沦为空泛的意义总结或价值陈述。
在本系列研究中，为了将政治、经济、文化

等宏大背景与实践的图书馆体系连接起来，笔
者在中观层次引入了以“书籍交流圈”模型为中

心的新书史研究视角。 关于“书籍交流圈”的介

绍很多，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一套理论，而是研

究建议或研究指南。 这一模型认为在作者之

外，出版商、贩运者、销售者、读者对文本生产都

有重要的影响，将多种参与力量合观，才能勾勒

出书籍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又强调，当我们切入

图书史的研究时，虽然有繁多的路径和方法，核
心却应该放在这一社会化过程之上，要着力探

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也要研究这整个过

程，整个过程在不同时间地点的表现形式，以及

它同周边其他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系统之

间的关系” ［５７］ 。
在理论基础中加入以“书籍交流圈”模型为

代表的中观视角以后，我们可大致贯通宏观与

微观之间的窒碍：宏观世界体系及其中的政治、
经济、军事元素很多时候并不直接影响图书馆，
而是先影响书籍、知识和文化的社会化生产过

程，进而触动图书馆事业，反之亦然。
仍延续上文关于日本间接传入“美国图书

馆模式”的分析。 尽管从宏观的世界体系来看，
日本不是唯一有潜质在中美之间传导影响力，
为中国最早带来系统化的“美国图书馆模式”的

国家，但综合中观的书籍网络进行观察，这一

“职责”几乎非日本莫属。 原因在于，中日之间

存在一个稳定的、存续多年的知识交流网络。
例如，在第一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仍

是东亚政治体系的中心，日本即是通过中国书

籍来接受西方文化的。 利玛窦于 １６０５ 年 ５ 月 ９
日在北京写给德·法比神父的书信中，就提到：
“我们得到一件颇感欣慰的消息：即我们在中国

用中文撰写的书籍，在日本也可使用；因为日本

的文字、书籍、科学等全从中国输入，因此为我

们信仰的传播不无裨益，因为这样日本人可知

我们的信仰已传入中国了。 至论中日文字，虽
然发音不一，会用中文撰写的不多，但看懂没有

问题……”，在日本传教的巴范济神父等意识到

利玛窦所出版中文文献的价值后，便要求利氏

寄去其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因之随后寄去的一

系列图书，按利玛窦的叙述，有“《额我略历书》、
世界地图、论友谊、尤其《天主实义》” ［５８］ 。 这种

从中国到日本的书籍与知识流向，直到第二次

西学东渐的早期，即林则徐、魏源等翻译西方图

书的时候，依然成立。 在明治中期即 １８８５ 年以

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日本完成了独

自接受西方新知识的历史转变；另一方面，停滞

不前的中国社会已经无法继续向日本提供新的

西方知识……” ［５９］ 。 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迅

速成为中国的榜样，在这条书籍与知识的脉络

上，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位置出现了逆转，形成了

日本对中国的知识输送途径，但是，这一网络本

身并没有变化。
再进一步举例。 民国时期的中美图书馆交

流中，宏观的中美关系对图书馆事务的作用其

实更多体现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时期：政治

方面，当美国在租借法案和军事活动方面“亏

待”中国时，美国在华的文化机构及其图书支援

就成了一种补偿［６０］ ；经济方面，如战争时期中国

的通货膨胀与中美货币汇率的变化，左右了当

时袁同礼帮助美国图书馆在华图书购置活

动［６１］ ；战争方面，交通闭塞致使战时美国援助中

国图书的运送路线不断变更［６２］ 。 宏观的大趋

势，往往先是影响了图书支援的动机（政治力

量）、图书的购买力（经济力量）与书籍的实际获

取机会（战争力量）等事宜，等到图书馆与上述

链条中的“书籍 ／ 图书”产生互动（入藏、接受、借
出等）时，才与真正宏观的政治、经济力量发生

关系。
总的来说，“书籍交流圈”在中层角度的观

察，可以与“世界理论体系”连接，进而帮助本系

列研究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解释系统。 需

要说明的是，宏观政治、经济要素能够带来的影

响绝不止于书籍交流网络，还影响并作用于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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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网络、人力资源网络等等，也绝非只有这一网

络才能将宏观事宜与微观的图书馆概念联系起

来，考虑到课题本身的繁复性，优先抓住事物的

根本才是关键，这里暂不叙及其他的关联问题。
更重要的是，“书籍交流圈”不仅仅能够将图书

馆带入宏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它明确以“图

书生产”和“知识流转”为中心，直面图书馆史最

基础的研究对象，这是其他潜在的“网络”或“交

流圈”所不具备的特征。
２．２．３　 微观层次：５ 个核心概念的界分

如果说，宏观视角提供关于世界格局的基

本观点、中观视角提供关于书籍交流网络的认

识，那么，到了微观视角，我们观察的重心又回

到图书馆与图书馆学。 微观层次的理论工作，
主要是建立本课题勾连史料过程中的核心概

念。 对于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而言，其
核心概念主要有 ５ 个，即图书馆交流、专业交往、
文化外交、民国时期、美国图书馆模式。

（１）图书馆交流

“图书馆交流”是中美两国图书馆界、图书

馆学界之间互动的总体概括。 事实上，已有的

跨国图书馆学研究，很少采用“交流” （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或“关系”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之类的说法①，
比较常见的术语是交换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 或合作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如“图书交换” （ Ｂｏｏ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和“图书馆合作”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这些概

念显然更贴近事务型的工作，透露出图书馆学

根基牢固的实践取向。 本研究之所以采纳“图

书馆交流”，其目的是涵盖以上诸多词汇的内

涵，构建一个更具包容力、涵盖范围更广的概念

体系。
（２）图书馆的专业交往与文化外交

与“图书馆交流”密切相关的是“专业交往”
与“文化外交”两个核心概念。 当我们以学科内

部的视角和话语来观察“图书馆交流”时，关注

的主要是图书馆的理念、工作方法、技术、馆藏

资源、人才、学术等交流过程，这一角度，在本研

究中被归为“专业交往”；而如果从国家之间政

治、经济、文化关系的视角来看，图书馆的交流

活动又是不同国家和权力之间互动的方式、手
段，属于“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

开的外交” ［６３］ 中的一环，这一视角则被归入“文

化外交” 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
“文化外交”不同于政治领域的传统提法，其阐

发与“图书馆交流”这一前置概念密切相关。
“图书馆界的专业交往”和“基于图书馆的

文化外交”同样属于“图书馆交流”的范畴，只不

过其侧重视角有所不同（一是从学科角度，一是

从国家政治角度），它们不是非此即彼、泾渭分

明的两个事物。 在图书馆交流中，文化外交往

往会以专业交往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即便最纯

粹的专业交往，也往往会夹带着政治与其他力

量的影响。 区分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在于，从民

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美之间的图书馆

交流随着交流动机和交流主体的变化，逐渐发

生了“从专业交往向文化外交”的整体转变，这
是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核心线索。

（３）民国时期

本研究在时间范围上采用“民国时期”，而
不使用“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的时间界定，出于以下两

个原因：首先，它凸显笔者的基本立场仍是中国

化的，尽管强调全球史观、同时牵涉中美两国，
本研究主要还是立足并服务于中国的图书馆事

业和图书馆学发展，以期从过往的历史中汲取

经验；其次，“民国时期”虽然是一个“中国化”的

历史阶段，但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这一

时间概念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力也在日渐加

强。 如果说“民国时期”开启时还没有充分引起

美国社会的高度注意，那么可以说，“民国时期”
的终结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连绵的回

响，对于美国的政治走向和文化政策则更有深

远的影响。 “中华民国”从一个中国时间向世界

１０３

① 例如“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概念，在图情领域更多用于图书馆内部关系的处理和信息社群的学术沟通，典型

者如密歇根大学前图书馆馆长 Ｄｏｎａｌｄ Ｅ． Ｒｉｇｇｓ 的著作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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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转变，凸显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影响力

渐渐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恰恰暗合本研究的

主旨。
（４）美国图书馆模式

“美国图书馆模式”可能是民国时期中美图

书馆交流中最为重要的概念。 直至今日，学界和

业界一直是以一种相对随意的方式来使用“美国

图 书 馆 模 式 ” （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等）这个词语。 在本研究

中，所谓的“美国图书馆模式”被认为包括两层内

涵：①公共、公开的理念，其中公开（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主要是开架制（Ｏｐｅｎ ｓｔａｃｋｓ 或 Ｏｐｅｎ ｓｈｅｌｖｅｓ）和强

调用户利用，而公共（Ｐｕｂｌｉｃ）则更多凸显“以税收

支持的公共性质”①；②达到“公共、公开”理念的

方法、技术和设备体系等实施手段［６４］ 。
两层内涵的区分有其实际意义。 第一，我

们一直以来倾向于将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美
国图书馆学”与“美国图书馆模式”看成是一个

静止、固定的概念，但实际上，这一时期也恰恰

是其发展最为迅猛、变化最为频繁的时期，而这

些变化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层面，即新式图书馆

的方法、技术和设备方面，其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第二，在美国图书馆模式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尽
管①是这一模式的核心，但这一核心需要涉及观

念与体制的改革，殊为不易，因此，先被各国所接

受的，往往是具体的技术方法和办馆手段。
在下文的 ３．１ 中，还将解释这 ５ 个概念的提

出过程。

３　 历史分期：从专业交往到文化外交的
历史变奏

３．１　 从理论到应用

上述只是从构建层面，对理论基础进行了

论述，更加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理论如何发挥

效用？ 具体来讲，这一理论基础，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切入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基本思路和

方法：
（１）在微观层次，笔者梳理出一份《民国时

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年表》，将所有相关事件、无
论大小，均安置在对应时间轴的右端，并为每一

个事件提取关键词；
（２）在宏观层次，在《年表》时间轴的左端，

笔者利用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已有的研究成

果，整理出中、美和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宏观

政治、经济与外交互动；
（３）在中观层次，分析时间轴左（宏观）、右

（微观）两端的关联。 首先，根据已有材料，探索

能否在书籍交流圈的视角下，尝试阐述不同时

期左右两端的具体关系及其紧密程度；其次，根
据左右两端的紧密程度，为每一个事件打分，分
值从 １ 到 ５，分别表示本事件与相邻时间轴上的

宏观事件“完全无关” “较不相关” “一般” “较为

相关”或“密切关联”；最后，根据中观层次的具

体考察与紧密程度的分值，对（１）中的关键词进

行修改，并将少数具有贯穿长时间段特征的关

键词，提炼为 ３．２．３ 中的“核心概念”。
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宏观层次提供了大

背景，微观层次提供了交流史实，中观层次则帮

助我们展开历史时间的分析和解读；一般的关

键词和“紧密程度”的分值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发

展时期的基本特征，而核心概念则提供了总体

性观察的切入点。
通过这种方式梳理下来，可以发现，中美图

书馆的交流主轴实际上经历了从“微观”到“宏

观”的舞台变迁。 最为明显的是“紧密程度”的

分值越来越高：在晚清到民国初年，两国的图书

馆交流只是一种行业之间的交往行为，尽管也

有庚子赔款退还等触及国家政治的事件，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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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时候还经常加入第三个特征，即“由政府管理”，见：ＭａｒｔｉｎＬ Ａ．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Ｍ］ ．Ｌａｎｈａｍ，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 Ｏｘｆｏｒ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１９９８：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另
外，由于篇幅限制，关于“美国图书馆模式”的论述，可另见：肖鹏．从“美国图书馆模式”到“中国图书馆路径”的初步

成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分水岭的回顾与展望［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８（２）：２３－２８．



肖　 鹏：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序说：研究综述、理论基础与历史分期
ＸＩＡＯ Ｐｅｎｇ：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８

影响与范畴仍多局限于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领

域；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图书馆交流逐渐

被视为文化外交的一种手段和一个方面，从这

一时期开始，中美图书馆交流的相关资料、档案

中，活跃的不仅仅是图书馆人的身影，以陈立

夫、周以德 （ Ｗａｌｔｅｒ Ｊｕｄｄ）、 斯图尔特 · 冈姆

（Ｓｔｕａｒｔ Ｅ． Ｇｒｕｍｍｏｎ）等为代表的中美政治人物

也开始介入。 这种视角的变化，也要求我们在

不同阶段的研究中，灵活转换和运用上文构建

的不同层次的理论架构。

３．２　 历史分期

确认了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主要脉络之

后，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四个时期的历史分段

来描绘这一脉络，并试图简要叙述每一时期的

历史发展、主要成就和基本特点。
第一个时期，是 １９２５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

立以前，是“美国图书馆模式”开始被中国所接

受、中国图书馆职业逐渐形成的时期。 这一时

期的交流以中国为主动一方，尽管也有发生如

争取“庚子赔款退还”的事宜，但总体上还是以

专业交往为交流的主要目的。
严格来讲，第一时期的考察可前推至晚清，

而不仅限于民国。 如此算来，这一时期有 ７ 个关

键事件，它们乃是层层递进的关系：第一，晚清

洋务运动之后，中国人开始零星接触笼统的“西

方图书馆”概念，美国图书馆界发达的身影夹裹

其中；第二，中国通过日本间接学习美国图书馆

模式；第三，文华公书林的建立，它的出现意味

着中国拥有了一个模板图书馆（Ｍｏｄｅ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此处的模板图书馆是指，在某国家或地区内，第
一处完全依照美国图书馆模式所建立的图书

馆，它们往往成为美国图书馆模式在当地传播

的中心，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如后来美国图书

馆协会在墨西哥城建立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图

书馆［６５］ ；第四，第一代图书馆学家留美学习，在
韦棣华、克乃文等人支持下与美国图书馆界初

步建立联系；第五，以新图书馆运动为代表的美

式图书馆宣讲兴起，从此，美国式的图书馆“逐

渐靡布全国，与民国初年步武日本之趋势对

立” ［６６］ ；第六，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建立，
通过仿习美国图书馆学的教育制度，韦棣华等

人建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图书馆职业教育机构；
第七，庚子赔款退还并部分用于中国的图书馆

建设。
第二个时期，以 １９２５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

成立为标志，以 １９３７ 年前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前后为止，是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专业交往的

黄金期。 随着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中国图书

馆员有了统一的行业组织，找到一个和美国图书

馆协会平等对话的位置，建立起组织间的交往。
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国图书馆界拥有成型的专业

网络，此后，中国对美国图书馆业界的仿习是系

统化的，出现专门的组织、刊物和措施来推动全

国图书馆的建设与馆员的进步。 尽管这一时期

的主动方仍是中国，美国图书馆界也出现较多的

回应和互动，中美图书馆事业之间建立了多种交

流渠道，包括会议交流、专家咨询、人才互访、留
学、行业刊物的流通、译书与介绍、出版物互换与

代购、展览与演说、书目编纂与交换等等。
抗战前中美图书馆交流的最大成就，是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

具有浓重美国色彩的图书馆事业体系。 以往认

为在这一阶段已经逐渐实现了“本土化”，细细

考察，会发现这种说法可能未必准确。 应该说，
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图书馆体系在技

术方法（如分类、编目、索引等）上实现了本土化

与创新创造，在服务工作（如参考咨询、青少年

服务等）上发展有限，设备基础（图书馆用品、设
备等）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欧美，最重要的是，
对“公共、公开”这一美国图书馆模式之核心内

涵还缺乏深入的实践。
这一时期，北美东亚图书馆也出现了重要的

发展，尽管在此之前的数十年，美国图书馆界已

经开始收藏中国藏书，唯其到了这一时期，以裘

开明为代表的图书馆学家才通过“反哺”的方式，
为东亚图书馆的管理奠定了基本的业务模式，初
步解决了美国图书馆系统下的中（日 ／ 韩等）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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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分类、编目等问题，并通过美国学术团体协

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等机构

实现了这一“业务模式”在北美的扩散和传播。
第三个时期，是从 １９３７ 年抗战全面爆发开

始到 １９４３ 年初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胜利、反
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为止。 随着战争与政

治形势的日益紧张，中美图书馆关系出现了专

业交往向文化外交的重心渐变。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美之间的交流渠道

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第二个时期形成的多种

交流渠道，有不少已经逐渐封闭，中美图书馆交

流的主题逐渐向“援助” “救助”靠拢，关键性事

件包括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赠书助中

国”（Ｂｏｏｋ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运动等，尤其后者，在当时

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除了国家图书馆、图书馆

协会层面的组织性援助，美国民间和基金会对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援助也是普遍存在的，如当

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深陷通货膨胀的文华图

专，就陆续提供了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希望这些

资助能够给予处于战火中的中国和文华图专

“一些希望和新的勇气” ［６７］ 。
到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当罗斯福总统最终将中国

纳入到租界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内，并逐步制定

相关的战略物资计划时，与之相对应的，美国国

务院文化关系司也开始针对中国制定文化支援

规划。 在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的常规会议上，当时的负

责人之一、曾经担任过大连领事的冈姆初步提

出一个对华的文化项目，这个项目涵盖了后来

我们所熟知的技术专家派送、人才交换计划，还
有录音机和缩微胶卷等物资援助。 这时卡尔·
米连才真正产生对中国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与袁

同礼的信件交往中，他积极表示图书馆和图书馆

员职业能够在对华的文化项目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４３］ 。 此后，随着文化关系司对第一任中国文化

专员费慰梅的派出，中美图书馆的行业交往逐步

与文化外交的总体政策并轨。 在这一时期，该项

目在图书馆领域比较实质性的工作之一，是截止

到 １９４３ 年底，美国通过缩微胶卷向重庆送去了大

量的科学与技术类图书、刊物，缩微胶卷，成为战

时中国高校接触西方新书刊的主要途径。
第四个时期，从 １９４３ 年到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建

立前，是中美图书馆交流的复兴和夭折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开端，已经能够看到抗战胜利的

曙光，因此，中美双方提出了多个图书馆复兴规

划和初步尝试。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文本分别

是由袁同礼和费正清共同起草的《中美智识关

系备忘录》 ［６８］ 和由著名生物学家萧采瑜提出的

《战后我国图书馆复兴与计划意见书》 ［６９］ ，尤其

是前者，成为这一阶段美国文化关系司和战时

信息处针对中国展开一系列文化项目的重要参

考。 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上述计划的规划抑或

是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具体行动，都已经成为美

国对华文化外交整体策略的一部分，如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在美国战时信息处的授意和要求下，美国

图书馆协会举办了“中国图书周” （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ｏｋ
Ｗｅｅｋ），动员各个图书馆参与相关的中国项

目［７０］ 。 这一时期，取得比较大成就的是在美国

国务院支持下，美国图书馆协会对接中国战时

图书征集委员会展开的赠书工作，中国当时几

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和重要的学术机构，都
曾经接收过来自这一项目的馈赠［７１］ ；其他机

构，如作为在华基督教大学合作组织的“中国

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 等，也尝试为中国的

图书馆重建做出贡献。 可是，由于中美关系的

波动与解放战争的爆发，很多规划的内容并没

有真正展开，“图书馆复兴”的宏大理想夭折于

无形。
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福图书馆的筹划。 这所

图书馆的筹划建议在 １９４５ 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提出，是为了纪念当年 ４ 月去世的美

国总统罗斯福而建立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

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一个深有意味的句

号：其筹备意味着，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图书馆

的文化功用与象征意义，并积极地将之运用到

与美国的交往之中；但这所从未正式开放、只在

后期提供了阅览服务功能的国立罗斯福图书

馆，也象征着中美关系的逐渐对立［７２］ ，友好交往

的大门缓缓关闭，两国的图书馆关系在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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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鹏：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序说：研究综述、理论基础与历史分期
ＸＩＡＯ Ｐｅｎｇ：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８

进入了停顿期，其后很长时间，除了比较特殊的

情况和领域，美国仅与中国台湾等大陆之外的

地区保持图书馆交流。 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剧

变，也成为后来美国东亚图书馆真正崛起的前

奏，尽管其黄金发展期在 １９６０ 年前后才到来，但
二战后的发展趋向已经日渐明显，例如，创建于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东亚图书馆有 １４ 所，而其中创办

于 １９４５ 到 １９４９ 年间的就有 ４ 所［７３］ 。

４　 结语

本文是关于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

序论式研究，在文献爬梳的基础上，构建了对应

的理论框架，并借此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划清历

史分期。 在这三项工作中，理论构建的意义最

为重要———尽管本文做出的只是初步且拙劣的

尝试，但笔者相信，在坚持学科立场的基础上引

入外部的成果与视角，本领域图书与图书馆史

的研究有望焕发出新的魅力，成为提高图书馆

学在跨学科中的话语权，深化学界对“图书馆”
本质理解与价值认知的重要路径。

致谢：感谢联合培养导师安·布莱尔教授

的指导意见，以及柯平、刘炜、卓连营、叶鹰、范

并思等老师的建议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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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张书美． 美国庚款退还与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Ｊ］ ． 山东图书馆学刊，２００９（ ４）：５１－ ５４．（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ｍｅｉ．

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 ｒｅｆ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Ｊ］ ．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００９（４）：

５１－５４．）

［１９］ 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 Ｍ］．台北：学生书局， １９９７．（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 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ａｍｕｅｌ Ｔ．Ｙ．Ｓｅ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Ｔａｉｐｅｉ：Ｓｔｕｄ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Ｃｏ．，Ｌｔｄ， １９９７．）

［２０］ Ｚｈｏｕ Ｙ，Ｅｌｌｉｋｅｒ Ｃ．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９９７，３２（２）：１９１－２２６．

［ ２１］ Ｔｓａｙ Ｍ 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１９２４ ｔｏ １９４９［Ｊ］ ．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１９９９， ８（８）： ２７５–２８８．

［２２］ Ｃｈｅｎｇ Ｈ Ｗ．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９９１， ２６（２）： ３７２－３８７．

［２３］ 吴稌年． 中国近代图书馆“西学东渐”阶段的学术思想特征［Ｊ］ ．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０９（５）：６４－７１． （ Ｗｕ Ｔｕ⁃

ｎｉａ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５）：６４－７１．）

［２４］ 吴稌年． 美国图书馆思想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影响［ Ｊ］ ． 晋图学刊，２００６（ ５）：７３－ ７９．（ Ｗｕ Ｔｕｎｉ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Ｓ．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 Ｓｈａｎｘ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６

（５）：７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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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鹏：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序说：研究综述、理论基础与历史分期
ＸＩＡＯ Ｐｅｎｇ：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８

［２５］ 陈英． 基于美国影响的民国图书馆事业研究［Ｄ］．湖南：湘潭大学，２０１６．（Ｃｈｅｎ 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Ｄ］．Ｈｕｎａｎ：Ｘｉａｎｇｔ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

［２６］ 李刚，等．制度与范式：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考察（１９０９—２００９） ［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２６－１６９．（ Ｌｉ

Ｇ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９ ｔｏ ２００９ ［Ｍ］．Ｂｅｉ⁃

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１２６－１６９．）

［２７］ 麦群忠． 中国图书馆名人辞典 ［ Ｍ］． 沈阳：沈阳出版社． １９９１． （ Ｍａｉ Ｑｕｎｚｈ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ｙ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２８］ 顾烨青．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人史料建设：现状与展望［Ｊ］ ．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０（３）：５－１４． （ Ｇｕ Ｙｅｑ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０（３）：５－１４．）

［２９］ 范凡．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Ｊ］ ．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１（ １）：１３１－ １３３． （ Ｆａｎ Ｆａ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１）：１３１－１３３．）

［３０］ Ｊｉｎｇ Ｌ．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Ｊ］ ．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４，３９（２）：１６１－１７４．

［３１］ Ｔｕ Ｋ Ｐ．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Ｄ］．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１９９６．

［３２］ 徐鸿．美国模式对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以文华图专为例［Ｊ］ ．天禄论丛，２０１２，２（２）：１６８－１７０．

（Ｘｕ Ｈｏｎｇ．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ｏ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２０１２，２（２）：１６８－１７０． ）

［３３］ 周洪宇． 不朽的文华 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Ｍ］．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 Ｚｈｏｕ Ｈｏｎｇｙｕ． Ｔｈｅ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 Ｂｏｏｎｅ—ｆｒｏｍ Ｂｏ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ｏ Ｂｏ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Ｍ］． Ｗｕｈａｎ：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３４］ 彭敏惠．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创建与发展［ 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Ｐｅｎｇ Ｍｉｎｈｕｉ．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Ｗｕｈａｎ：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３５］ 郑丽芬．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研究［Ｄ］．北京：北京大学，２０１５．（ Ｚｈｅｎｇ Ｌｉｆ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

［３６］ 刘劲松． 抗日战争与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 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３，２２（６）：９５－１０１． （ Ｌｉｕ Ｊｉｎｓ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ｆｉｌｍ ｉｎ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２２（６）：９５－１０１．）

［３７］ 周欣平． 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１８６８—２００８ ［ Ｍ］．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２． （ Ｚｈｏｕ Ｘｉｎｐ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ｓｉａ：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８６８ － ２００８ ［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 ３８］ 吴文津．美国东亚图书馆发展史及其他［Ｍ］．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１６．（Ｗｕ Ｗｅｎｊ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Ｍ］．Ｔａｉｐｅｉ：Ｌｉｎｋ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６．）

［３９］ 余英时．史学研究经验谈［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０６．（Ｙｕ Ｙｉｎｇ－Ｓｈｉ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０６．）

［４０］ 苏精． 从换书局到出版品国际交换处———早期中国交换机关小史［ Ｊ］ ．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１９７８，４（２）：

１８０－１８３． （Ｓｕ 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ｓ” ｔｏ “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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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五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５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８，４（２）：１８０－１８３．）

［４１］ 袁斌． 馆史钩沉———原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品国际交换处纪事［ Ｊ］ ． 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０７（ ５）：８６ － ８７．

（Ｙｕａｎ Ｂｉ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０７（５）：８６－８７．）

［４２］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９ ［ 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Ｕ．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９７６：７．

［４３］ Ｋｒａｓｋｅ 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ｃｙ ［Ｍ］．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４４］ 胡文涛． 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中国的运用［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８． （Ｈｕ Ｗｅｎｔａ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Ｍ］．Ｂｅｊｉｎｇ：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４５］ 孙洋．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文化援助研究［ 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２． （ Ｓｕｎ Ｙａ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ｒ［Ｄ］．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

［４６］ 程焕文． 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２（５）：６０－６４．（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ｐｉｒｉ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２（５）：６０－６４．）

［４７］ Ｈｕａｎｇ Ｇ Ｗ． Ｍｉｓｓ Ｍａｒ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Ｗｏｏｄ：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

１９７５， １（１）：６７－７８．（Ｈｕａｎｇ Ｇ Ｗ． Ｍｉｓｓ Ｍａｒ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Ｗｏｏｄ：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５， １（１）：６７－７８．）

［４８］ 徐雁． “读者为本，书籍至上；学贯古今，古通中西”———克乃文在华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百年纪念（上） ［ Ｊ］ ．

图书馆，２００５（５）：４６－５０．（Ｘｕ Ｙ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ｔ ｂｙ Ｈｅｒｒｙ Ｃｌｅｍ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Ｌｉ⁃

ｂｒａｒｙ，２００５（５）：４６－５０．）

［４９］ 张秀民． 袁同礼先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Ｊ］ ． 北京图书馆馆刊，１９９７（ ３）：５３－ ５９，９２．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ｕｍｉｎ． Ｙｕａｎ

Ｔｏｎｇｌｉ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７（３）：５３－５９，９２．）

［５０］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Ｐ， Ｃａｒｌ Ｈ． Ｍｉ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Ｗ．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７６．

［５１］ 郑永田． 美国图书馆学家鲍士伟思想初探［Ｊ］ ．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０（９）：１０９－１１３．（Ｚｈｅｎｇ Ｙｏｎｇｔｉａｎ． Ｏｎ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Ｂｏｓｔｗｉｃｋ 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９）：１０９－１１３．）

［５２］ 程焕文． 裘开明年谱［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 Ｑｉｕ Ｋａｉｍｉｎｇ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Ｍ］．

Ｇｕｉｌ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５３］ Ｈｏｗｓａｍ Ｌ．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 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５４］ Ｗｈｉｔｅ 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５５］ Ｚｅｒｕｂａｖｅｌ 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ｉ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ａｎ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５６］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Ｉ．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Ｉ：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ｉｔｈ ａ ｎｅｗ ｐｒｏｌｏｇｕｅ［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５７］ Ｄａｒｎｔｏｎ Ｒ．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ｏｏｋｓ？［Ｊ］ ．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１９８２，１１１（３）：６５－８３．

［５８］ 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下） ［ Ｍ］．罗鱼，译．台北：光启书社，１９８６：２７７．（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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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鹏：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序说：研究综述、理论基础与历史分期
ＸＩＡＯ Ｐｅｎｇ：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ｕｍ ２）［Ｍ］．Ｌｕｏｙｕ， ｔｒａｎｓ．Ｔａｉｂｅｉ：Ｇｕａｎｇｑｉ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１９８６：２７７．）

［５９］ 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 Ｇ］ ／ ／ 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灝院士七秩祝寿论

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４３－２４４．（Ｓｈｅｎ Ｇｕｏｗｅｉ．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Ｇ］ ／ ／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ａｉｂｅｉ：Ｌｉｎｋ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２４３－２４４．）

［６０］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ｈｉｎａ（Ａｇｅｎｄａ Ｂ－１１）［Ａ］．Ｕｒｂａｎａ： ＡＬ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７ ／ １ ／ ５１，

Ｂｏｘ １） ．

［６１］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Ｕｒｂａｎａ： ＡＬ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７ ／ １ ／ ５１，Ｂｏｘ １） ．

［６２］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ｌ Ｈ． Ｍｉｌａｍ ｔｏ Ｄｒ． Ａｂｂｏｔ．１９３８－１１－１［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１８６８－１９８８， Ｂｏｘ １） ．

［６３］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４－２５．（ Ｌｉ Ｚｈ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２４－２５．）

［６４］ 肖鹏．从“美国图书馆模式”到“中国图书馆路径”的初步成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分

水岭的回顾与展望［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８（ ２）：２３ － ２８． （ Ｘｉａｏ Ｐｅｎｇ． Ｆｒｏｍ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Ｖ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２）：２３－２８．）

［６５］ Ｈéｃｔｏｒ Ｊ． Ｍａｙｍí － Ｓｕｇｒａñ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ａｓ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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