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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皮高品先生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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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乍暖还寒的早春季节, 从北国冰城哈

尔滨传来消息——一代宗师, 武汉大学终身

教授皮高品先生于 1998 年 3 月 1 日 20 时 30

分辞世, 享年 98 岁。

噩耗传来, 令人悲痛万分。先生的弟子们

闻讯后, 自动汇集一堂, 缅怀先生的一生, 寄

托哀思。

1　出身贫寒, 举债读书

先生字鹤楼, 1900 年 10 月 31 日 (农历

重阳节) 生于湖北省嘉鱼县一个贫苦的百姓

家庭。自幼聪颖好学, 为此, 家中不惜举债供

其读书。他勤奋苦读, 终于 1921 年考入武昌

文华大学, 攻读文科及图书科。1925 年毕业,

获文学学士学位。每念及此, 先生感慨良多,

即使到了老年, 仍孜孜不忘父母此恩此德。在

他 1989 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名著名家评介》

一书的首页“献辞”中, 先生深情地写道:“本

书献给我的父母, 要不是他们尤其是我的母

亲坚持借债让我学完大学文科和图书科各门

课程, 我不可能写出这本初稿的书”。先生工

作后, 用了 8 年时间才以自己的薪俸偿清求

学时的债务。先生一生勤俭过人, 无任何不良

嗜好, 即使身为馆长、教授, 也衣着朴素, 举食

简单。然待父母至孝, 待弟妹情深。因家贫父

母再无力供弟、妹读书, 先生为对弟妹爱莫能

助而深为愧疚, 所以, 此后对他们多有支持,

而刻苦自己。

解放后, 常有一种偏见, 总以为解放前读

得起大学的, 必为富豪之家。所以每有运动,

于先生出身常有疑问, 难以理解, 先生竟出身

贫寒之家!而先生一生亦坚持劳动人民本色,

以示不忘根本。

2　勤奋工作, 不倦诲人

大学毕业后, 先后就职于南开大学、济南

齐鲁大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

学校图书馆, 任主任或馆长, 燕京大学中文编

目部主任及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浙江大学、

英士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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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从事 图书馆工作时, 兢兢业业, 一

丝不苟, 屡有建树。早在南开大学任图书馆主

任期间, 深感用美国《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

分中文图书很不适合, 便下决心自编一本适

合中国图书馆用的分类法, 经过多年的努力,

终在 1934 年完成了《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

引》。先后被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

馆等采用, 直至解放初期。在任武汉大学图书

馆主任期间, 使该馆本来十分混乱的图书, 不

到两年即重新整理一过, 条分缕析, 极其规

范, 给全校师生查阅带来极大方便, 倍受当时

周鲠生校长的赞许。尤其是先生主编的《武汉

大学图书馆馆藏方志目录》, 至今仍不失为方

志目录名篇。

先生学贯中西, 还先后担当过英文教员、

哲学和逻辑学教授。所教时间最长的还是图

书馆学领域中的图书馆分类和中国图书史。

这两门学科, 在我国图书馆学界有极为深刻

和广泛的影响。受他教诲的学生成百成千, 遍

布海内外, 说他“桃李满天下”, 毫不为过。先

生诲人不倦, 对学生要求严格也是非常出名

的, 所以也深受学生尊敬。

3　紧跟时代, 不断进取

早在 30 年代, 先生就以他的名著——

《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名扬海内外, 被称

为“皮氏分类法”。这部分类法是以十年之功,

独立完成。这部分类法一完成, 即被他的母校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出版, 并且

立即为一些著名的图书馆所采用, 克服了当

时国内图书馆界引进的美国《杜威十进分类

法》不适应我国文化传统和藏书情况的弊端。

“皮氏分类法”这一部根据我国国情和图书馆

藏书实际而制订的分类法, 是当年少数有影

响的分类法之一。特别是有英文对照和索引,

使用起来更为方便。当然,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

制, 就这部分类法的体系、类目设置和类名

等, 并不完全适合于今天的需要, 这是我们无

法苛求于前人的, 但他的筚路蓝缕之功, 当时

的成就和影响, 当是肯定的。即使已经过去了

60 多年, 至今许多图书馆学者和分类法专家

在撰文著书时, 还不时引用此书的观点和材

料。尤其是先生本身, 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

就, 不断进取, 不断修正自己, 在图书分类法

领域中, 不断扩充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建树颇

丰, 先后发表了 30 余篇论文, 结集为《图书分

类法评论选集》, 颇有影响。

早在解放初期, 他受聘回母校从事图书

分类法教学。当时百废待兴, 甚至连一本可供

参考的教材也无法找到。在这种情况下, 先生

感到要搞好解放后的图书分类法教学, 必须

先加强自身的政治学习, 提高理论水平, 自觉

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于是先生结合自

己的教学, 先后重点研读了恩格斯《反杜林

论》、《自然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

风》等有关论述, 建立了比较充实的理论基础

和指导思想。当 1953 年院系调整来武大后,

便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讲稿和撰写大

批学术论文, 对我国图书分类法提出了许多

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坚持图书分类法的基本

序列, 必须建立在恩格斯关于科学分类和毛

主席关于知识分类的理论基础之上, 于是, 他

提出图书分类法的序列为: 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四大部类。他说:“我所

发表的有关图书分类法的文章, 都在维护这

个观点的正确性。”

4　融会古今, 泽披后学

在教授“图书分类法”之外, 先生担任的

另一主要课程是“中国图书史”。

解放初期,《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说读

者在图书馆查找资料, 要花去工作时间的三

分之一, 甚至一半的时间。由此先生想到“这

是一个具体实际的问题, 一个间接影响社会

主义建设速度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的原

因, 除了“图书还没有整理好, 这固然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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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不知书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他认为

“图书馆的崇高使命要求图书馆工作者尽可

能知道图书, 尤其历代具有反映时代精神的

图书”。为此, 他毅然担负起“中国图书史”的

教学。并且和北京大学刘国钧教授相约, 各写

一本《中国图书史》, 来填补当时这一领域的

空白。这样先生便首先于 1956 年完成了《中

国图书史讲义》, 以后于 1962 年、1964 年增

订印刷许多次, 1986 年更名《中国图书史

纲》, 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

关于这本讲义, 查启森曾在《中国书史研

究纵览》(载《图书情报知识》1983 年第 4 期)

一文中作过如下评述:“这本讲义, 在书史领

域中皮先生是第一个试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第

一部书史的系统著作。比起以往的书史著作

来, 这本讲义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

突破, 甚至在结构和体系上, 为以后所产生的

书史著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很多以后的著

作, 在体例上接受了它的模式, 在观点和材料

上也受到它的影响。”“皮先生在这本讲义中

有许多创见, 特别是在 1964 年的印本中, 还

系统地提出了他的书史分期理论。他是首先

提出按照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给中国书史的

发展进行分期的。”

为了扩大学生视野和增进图书馆工作者

的图书知识, 先生花了大量的精力, 完成了

80 万字的力作——《中国历代名著名家评

介》, 因故推迟到 1989 年才正式出版。据说先

生生前曾将此稿寄某出版社, 不料某编辑先

生竟认为像这样一部囊括古今的名著名家的

评论, 非是一人之力所可完成的, 若是出版也

难以找到一位能审读全书的审稿人和编辑。

足见先生功力之深 , 学识之广博。先生逝世

后, 他的弟子以先生学术上的主要成就, 撰成

一幅挽联, 联曰:“皮氏分类法学贯中西问鼎

世界; 中国图书史融汇古今造惠后人。”

5　刚正不阿, 宁折不屈

先生一生秉性刚直, 疾恶如仇, 不阿权

贵。解放前 20 多年里, 他先后辗转于许多地

方, 且都有较好的职位, 但在每个地方都呆得

不长。原因是由于先生正直的个性, 不愿屈从

当权者, 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 所以, 毅然不

顾失业的危险, 义无反顾地离去。即使在解放

以后, 对于错误的领导者也从不屈就, 该批评

的直言批评, 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甚至在

“文化大革命”中, 虽然强加给他许多莫须有

罪名, 横遭贬辱, 先生仍不畏强暴与之抗争,

就是在蹲牛棚、“劳改”之中, 依然不屈不挠,

矢志不改。在先生的信念中, 始终坚持对党、

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及邓小平理论的热爱, 以及对真理的执著追

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虽然先

生已步入耄耋之年, 国家的兴盛, 社会的安

宁, 事业的发展, 使他异常兴奋, 依然笔耕不

辍, 在各地刊物上发表论文, 出版专著, 阐发

自己的观点。1996 年当皮先生 96 岁高龄时,

还发表了《论市场经济体制下图书馆的改革》

一文, 成为绝唱。逝世前不久, 还先后接受黑

龙江《图书馆建设》杂志和《中国文化报》的采

访, 坦露心声, 念念不忘图书馆事业, 表示有

生之年, 还要发挥余热, 多作贡献。我们这些

学子, 还在计划着为先生筹备期颐之庆。可是

天不假年, 先生长去了。

呜呼! 痛哉! 痛惜我们失去了可敬的恩

师!痛惜我国图书馆界失去一位巨擘, 蒙受了

很大的损失!

黄宗忠　查启森　李美爱　武汉大学图书情学

院教授。通讯地址: 武汉市。邮编 430072。

(来稿时间: 1998. 3. 17。编发者: 徐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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