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３０／ ｊ．ｃｎｋｉ．ｊｌｉｓ．１４３００４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Ｍａｙ，２０１４

价值体系研究视角变迁下的公共图书馆价值

罗贤春　 姚　 明

摘　 要　 本文梳理了 １９８４ 年“杭州会议”以来学界关于图书馆价值的研究历程，认为公共图书馆价值研究经历了初探、

反思和拓展三个时期。 在初探时期，主要以市场经济冲击下的社会价值辨析与计算机技术冲击下的生存价值争论为主；

在反思时期，实现了从单一的价值研究向核心价值导向下的价值研究的转变；在拓展时期，制度保障价值、信息中心价

值、经济促进价值、空间拓展价值和文化象征价值逐步彰显和确立，成为公共图书馆价值的集中体现。 ２１ 世纪以来，图书

馆发展的实践检验了这五种公共图书馆价值，印证了公共图书馆价值的理论研究。 表 ２。 参考文献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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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有关图书馆价值的探讨一直受到学界和业界

的普遍关注。 图书馆学者和从业人员希冀图书馆

能为国家和民众所认可，能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应

有的贡献，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对图书馆价值

的探索屡次中断。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

基础理论组在杭州召开第一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研讨会，图书馆学研究进入了空前活跃的理论重建

阶段，对公共图书馆价值的研究也随之展开，并且

在经过 ３０ 年的不断探索之后得以逐步确立。

２　 公共图书馆价值研究的变迁

２ １　 公共图书馆价值的初探时期

１９８４ 年的“杭州会议”被认为是图书馆学基础

理论研究在新时期重建的崭新开始，图书馆价值作

为基础理论问题被提出。 于鸣镝［１］ 提出图书馆的

社会价值在于它同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肯定的关

系，社会需要图书馆，图书馆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是

图书馆的价值所在。 之后，图书馆领域遭遇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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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冲击，激发了对图书馆价值的探讨。
（１）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图书馆社会价值辨析

１９８７ 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联合颁发了《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

动的暂行办法》，图书馆事业的产业化经营与市场

化运作全面开展。 市场经济的法则与价值观念成

为主流，改革初期的混乱秩序带来了分配领域的

不公平，促使部分图书馆人离开图书馆投入下海

经商大潮，图书馆学毕业生不愿意去图书馆工作。
部分图书馆工作者错误地认为图书馆的运行模式

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否则就会造成图书馆事业的

衰落。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图书馆市场化经营与产

业化运作的探讨成为了图书馆价值研究的一次高

潮，黄俊贵［２］评价了图书馆市场化运作的观点，提
出图书馆改革要兼顾价值与效益。 王子舟［３］ 分析

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纷繁复杂的图书馆现象，认为树

立正确的、建立在职能之上的价值观有助于图书馆

走出乱象。 陈长华［４］ 从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评

价标准出发，分析和评价了价值论、图书馆劳动价

值论、经济效益价值论等观点，批评了单一的经济

观点。
通过争鸣与论战，图书馆的价值取向得以明

确，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不良风气，图书馆价值得到

了重视，但是在实践上，依然出现了图书馆出租馆

舍营利等市场化运作的现象。
（２）计算机技术冲击下的图书馆生存价值

争论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图书馆消亡论重新

被提起并引发热议。 计算机技术发展促进了信息

产业的快速发展，图书馆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服务机

构，相对保守的管理体制使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逐

渐削弱，质疑图书馆存在性的声音不绝于耳。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图书馆界开始把目光

投向图书馆价值，希望图书馆人能够在复杂的社会

环境中明确前进的方向，通过申明图书馆价值来消

除那些非理性质疑，并赢得社会更广泛的理解、尊
重和支持，这激发了又一次关于图书馆价值探讨的

高潮。 １９９６ 年第 ６２ 届国际图联大会在北京召开，

深化了图书馆价值研究在国内的影响。 吴建中、凯
尼格［５］提出信息服务是图书馆的价值所在，图书馆

应积极迎接信息化挑战，不断巩固其信息中心的地

位。 李景正、马海群［６］面对知识经济的兴起与网络

信息的发展，提出图书馆要适应信息化趋势以实现

其价值，以多功能、网络化、多载体、智能化的模式

为社会提供服务。
对图书馆价值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计

算机技术的冲击，反击了图书馆消亡论，但是当时

的研究没能走出传统机构研究范式，是被动且缺乏

理论创新的，基础理论研究进入了短暂的低谷，图
书馆人陷入反思之中。

２ ２　 公共图书馆价值的反思时期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与反思后，２００４ 年

学界迎来了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转折。
经历了技术狂热的冲击，基础理论从更高的层次上

得以回归。 在理论上，肖希明［７］论述了图书馆学研

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认为工具与价值

的整合是 ２１ 世纪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并将图书

馆价值研究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在实践上，一场

促使公共图书馆回归到“公共”本质上来的新图书

馆运动应运而生，探索与确立图书馆价值成为运动

的目标之一［８］ 。
从 ２００４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重塑百年图书

馆精神，到 ２００７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新年峰会确定

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为重要议题并引发热议，完成了

图书馆精神向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的转变，这是一

段前后紧密相关、具有前因后果、学术界与实践界

充分融合、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历程［９］ 。 学者们

的关注点逐渐从具体的图书馆价值转向建立在图

书馆价值基础之上的图书馆核心价值。 图书馆价

值体现了图书馆服务对社会的作用与职能，如文献

保存、促进经济、空间容纳等价值。 而图书馆核心

价值体现的是图书馆职业理念的价值观定位，如平

等服务观、知识自由观、读者隐私保护观等。 图书

馆价值是其核心价值构建的基础，核心价值建立在

图书馆的职能或价值之上，反过来又引导图书馆价

值的实现。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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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公共图书馆价值的拓展时期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全面开

展。 核心价值研究为公共图书馆价值的研究指明

了方向，确立了价值观念取向，公共图书馆价值的

研究逐步深入，观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蒋永福［１０］提出以文化权利为主范畴，以保存

与共享、促进阅读、平等服务、包容与民主为辅助范

畴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且对应论述了图书馆的价值

在于满足公众的文化权利。 程焕文［１１］ 提出图书馆

的价值主要包括资源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信

息资源、空间资源、文化资源是图书馆资源价值的

基本要素，自由与平等是图书馆社会价值的根本。
熊伟［１２］反思、批判和预测图书馆的社会运动形态，
从价值立场转移、时代思维特征、民族思维差异和

主导价值类型等视角揭示图书馆社会价值学术思

想演变的历史线索。
公共图书馆价值研究经过初探、反思和拓展

几个阶段，公共图书馆价值逐步得到彰显与确立

（见表 １）。

表 １　 公共图书馆价值研究的变迁

研究阶段 时间 研究重点

初探时期

理论初步探索 １９８４—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 作为基础理论的自发研究，观点零星

第一次冲击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 辨清价值与经济营利的关系

第二次冲击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２１ 世纪初期 以价值论应对非理性的图书馆消亡论

反思时期

两次冲击下的反思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２００３ 年 价值研究作为基础理论研究逐渐受到重视

研究重点转变 ２００４ 年会—２００７ 峰会与年会
从单一的价值研究向核心价值导向下的价

值研究的转变

拓展时期

价值的理论研究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
核心价值导向下的价值拓展，观点激烈

争论

价值的实践检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 在图书馆实践中得到检验与传播

价值的初步确立 ２０１２ 年至今
公共图书馆价值纳入立法支撑研究成果，

价值逐步得到认可与接受

３　 公共图书馆价值的确立

在图书馆价值研究逐步开展的同时，图书馆

领域的立法研究也展开了。 ２００８ 年《公共图书馆

法》立法工作正式启动，公共图书馆价值的实现

被纳入公共图书馆立法支撑研究之中［１３］ 。 公共

图书馆价值理念是确立公共图书馆职能的重要

价值导向［１４］ ，未来的《公共图书馆法》将起到保

障与促进图书馆价值实现［１５］ ，拓展公共图书馆职

能的作用。

３ １　 制度保障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实际上是作为一种

社会制度而产生和存在的，图书馆制度研究，是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研究过

程中，学者们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图

书馆的价值在于其作为一项社会制度保障了公民

的权利。 程焕文、周旭毓［１６］ 认为图书馆精神包括

人人享有平等、自由、免费利用图书馆的权利，而图

书馆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保障这样的权利。 蒋永

福［１７］认为公共图书馆以尊重和维护公民的文化权

利为基本宗旨，维护社会成员的文化权利是公共图

书馆价值的体现。 杨玉麟、姜利华［１８］ 认为图书馆

是保障信息公平和实现知识自由的制度设计，保障

信息公平与知识自由也是图书馆价值的重要体现。
吴建中［１９］结合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现实，阐明

了图书馆的使命之一是实现社会公平包容，认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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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性价值是公共图书馆价值的体现。 任贵生、李一

军［２０］认为图书馆作为社会信息中心，其价值体现

在保障民众信息权利，缩小数字鸿沟。 王晓燕［２１］

认为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价

值体现在保障民众获得均等的文化服务。 李丹、申
晓娟［２２］认为，图书馆作为社会公益组织，其价值体

现在保障民众获取免费的公益性服务和对弱势群

体的包容上。

３ ２　 信息中心

公共图书馆是现代社会的信息中心，其价值

在于所保存的丰富的信息资源与提供信息资源交

流的信息服务。
公共图书馆所包含的信息资源种类多样，大

致可以分为图书、电子资源、期刊报纸、古籍文献

等。 它们所承载的价值正是信息资源价值的体现。
程焕文在博客中写到“唯书是药，可以医人之愚，家
之愚，国之愚”［２３］ ，概括了图书文献的教育价值。
杨文祥［２４］在《信息资源价值论》中详尽探讨了信息

资源价值与人类文明的关系，阐释了信息资源的精

神心理价值、社会实践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 公共

图书馆信息中心价值以信息资源的价值为基础，其
所拥有的数量巨大的信息资源正作为一种战略资

源推动着社会发展进步。
与此同时，图书馆在信息化趋势下开始用数

字化的方式进行信息与知识的服务，数字图书馆创

新的信息服务方式，突破了图书馆服务的时空限

制，拓展了信息中心价值的时空维度，是图书馆信

息资源中心价值的重要体现。 马恒通［２５］ 认为“传
播知识，造福人类”是图书馆的价值，图书馆以其

丰富的、优良的知识资源为基础，并提供传播知

识资源的渠道与制度保障，使其核心价值得以实

现。 都蓝、司莉［２６］ 从图书馆价值的角度审视了维

基百科，认为在新的网络时代中，图书馆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提供信息服务方面。 杨丰全、周凤

飞、任静等［２７］ 从图书馆价值演变入手，结合图书

馆 ２ ０ 特点，提出“草根时代”图书馆的价值在于

提供参与式服务。

３ ３　 经济促进

公共图书馆经济价值的研究主要包括显性的

价值评估与隐性的探索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

联关系。
公共图书馆的价值评估内容很广泛，经济价值

评估是主流。 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学者们积极引入

发达国家关于公共图书馆价值评估的理论与实践。
钱佳平、刘兹恒［２８］ 介绍了国外基于投资回报的图

书馆价值研究的现状，认为图书馆价值研究需要建

立图书馆总投入和总产出效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并
认为以条件价值评估为核心的经济学概念与模型

的移植应用，更贴近图书馆绩效评估的内核。 随着

研究的深入，在借鉴国外先进方法与理念的基础

上，学者们开始结合我国国情开展图书馆价值评估

的本土化研究。 李超平、叶斌［２９］ 在对杭州图书馆

经济价值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条件价值法和消费

者剩余法的运用进行了研究，同时对影响图书馆经

济价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一些评估方法相继被

引入，如：成本效益分析法、经济影响分析法、投资

回报率（ＲＯＩ）分析法等经济学方法，绩效价值评

估、成效价值评估、乘效价值评估、消费者剩余法、
意愿支付法、时间成本法等公共物品评价方法，条
件价值评估法（ＣＶＭ）、用户调查方法、ＳＷＯＴ 分析

方法等社会学方法。
图书馆产生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并且推动着社

会发展，现代图书馆自产生以来就与国家经济发展

密切相关，图书馆事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

用是其经济价值的隐性体现。 胡昌平、罗贤春通过

公共图书馆的相关构成要素与国民经济的关联分

析，认为公共图书馆事业与国民经济呈协同发展趋

势［３０］ ；罗贤春［３１］在数据分析基础上构建了图书情

报事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模型。 王林［３２］ 认为公

共图书馆总支出和投入基数偏低，罗贤春、姚明以

广西为例对公共图书馆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进

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公共图书馆事业滞后于区域经

济发展的结论［３３］ 。 ２００５ 年，黄长著［３４］ 主持的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献信息与综合国力消长研

究》获批，在其结题专著中系统论述了以图书情报

事业为核心的文献信息软实力与以国民经济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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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综合国力间的相关关系，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图

书情报事业的战略构想。

３ ４　 空间拓展

在兰开斯特的预言中，电子图书与数字图书

馆的出现与普及已经实现，但是图书馆却没有消

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忽视了公共图书馆的空

间拓展价值。 公共图书馆诞生之初作为图书贮

存空间和图书阅览空间就具有空间价值，随着社

会文明的发展，图书馆开始突破原有的空间领域，
发挥了“第三空间”的价值，具有开放、自由、共享的

特质［３５］ 。
在 ２００９ 年第 ７５ 届国际图联卫星会议上，“作

为第三空间的公共图书馆”作为分主题出现，部分

北欧国家在阐释图书馆第三空间的基础上构建了

四维空间模式，认为公共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包括

基于激励的灵感空间、基于探索的学习空间、基于

共享的会议空间、基于创造的表演空间四部分。 吴

建中［３６］在 ２０１２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上做了题为《新
常态 新指标 新方向》的主旨报告，以英国伦敦“概
念店”在危机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成功故事为引子，
指出今后要更加注重图书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

价值。 肖希明［３７］论述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图书

馆具有平等性、公益性、开放性、人文性等文化特

质，充分发挥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需
要重视图书馆作为“场所”的作用。

３ ５　 文化象征

图书馆作为一个城市文化象征的地位已经确

立，其文化象征价值成为一个城市乃至国家发展

重要的软实力。 刘兹恒、高丹［３８］ 以《人民日报》
１９４９—２００６ 年间关于图书馆的报导为依据，归纳

近 ６０ 年来我国权威新闻媒体对图书馆关注的主

题及其变化，认为图书馆总体上属于正面而积极

的形象。 图书馆已成为民众共同的文化心理，一
代代文化大家的图书馆工作背景被人们挖起并

广泛流传，图书馆在影视作品上也频频亮相并展

现其文化象征价值。
一个有文化积淀的城市才是有魅力、有底蕴、

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城市，而今天的城市正在以远离

多样性、差异性和历史文化特色的方式迅速失去记

忆，不仅在物质形态上丧失了对真实历史的记录功

能，也使得城市居住者丧失了对城市历史的记忆和

认知。 城市本身不可能有自觉的记忆，它需要我们

主动地去保护［３９］ 。 图书馆贯穿城市的发展史，承
载着城市的记忆与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收藏者、传
承者与传播者。 作为城市记忆的存储器，图书馆系

统地收集、整理、保存、展示、传播那些记载着城市

变迁历程与城市文明的成果，是城市历史的见证

者，是城市发展的脉络，城市文明的载体和城市精

神的积聚地［４０］ 。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公共图书

馆通过全面搜集、组织、开发、传播文献信息，全程

记录和承载了城市的记忆，在保存文化遗产与民族

记忆的职能之上，公共图书馆成为城市记忆的记录

者和保护者。
公共图书馆的五种价值集中反映了图书馆的

价值，而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宏观角色定位和功能划

分也基本上由这五方面确立（见表 ２）。

４　 公共图书馆价值在实践中的检验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国内图书馆界发生了很多

事件，一度将图书馆推上了风口浪尖，但随着问题

的解决和图书馆事业在新世纪的快速发展，也使得

图书馆更为社会所认可，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在实践

中得以检验并逐步为社会所接受。
（１）对公共图书馆收费问题的探讨和结论

公共图书馆收费是因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国

家“以文养文”的政策下［４１］ ，不得己而为之。 进入

新世纪，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开始意

识到此事的弊端，收费对于公众获取信息、文化传

播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

舆论也普遍指责公共图书馆收费问题，图书馆一时

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学界和业界也开始对此问

题进行反思，认为确立图书馆免费服务原则，既是

图书馆公共责任的价值导向，也是民众对图书馆责

任的价值诉求，体现的是图书馆人应尽的一份对职

业的担当与社会责任［４２］ 。 经过的几年的调整，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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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公共图书馆价值

价值定位 价值描述 代表观点

制度保障
作为一项社会制度保障了公民的权

益，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①保障民众的图书馆权利

②保障文化权利，均等化服务

③公益性服务，实现社会包容

④维护信息平等，消除数字鸿沟

信息中心

搜集、保存、组织、开发丰富的信息

资源；

提供信息资源交流的信息服务。

①文献的情报价值

②文献的教育价值

③信息资源的战略价值

④信息再组织的隐性价值

⑤创新提升信息服务水平

经济促进
价值评估的显性展现；

事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隐性展现。

①图书馆经济价值体现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上

②图书情报事业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是软实力的重要

体现

③图书情报事业对国民经济起到推动作用，推动作用不

会自发显现，需要图书情报事业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空间拓展
为与信息资源相关的活动提供必要的

场所。

①文献信息保存空间

②文献信息阅读空间

③第三空间：包括休闲空间、文化交流空间、灵感空间、学

习空间、会议空间、表演空间等与发挥信息资源作用相关

的空间场所

文化象征
保存代表文化记忆的文献记录，是国

家与民族文化发展的象征。

①文献记录的文化价值

②图书馆建筑的文化传承价值

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

④历史文献与古籍的文物价值

⑤口口相传的关于图书馆传奇故事的文化心理价值

图书馆逐渐减少或取消大部分收费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公
布，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公共图书馆全面实现免

费开放。 公共图书馆的收费问题从提出到开始实

施，从舆论指责到反思，从整改到完全解决，这一过

程中正是彰显了公共图书馆的价值。 公共图书馆

的收费问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初始阶段实

施的，由于对公共图书馆价值认识存在偏差，与其

他很多机构一样出现了产业化经营的趋向，以至于

爆发了多次关于公共图书馆收费问题的社会事件，
受到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与社会舆论的强烈谴

责。 之后，公共图书馆的管理者与研究者们开始反

思，通过制定区域法规条例与馆内规章制度限制

“乱收费”行为，将出租的馆舍收回并大力拓展馆

舍公共服务面积，逐渐减少图书借阅所需的费用与

查阅古籍等特殊文献的收费标准。 终于，在国家财

政支持与图书馆从业者、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与呼吁

下，公共图书馆迈入免费时代，全面彰显了公共图

书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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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于读者身份的讨论

在图书馆发展的特殊时期，由于资源所限，不
同的图书只对不同的读者开放，这一做法曾经持续

过一段时间。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信息的需求日益

提高，有人对图书馆区分读者身份的做法提出质

疑，认为它阻碍了民众平等获取信息的权利。 同

时，关于信息平等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认为公共图书馆制度通过保障人们实现信息能力

平等这一实现信息平等的基本条件，从而推进信息

公平［４３］ 。 公共图书馆的设立本身就是民众平等获

取信息的制度安排，它维护了民众的图书馆权利。
作为社会信息中心向民众无偿提供文献信息，作为

公共空间弥补了信息空间的虚拟性，均是其公益性

的表现，有效地保障了民众的信息平等，遏制了信

息垄断的发生与信息鸿沟的扩大。 而其经济促进

价值虽然是在与国民经济的交互过程中实现的，以
增强国家文化软势力为目标的，但是这必须通过提

升人的价值来实现，民众可以平等公平地获取信

息，将提升其个人价值，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

软实力的提升。 此外，公共图书馆的馆藏具有文化

价值，保障民众平等地获取馆藏也是保障民众文化

权利的重要体现。 在实践上，各地公共图书馆采取

开放政策，逐渐取消了对读者身份的限制。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杭州图书馆允许乞丐和拾荒者入馆阅读一事

因微博转发而红遍网络，在面对部分读者的要求

时，杭州图书馆主动展现了其作为制度保障的价值

所在，不加任何歧视向一切人开放，体现了社会包

容，充分保障了弱势群体权利。 同时也彰显了图书

馆的空间拓展价值：这里不只是阅读空间，同时也

是休闲空间、交流空间，可以为任何群体提供一个

歇脚的地方，即使你不识字。 之后，杭州图书馆借

助微博事件的影响宣传了自身先进的服务理念，吸
引了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

５　 结语

公共图书馆价值的探索走过了近 ３０ 年的历

程，理论探索的道路或曲折或平坦，实践检验的过

程或平和或激烈。 最终，公共图书馆的五种价值逐

步显现，集中反映了图书馆的价值，图书馆在社会

中的宏观角色定位和功能划分也基本上反映在这

五个方面。 公共图书馆价值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彰显图书馆价值的、覆盖图书

馆系统的、全面而完善的图书馆法将出现，并将推

动中国图书馆事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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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早期留美图书馆学人———徐燮元

徐燮元，上海嘉定人，１９１４ 年 ６ 月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该校图书馆馆长。 任职期间建成新馆，
“一切设施，至是大备”，开架阅览，“教员学生可随意观览”。 １９１６ 年秋，徐赴美入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
１９１７ 年夏肄业回国复任馆长，“对于管理上及组织上，大加整顿”。 因染肺病，于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辞职，赴庐山

休养。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他受南开大学的聘请，担任该校图书馆主任，对该馆“竭力整顿”。 因肺病复发，于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去世，年仅三十二岁（据《徐燮元君小史》，见《约翰年刊》１９２３ 年版 ３６５ 页；黄维廉撰《约

翰大学图书馆沿革史》，见《约翰声》１９２４ 年第 ３５ 卷第 ２ 号中文版 １４６－１４７ 页和英文版 ６３－６４ 页；王文山撰

《南开大学图书馆》，见《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南开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 ２９２ 页）。 徐燮元的

留学时间仅晚于沈祖荣（１９１４），而早于胡庆生和戴志骞（１９１７），他就读的学校与沈、胡相同，但没有拿到毕

业文凭，中途退出（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１９１１－１９２３ 的“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ｎｔｓ”部分）。 徐燮元曾为圣约翰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图书馆早期发展做出过贡献。

（顾烨青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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