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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洪范五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顾建新　 田　 芳　 石　 磊

摘　 要　 洪范五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我国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 本文

在调研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介绍洪范五的生平，并从图书馆组织和管理、分类研究和文献交流等方面阐述他的图

书馆学思想，从新建东南大学馆舍和扩建清华大学馆舍，充实藏书、编制目录，重视开放和服务，制定规章制度等

方面总结他的图书馆实践活动，从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提携后学、投身社会活动等方面论述他对推动中国现代

图书馆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 参考文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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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有丰，字范五，１８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清光

绪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万

安镇桑园村，祖籍安徽省绩溪县①。
洪范五在歙县崇一学堂学习时，与陶行知、

姚文采、朱家治等为同学。 １９１０—１９１６ 年在南

京金陵大学攻读文科，就学期间担任图书馆的

学生助理，毕业后获文学士，先后受聘为金陵大

学图书馆助理、副馆长，曾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

校图书管理一职。 １９１９ 年，经金陵大学图书馆

馆长克乃文教授推荐，洪范五自费到美国纽约

州立图书馆学校留学，在此期间在华盛顿国会

图书馆任中文临时编目员。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洪范五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

位回国，被聘为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图书部主

任（馆长），后曾两次任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馆

长，两次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０８３

①

通讯作者：顾建新，Ｅｍａｉｌ： ｇｕｊｘ＠ ｓｅｕ ｅｄｕ ｃｎ
根据户籍和档案资料———南京市档案馆复制洪范五户籍档案，以及上海市档案馆复制的“干部简历表”，确

认洪范五出生日期应为公历 １８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农历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五日），不是文献通常记载的 １０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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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任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图书

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洪范五

先生在这些学校的建设中，艰苦创业，呕心沥

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绩斐然，贡献卓绝。
直至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 ２７ 日于上海辞世，他一直工作

在图书馆，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

事业。
刘国钧在《图书馆》杂志 １９６３ 年第一期《敬

悼洪范五先生》一文中写道：“洪先生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我国新图书馆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之一，
是我国开始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图书馆学时期的

有数的先驱者之一。”袁同礼在《洪范五先生事

略》一文中也说，“先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拓荒

者，实务与理论并重” ［１］ 。 先生逝世后，上海和台

湾的有关学校都进行了吊唁，“国立中央大学”校

友会以此联概括先生：“是图书馆拓荒者，旷代宗

师启后学；亦教育界先导人，满园桃李泣春风” ①。

１　 倡导图书馆事业，理论先行

１ １　 图书馆组织和管理思想

洪范五很早就注意到图书馆制度建设对于

图书馆业务之发展、效率之增进的重要性。 他

认为“图书馆管理，为馆务最重要之部分”。 他

在东南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讲授图书馆学课

程的基础上，编撰《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一书，于
１９２６ 年 ８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１９３３ 年、
１９３５ 年两次重印。 一部受众面较窄的学术著作

在短短的几年内再版重印，充分说明了它的学

术地位和影响力。
该书共分为十六章，前四章为“图书馆之意

义”、“图书馆与教育之关系”、“图书馆沿革”、
“图书馆之种类”，对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做初

步介绍。 后十二章全面阐述了图书馆建设、日
常管理和业务工作等内容。 “该书为著者本着

自己学识经验之创作，而非翻译以成书，故议论

记载比较能有真实之见解；立论务求翔实，列举

图书馆组织与管理真切应用之方法，弃短求长，
颇能详尽；对于整理中国图书馆之种种问题，叙
述尤特殊注重；不墨守旧法亦不矜炫新奇，务采

公正审慎之批评态度；编中插图表甚多，使读者

有所验证，对于各项事实方法，易独明了之观

察。” ［２］ 在“创设与经费”一章，对创办总费用中

的建筑费、设备费、图书费、事务费，对运行费中

的图书、期刊、薪酬、其它等所占的比例做了科

学分配，并指出“建筑除内部由图书家支配外，
其方法则非建筑家莫属”；在“建筑与设备”一章

提出“先从内部之配合然后及于外部”等，对现

在图书馆建设和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在图书馆组织结构方面，洪范五主张图书

馆应根据其服务范围之大小、业务之繁重、人数

之多寡分设各股。 大图书馆宜分为十股（事务

部、文牍部、会计部、推广部、装订部、参考部、典
藏部、出纳部、编目部、购置部） ［３］６３ ，小图书馆可

根据部门事务性质的相似性，兼并组合，从简为

宜。 但他也因地制宜，改弦更张，根据各馆的业

务职能对各股进行分合调整。 如 ２０ 年代末在清

华大学图书馆期间，他将原有馆内组织合并为

三股，即编纂股、总务股和参考股。 ３０ 年代任国

立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时，将图书馆内部组织

设为八股，即总务股、采访股、中文编目股、西文

编目股、典藏股、阅览股、参考股、期刊股。 又为

“使各院教授学生阅览便利起见，设分院图书

室，各设管理员一人” ［４］ 。
洪范五认为，由于我国图书馆还处于萌芽

时期，内无经验可循，外习欧美不宜，应设立行

政会议，集馆员之经验，改进图书馆服务之效

果。 图书馆还应设立图书馆委员会，以协助选

购图书、辅助馆务［３］６５ 。 这种纵向层层负责、横
向相互配合的组织架构，使图书馆既能享有一

定的行政权力，又可以得到学校及社会人士的

参与和支持。 洪先生在当时能提出这样一个科

学合理的图书馆组织架构，着实令人佩服。
刘国钧曾评价《图书馆组织与管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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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用自洪范五家属捐赠物品———挽联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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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图书馆学的翻版，而是从我国图书馆实际

出发，结合现代图书馆要求而写出的一部方法

指导书。” ［５］ 蒋永福《图书馆学通论》评价“该书

是第一本总结中国图书馆工作经验及教授心得

写成的专著，是我国应用图书馆学、实用图书馆

学理论的系统奠基之作。” ［６］ 范并思对此书有更

详尽的评价，认为该书的出版，是在图书馆学本

土化方面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代表了

当时我国图书馆管理研究的最高水平［７］ 。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洪范五在第一次全国高等学

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图书分散

使用与集中图书管理问题》的报告。 他认为由

于一所学校的图书来源复杂，或由图书馆、院

系、个别教师订购，或来自外界赠送与交换，图
书馆难以掌握学校准确的藏书情况。 因此，图
书应由图书馆集中管理，在图书馆统一规划指

导下，建立一个较好的出纳和阅览制度。 图书

管理上应集中，使用上应分散，要做到图书的分

散使用，只有设立分馆或系阅览室，在集中管理

下，有计划有系统地将图书分散到可以发挥作

用的地点。 这个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至今仍有许多图书馆实行这样的管理方式。

１ ２　 洪有丰氏图书分类法

关于图书的分类，洪范五认为，“分类之意

义，即于各种图书中，辨其性质，分其异而类其

同也。 图书之分类，对于读者与管理者，双方咸

有甚大之利益。 岂徒因袭成法而已哉！”因而在

中文书籍的分类上，他积极进行了改革，其分类

法“不愿为极端之主张”，即完全摈斥传统四部

分类，也不过度地增加类目，即由四部、五部分

类，扩张为十几、二十几部类，这样“但凭理想所

及，轻事更张，实事必多阻碍” ［３］１ 。 １９２６ 年，他
在《图书馆学季刊》发表文章介绍美国克特氏的

展开分类法（ Ｅｘｐａｎｓｉｖ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 Ｃ ），并
将 Ｅ Ｃ 与杜威十进分类法（ Ｄｅｃｉｍ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Ｄ Ｃ ）相比较，认为克氏分类法纲目清晰，
符号明了，但各类详略不能均等，无详细之索

引。 而杜氏分类法，用数目表示纲目，也易明易

记，且索引详备，是美国推行最广的分类法，最
重要之处在于，它“适用于二十五万本以内之图

书馆”， 则更为适合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

分类。
本着继承中文旧籍分类的优点，如不拆“经

部”以容纳大量古籍，以及吸收西方分类法“简

明、概括、有伸缩性” 的优点，他在 １９２４ 年编订

的《孟芳图书馆书目》和 １９２６ 年发行的《洪有丰

氏图书分类法》 中， 将新旧典籍统分为： 丛

（０００）、 经 （ １００ ）、 史 地 （ ２００ ）、 哲 学 及 宗 教

（３００）、文学（ ４００）、社会科学（ ５００）、自然科学

（６００）、应用科学（７００）、艺术（８００）九大类。 丛

类与杜威分类法的总类相似，图书馆学、目录

学、类书、丛书、杂志、报章等均编入其中。 经类

与四部分类法大体相同，只是将乐类改编入艺

术类。 史地类按照国籍与朝代类分，并专设中

国历史（２２０）、中国地理（２５０）子目，以容纳庞大

的历史古籍，加大了中国书籍在杜威分类法中

的比重。 宗教与哲学关系密切，故合并为一类。
该法前五类的划分，脱胎于传统四部分类，又有

所改进，后四类来源于杜氏分类法，在细目上对

于不适于中文图书的，又有所删改，整部分类法

对于新旧中文书都能很好地容纳。
１９２８—１９３１ 年，洪范五第一次执掌清华大

学图书馆，该馆中文藏书尤其是古籍已大为增

加，为使 “检阅收事半功倍之效，不致虚费时

间” ［８］ ，他积极鼓励施廷镛改革该馆的中、日文

图书分类法，即按照 “ 甲 （ 总类）、乙 （ 哲学宗

教）、丙（自然科学）、丁（应用科学）、午（社会科

学）、己（史地类）、庚（语文类）、辛（艺术类）”八

大类，八千小类编制书目。 八大类法将《洪有丰

氏图书分类法》中的从部（０００）和经部（１００）合

为“甲（总类）”，是在洪氏九分法基础上的进一

步融合，也是杜法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改革。

１ ３　 促进文献交流，提倡巡回流通和馆际互借

１９２３ 年，洪范五在《新教育》杂志六卷一期

发表《东南大学图书馆述要》一文，即提出应设

立巡回图书，“就地方之需要择送相当之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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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轮换，以为教育之辅助”，并“拟从学校入

手，渐推及于各团体。”他还提出建立“借书推广

部”，以加强各学校图书馆之间的联系与协作，
广泛利用各自图书馆所藏资料。 他认为，“书籍

浩如烟海，难言完备。 拟联络各处图书馆，互

相转借，以资流通。” ［３］３６但是，由于民国时期政

治、经济等多种原因，馆际互借工作的开展仅

局限于一定地域范围内，最终没有形成全国性

的规模。 ３０ 年代初洪范五任清华大学图书馆

馆长期间，实行过馆际代借制度，总计一年代

借之书，不下三百六十余种［９］ ，这只是馆际互借

制度的雏形。
解放后，洪范五依旧重视图书馆的馆际互

借工作。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副馆长的洪范五向上海市高等教育局提出建

议，在全市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之

间开展馆际互借，促进高校藏书在各校图书馆

之间的交流与利用。 此建议被采纳，从 １９５６ 年

开始，华东师大逐步与全国各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机构建立图书资料的交流互借关系。 根据档

案记载，到 １９５９ 年，华东师大图书馆已经与国内

７２ 家图书馆建立了馆际互借关系，可以通过北

京图书馆向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借书，当年向

５１ 个图书馆借出 １，５９８ 册图书，同时从 ４２ 个图

书馆借入 １，７６２ 册图书［１０］ 。
开展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要以详细的馆藏

目录为前提，１９５７ 年底，洪范五受教育部委托，
负责主编《全国四十七所高等学校图书馆西文

期刊联合目录》。 他和黄维廉、何金铎等知名专

家商议拟定了统一编目的标准和版式，以及联

合目录的中、外文书名，并亲自承担一部分校对

工作，这是解放后全国第一本高校期刊联合

目录。

２　 构筑图书馆事业，重视实践

２ １　 建设馆舍，完善设备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的图书部条件较

差，在校东口字形房中占屋 １０ 间。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洪范五学成归国，正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充

为东南大学，即被聘为图书部主任兼图书馆学

术集要课程教授。 洪范五认为一所理想的大学

必须有设备完善的图书馆，校长郭秉文认同他

的理念。 但当时国库空虚，向政府和工商界呼

吁未果，学校只好通过募捐方式筹集资金，江苏

都督齐燮元赞助 １５ 万银圆，用于建筑图书馆馆

舍，购置配套设备，建馆经费得到解决。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 ４ 日新馆破土动工，一切建筑设计均由洪范

五会同美国建筑师帕斯卡尔主持，历时近两年，
于 １９２３ 年完工，１９２４ 年 ４ 月开放。 因齐燮元独

资建馆，用其父齐孟芳之名，命名为“孟芳图书

馆”。
新馆面积约 １，６００ 平方米，平面呈品字型，

钢筋混凝土结构，门廊采用爱奥尼柱、山花檐部

等西方古典样式，主立面取横三、纵三式，造型

严谨，线条考究，构图稳实，风格隽雅。 内设办

事室、图书室、阅报室、杂志室及陈列室等，一切

设备均力求适合现代图书馆之需要，时评“馆厦

新建，擘划精详，设备完善” ［１１］ 。 １９２５ 年，美国

著名图书馆学家鲍士伟博士来华访问时说：“用

最新办法办理图书馆事业，新式避火图书馆房

屋之建筑，现有二处，南京东南大学图书馆和北

京清华学校图书馆是也。” ［１２］ 李小缘评价说：
“惟今日国中之图书馆有建筑而防火者，当以清

华大学图书馆，南京之孟芳图书馆，上海之东方

图书馆。” ［１３］

１９２８ 年 ９ 月，洪范五前往北平出任清华大

学图书馆主任，该馆正拟扩建。 洪范五出任新

舍扩建的建筑工务委员会委员，他始终参加该

委员会关于工程问题的讨论，关注工程进展，及
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使扩建工程顺利

进行。 如为保持新书库内的光线，他提议新增

加 ３６ 个铁窗；书库原为两层，他建议书库建为

三层［１４］ 。

２ ２　 充实馆藏，保护藏书

洪范五极为重视图书文献的购置，他认为：
“传播文化，交换知识之媒介，厥赖书籍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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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１５］ 孟芳图书馆落成后，东南大学图书馆馆

舍条件显著改善，馆藏空间明显扩大。 但由于

书刊购置经费系由各系、科和学校提出预算，列
入学校支付计划，十分不均衡且不易到位，严重

影响了图书馆的发展。 为此，洪范五与诸同僚

不得不经常发起募捐以补不足。 在他的悉心管

理下，图书馆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轨，馆藏数量

也随之增多。 据相关文献统计，截至 １９２４ 年，孟
芳图书馆的馆藏量为：中文书籍 ２７，０２５ 册，东文

书籍 １９６ 册，西文书籍 ４，９２１ 册，农业专刊 ９，１１６
册，中文译本 ２，４１２ 册，西文杂志 ９５ 种，中文杂

志 １２１ 种。 一年后，馆藏文献又有所增加，中文

图书 ３６，０００ 册，西文图书 １２，０００ 册［１６］２４８ 。
１９３５ 年，洪范五重返南京任中央大学教授

兼图书馆馆长，精心筹划馆务，踏实推动图书馆

工作。 对于馆藏的补充更是不遗余力，如收购

善本与钞本图书，增订四百余种外国杂志，补齐

英、美、德、法各国重要期刊。 虽然学校当时在

精简各项费用，但对于图书馆增添图书期刊仍

然尽量拿出经费支持。 洪范五对购书经费的使

用做出明确规定，以保障经费的使用合理有效。
图书馆选购书籍分为两种，一是关于课程参考

书籍及专门学科图书，经教授选定介绍；另一种

是关于普通参考书及图书馆学专门书籍，由图

书馆选购。 截至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中央大学图书馆

馆藏中西文及日文图书期刊共计 ４０７，２０３ 册，其
中图书 １８６，６１７ 册，期刊 ２１８，７７８ 册，其它文献

１，８０８ 册［１６］２５２ 。 中文书中善本极多，西文书中亦

多较珍贵者，如收藏有法国十六世纪至十八世

纪之绘画（由散页装订成册），敦煌石室唐宋佛

像佛经（１９１４ 至 １９２４ 年间出版，六巨册，由散页

装成），英国古代建筑图样百余幅 （ １８２１ 年至

１８３８ 年原本拓成） ［１７］ 。
七七事变后，中央大学遭日寇轰炸，校长罗

家伦决定西迁人员、图书仪器及用具。 洪范五

临危受命，排除万难，带领同僚将全校图书搬运

至重庆，在松林坡头建成新馆，成为抗战期间后

方最完备的大学图书馆，保证了中央大学师生

教学所需的精神食粮。 １９４６ 年他又将全部图书

运返南京，重整图书馆，保证中央大学回迁后如

期开学。 罗家伦校长在为洪范五《图书馆学论

文集》所做序言中指出，往返搬运全校图书一

事，“此固有赖全校同人之努力，然范五先生艰

苦中维持之功，自亦不能不为表彰，因为这是他

对学术界实在的功劳，决不可湮灭。” ［１８］

２ ３　 公开参阅，改善服务

洪范五认为，“图书馆之设在罗列群书，供
众研究，以辅教育之不逮；不但学术得以日新，
文化亦因之而益进。 其有功于社会国家者诚非

浅鲜，然非如宋之尊经阁，清之文澜等阁，保而

藏之，秘而不宣者也；须公开任人参阅。” ［１９］ 为

保证新式的图书馆能为师生公众服务，他每到

一处图书馆，都要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借阅、预
约和阅览。 如在中央大学任职期间，制定《图书

馆阅书规则》、《报张阅览室规则》、《杂志阅览室

规则》、《图书馆借书规则》等图书馆管理章程；
在华东师范大学任职时，制定《图书采购登记组

暂行工作细则》、《教师职工借阅图书规则》、《学

生借阅图书规则》、《馆际互借图书暂行办法》
等［１０］ 。 他在中央大学制定的借书制度中规定学

生、教职员以及部分校外人士需分别办理不同

的借书证，对逾期不还者制定了合理、细致的处

罚规则。 还制定预定图书制度，若某书已为他

人借去，可先填写于取书单上，并注明住址，向
借书处预定，等该书归还，即按照预定者之先

后，通知预定者，限日来馆借取，过期即入藏。
这些有关于图书流通的规则与制度，除技术条

件不如今日，层次分块之详细、条理之清晰已与

今日图书馆日常管理无异。
为方便读者利用馆藏，编制条理清晰、简便

易检索的目录最为重要。 洪范五指出，一部完

整的图书馆目录应包括书名目录、著者目录、种
类目录、分析目录以及书架目录。 这种目录体

系便于知晓馆中有无此书，便于检索图书馆收

藏的某一作者的全部著作，便于研究某一问题

和事物， 便于知晓馆中已备书籍之种类书

目［３］１９３－１９４ 。 在 １９２３ 年的东南大学图书馆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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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目就有六种目录，除了著者目录、分类目

录、书名目录外，还有主题目录等。 中央大学时

期有著者目录、书名目录、分类目录、参见目录、
分析目录。 主题目录是东南大学图书馆的一项

传统，受其影响，东南大学外国教材中心直到 ８０
年代还在编主题目录，在教育部外国教材中心

的会议上，相关领导还要求东南大学的老师专

门介绍经验［２０］ 。

３　 发展图书馆事业，人才为要

３ １　 重视教育，培养人才

洪范五很早就意识到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

性，他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专业，图书馆工作人

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洪范五在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提出“中学及师

范应添设教学用图书方法课程” 的议案，获得

通过［２１］ 。
洪范五积极探索业余培训这一有效途径，

以更好地普及图书馆学知识，培养专业人才。
他身体力行，１９２３ 年在东南大学开办图书馆暑

期讲习班，自编讲义并担任主讲，为期一个月（７
月 １５ 日到 ８ 月 １５ 日），每日授课两小时，入学者

逾八十人，并在孟芳图书馆实习。 １９２４ 年夏，洪
范五又办一期暑期讲习班。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中华

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后，洪范五主持中华图

书馆协会之图书馆暑期学校及短期培训班事

宜，开设四门课程：图书馆学术辑要、学校图书

馆、儿童图书馆和分类法。 学员除课堂教学与

在馆实习外，还到校外图书馆参观。 考试成绩

由实验、课堂笔记及参观报告综合评定，成绩合

格者发放毕业证书［２２］ 。 １９２６ 年夏，洪范五又主

办了一期图书馆暑期学校，除亲自讲授图书馆

行政、图书选购法、学校图书馆、图书馆使用法

等课程，还请刘国钧、朱家治、王云五等讲授编

目法、检字法，毕业学员二十余人。 学员中何日

章后来任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馆长，黄警顽任

上海广智流通图书馆馆长。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洪范五曾在安徽省教育

厅工作，当时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是胡翼谋，他
早年留学日本，国学造诣很深，但不熟悉图书馆

学，洪范五即利用业余时间，向他介绍图书馆组

织管理，并培训馆里的工作人员，使安徽省立图

书馆很快走上正轨，成为全省楷模［２３］ 。

３ ２　 忠诚事业，提携后人

洪范五专业扎实、高瞻远瞩，又实事求是，
是一位优秀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图书馆事业从一而终、无
限忠诚。 他是一位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的领导，
一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图书馆员，一位谦逊

低调、真挚诚恳的良师益友。 前中央大学校长、
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对他的评价是“贞艰卫文

物，风义感朋侪”。 前句指洪范五在抗战时期对

事业的忠贞和对图书文物的保护，后句是指他

的做人风范、他的正义和情义。
１９４６ 年底，洪范五完成中央大学图书馆回

迁南京的艰苦工作，并投身于图书馆馆舍重整、
资料整理和开放工作。 期间他曾应台湾大学校

长陆志鸿和台湾省教育厅长许恪士之邀，赴台

湾讲学。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洪范五给其在台湾

工作的儿子洪余庆的信中说：“此间职务无法摆

脱，所谓临难而逃，君子所不取也。”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２ 日，洪先生给儿子的信中又说：“我一生清白无

负人之处，所以处之泰然，我信果报之说，所以

精神甚愉快，仍然以平常行事，这是我的人生

观。”解放后他调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最初

为业务指导，没有行政职务，作为一位 ６０ 岁的老

人，他搬书上架，亲力亲为，如此工作好些年。
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早在 １９１７ 年就

与洪范五先生相识，他在《敬悼洪范五先生》一

文中写道：“由于他的指引，我走上了图书馆学

这条路。”东南大学教育学系学生、曾任中央大

学总务长的胡家健，１９４８ 年后旅居香港，担任香

港中山图书馆董事、董事长长达 ２１ 年，他也深受

洪先生的感召和指引。 在洪先生诞辰 １００ 周年

之际，他虽已 ９０ 高龄，仍发文纪念洪范五，忆及

与胡适、洪范五聚会的情景［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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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廷镛多年追随洪范五在高校图书馆（东

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工作，他在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古籍整理、书目索引

的编纂以及版本的鉴别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 他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任中文图书编目主任

时，在洪范五的支持下，改进中文图书分类法，
并受命编纂《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

名索引》，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留下珍贵的文献资

料。 抗战胜利后，洪范五聘他至中央大学图书

馆负责中文编目业务。
朱家治自幼家境贫寒，以半工半读的方式

在金陵大学文科班学习，１９１９ 年洪范五出国，介
绍朱家治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兼职工

作，朱家治 １９２０ 年毕业后正式入馆工作。 洪范

五留学回国后担任东南大学图书馆主任，大力

改革，因朱家治的中西文都有较深的根底又熟

悉图书馆业务，成为洪范五的得力助手。
１９５２ 年全国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并入金陵

大学文、理学院，并将校址迁至金陵大学旧址，
施廷镛后来担任南京大学图书馆业务副馆长，
南京大学的工科和金陵大学等校的工科整合，
在中央大学旧址建立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
朱家治后来担任南京工学院图书馆业务副馆

长。 此外，洪范五指导帮助过的金平书、周宗

渭、曹祖杰等人，也相继担任南京地区部分高校

图书馆的馆长，各自在图书馆发展中发挥作用。

３ ３　 投身社会，影响巨大

１９２１ 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

由我国各教育机构联合组织的一个全国性的教

育学术团体，陶行知任总干事。 该社以调查教

育情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
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之初，就把图书馆教育列

为专门调查内容，陶行知委托洪范五展开学术

教育调查，委托沈祖荣开展图书馆教育调查。
改进社自 １９２２ 年第一届年会开始，便设立图书

馆教育组。 洪范五积极参加该会的活动，并与

戴志骞、沈祖荣、杜定友等加入该会的图书馆教

育组，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名誉上最高的图书

馆事业民间领导机构。 中华教育改进社先后于

１９２２ 年、１９２３ 年、１９２４ 年和 １９２５ 年举行了四次

重要的年会，洪范五均参与并提出图书馆事业

改进的议案，均获得通过，他在 １９２４ 年的年会上

还担任图书馆教育组分组会议主席。
在洪范五的倡议下， 南京图书馆协会于

１９２４ 年 ６ 月成立，洪范五被选为临时主席，会址

设在东南大学图书馆。 同年 ８ 月，江苏图书馆协

会成立，洪范五担任会长。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洪范五等 １５ 人当

选董事。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

一次年会召开，洪范五参加“图书馆行政组”及

“图书馆建筑组”分会，分别提出“请教育部通令

各省大学及教育厅聘请图书馆专家指导该省图

书馆一切事宜”，及应“指导特约图书公司制造

图书馆应用物品” 的议案［２５］ 。 在第一届年会

上，洪范五被推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

会委员及常务委员 （ 中华图书馆协会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８ 年设立董事部，１９２９ 年后改设为执行委员

会、理事会），在此后召开的历届年会上，他又多

次当选，并担任该会下设的教育委员会主任、出
版委员会委员及编撰委员会主席等职。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洪范五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委会常务委

员，１９５７ 年、１９６１ 年，他先后被国务院科学规划

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聘为图书组组

员。 洪范五积极参加图书馆界的社会活动，为
图书馆发展进言筹划，促进了高校图书馆乃至

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４　 结语

洪范五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

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重大历

史时期，他从图书馆的学生助理开始，一步步成

为中国早期图书馆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和著名的

图书馆学家，把毕生奉献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
洪范五一生从事图书馆事业 ４０ 余年，他的

图书馆研究与事业从未中断，他的思想与实践

在时代洪流中不断丰富。 本文从图书馆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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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分类研究和促进文献交流等方面阐述他

的图书馆学思想；从新建东南大学馆舍和扩建

清华大学馆舍，充实藏书、编制目录，重视开放

和服务，制定规章制度等方面总结他的图书馆

实践活动；从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提携后学、
投身社会活动等方面论述他对推动现代图书馆

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
２０１３ 年适逢洪范五诞辰 １２０ 周年，本文追

思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希望今天的图

书馆人继续弘扬他以毕生精力热爱图书馆、献
身图书馆事业的精神，并坚守图书馆事业这片

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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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张厚生 东南大学图书馆志要［ Ｇ］ ／ ／ 东南大学校史研究第三辑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 Ｚ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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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ｒｓ［Ｊ］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Ｗｅｅｋｌｙ，１９３６（４３２）：１４ ）

［１８］ 　 罗家伦 罗序［Ｇ］ ／ ／ 图书馆学论文集 台北： 台北华联出版社，１９６８ （ Ｌｕｏ Ｊｉａｌｕｎ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Ｇ］ ／ ／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ａｉｐｅｉ： Ｔａｉｐｅｉ Ｈｕａｌｉａ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 ）

［１９］ 　 洪范五 东南大学图书馆述要［ Ｇ］ ／ ／ 图书馆学论文集 台北： 台北华联出版社，１９６８：２５ （ Ｈｏｎｇ Ｆａｎｗ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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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 ２５ ）

［２０］ 　 汪传绍 缅怀洪范五先师［Ｇ］ ／ ／ 南京工学院校史资料选辑，第３辑 １９８７：８２ （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ｏ 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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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李刚，叶继元 中国现代图书馆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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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３７（３）： ７９－９１ ）

［２２］ 　 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暑期学校之经过［ Ｊ］ ．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２５，１（ ４）：７５ （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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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５ ）

［２３］ 　 程翔云，郁祖权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纪念洪范五先生［ Ｊ］ ． 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０（４）：

６１－６２ （ 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ｙｕｎ， Ｙｕ Ｚｕｑｕａｎ Ｔｈｅ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Ｍｒ Ｈｏｎｇ Ｆａｎｗｕ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２０００（４）：６１－６２ ）

［２４］ 　 胡家健 图书馆事业先驱———洪范五传真［ Ｊ］ ． 中外杂志，１９９３（ ５）：７２ （ Ｈｕ Ｊｉａｊｉａｎ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ｕｓｅ—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ｎｇ Ｆａｎｗｕ［Ｊ］ ． Ｓｉｎ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１９９３（５）：７２ ）

［２５］ 　 宋建成 中华图书馆协会［Ｍ］． 台北： 台湾育英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０： ７０－７３ （ Ｓｏｎｇ 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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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建新　 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四牌楼 ２ 号。 邮编：２１００９６。
田　 芳　 东南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 通讯地址同上。
石　 磊　 东南大学图书馆硕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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