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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访谈∗

谢　 欢

摘　 要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南京大学谢欢博士对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就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相关问

题进行访谈ꎮ 东亚图书馆肇始于欧洲ꎬ起源于传教士对文史哲印刷文献的专题收集ꎬ与汉学发展紧密相关ꎻ美国

东亚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ꎬ如今美国已成为西方世界东亚研究的中心ꎮ 华人图书馆员

是北美东亚图书馆从业人员中非常重要的群体ꎬ三代华人图书馆员各具专长ꎬ为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做出了贡

献ꎮ 郑炯文先生自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以来ꎬ主要致力于以下三方面工作:①整理裘开明、吴文津担任馆长

期间收集的文献ꎻ②开放馆藏ꎬ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资源面向全世界学者开放ꎻ③推动中美图书馆员交流合作

项目ꎮ
关键词　 郑炯文　 哈佛燕京图书馆　 东亚图书馆　 汉学

分类号　 Ｇ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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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Ｊｕｌｙ ２２ ２０１９ Ｄｒ. ＸＩＥ Ｈｕａｎ ｗｈｏ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ｌｄ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ｒ.
Ｊａｍｅｓ Ｋ. Ｍ. Ｃｈｅ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Ｙａｎ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ＳＡ.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Ｃｈｅｎｇ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Ｓｉ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ｙｅａｒｓ. Ｔｏｄａ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ｗ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０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１２６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美华人图书馆员共同体的身份认同研究(１９２７—２０１５)” (编号:
１５ＡＴＱ００２)的研究成果之一ꎮ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１９２７－２０１５)”(Ｎｏ １５ＡＴＱ００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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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ｆ ｂｙ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ｔｈｅｓ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０ ０００
ｂｏｏｋ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ｎｅ ｉｓ ｍｅｄｉｕｍ － ｓｉｚｅ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００ ０００ ａｎｄ
４００ ００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ｏｎｅ ｉｓ ｓｍａｌｌ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００ ０００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Ｃｈｅｎｇ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ａｃｈ ｏｎｅ ｈａ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Ｗｅ ｃａ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ｊｕｓ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ｓ ｓｉｚ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ｏ ｆａ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ｇｏｏｄ ａｔ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Ａ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９４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ａｓ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４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ａｉｗ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ｇｏｏｄ ａ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ｗａｓ ｗｅａｋ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ｆｌｕ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ｕ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ｓ ｗｅａｋ ａ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Ｃｈｅｎｇ ｌｏｖ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ｈｅ ｗａｓ ａ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ｈｅ ｗｉｓｈｅｄ 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ｅｒ ａｓ ａ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ｍａｄｅ ｈｉｍ ｆｅｅｌ ｖｅｒｙ ｐｒｏｕｄ. Ｗｈｅｎ 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ｈｅ ｗ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ｈｉｓ ｔｕｔ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Ｔｓｉｅｎ. Ｓｉｎｃｅ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ｒ.Ｃｈｅ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ｏｔｉｎｇ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１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Ａｌｆｒｅｄ Ｋａｉｍｉｎｇ Ｃｈｉｕ ａｎｄ Ｅｕｇｅｎｅ Ｗ. Ｗｕ ２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
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ｐｅｎ ｔｏ ａｌｌ 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ａｍｅｓ Ｋ. Ｍ. Ｃｈｅｎｇ.　 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谢:郑先生您好ꎬ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和

我就北美东亚图书馆有关问题进行交流ꎬ您是

目前北美东亚图书馆界的一位资深馆员ꎬ能否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概况?
郑:我在美国东亚图书馆工作已经有 ４０ 余

年ꎬ对北美东亚图书馆还是有些了解ꎮ 我认为

东亚图书馆起源于对文、史、哲印刷文献的专题

收集ꎬ所以在一般人观念中ꎬ东亚图书馆比较保

守ꎬ与主流的图书馆有所区别ꎮ 但无可否认的

是ꎬ东亚图书馆在近阶段ꎬ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受

科技的影响非常大ꎬ如今的东亚图书馆已经逐

渐改变只收藏纸本的状态ꎬ开始采购很多电子

文献ꎮ 在北美ꎬ东亚图书馆的数量已有 １００ 余

家ꎮ 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ꎬ最早不是哈佛燕

京ꎬ而是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学校ꎬ哈佛

燕京图书馆开馆于 １９２８ 年ꎮ 北美大部分东亚图

书馆都是 １９４５ 年以后建立的ꎮ 东亚图书馆的发

展与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的发展有很大关系ꎬ汉学发

源于欧洲ꎬ当时欧洲传教士到中国ꎬ学习中国文

化和语言ꎬ返回欧洲后ꎬ开始向欧洲传播中国文

化与语言ꎬ逐渐产生了所谓的汉学ꎬ汉学的发展

带动了汉学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ꎮ 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后ꎬ美国成为所谓的“西方自由国家

的领袖”ꎬ汉学发展的重心逐渐由欧洲转移到美

国ꎮ 目前而言ꎬ汉学最好的师资、最好的文献馆

藏无可否认都在美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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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亚图书馆各有特色ꎬ很难说哪家最

好ꎮ 我刚才说到的北美 １００ 余家东亚图书馆ꎬ按
照规模来分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规模较

大的东亚图书馆(藏书在 ５０ 万册以上)ꎬ这类东

亚图书馆主要分布在美国东部ꎬ且所在学校基

本都是私立高校(国会图书馆例外)ꎬ如哈佛大

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
奈尔大学等高校的东亚图书馆ꎬ美国中部只有

芝加哥大学一所ꎬ西部则有斯坦福大学ꎮ 另外ꎬ
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多伦多大学

的东亚图书馆也属于规模较大的东亚图书馆ꎮ
第二类是中型的东亚图书馆(藏书在 １０ 万到 ４０
万册之间)ꎬ中型的东亚图书馆以州立大学为

主ꎬ如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辛州立大学、俄
亥俄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等学校的东亚

图书馆ꎻ第三类是小型的东亚图书馆(藏书在 １０
万册以下)ꎬ如东部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纽
约州立大学等学校的东亚图书馆ꎮ 但是ꎬ我还

是想强调ꎬ虽然规模有大小之别ꎬ但是每一家东

亚图书馆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ꎬ不能忽视ꎮ
截止到目前ꎬ北美东亚图书馆收藏了超过 １ ０００
万册的中文图书ꎮ

就大型东亚图书馆而言ꎬ同样各有特色ꎮ
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ꎬ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中文、
日文、韩文的善本图书以及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中国

地方志收藏ꎬ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了 ３ ０００ 余种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地方志原本ꎬ数量超过了美国国

会图书馆ꎬ排名美国第一ꎮ 其他如芝加哥大学

东亚图书馆收藏的经部图书、哥伦比亚大学东

亚图书馆收藏的近代文献资料、斯坦福大学东

亚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文

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收藏的文

学资料等都非常有特色ꎮ
对东亚图书馆有兴趣的学者可以系统查阅

«东 亚 图 书 馆 杂 志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ꎬ该刊最早叫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ꎬ之前钱存训先生每年都会对北美东亚图书

馆的特藏进行统计ꎬ我对于东亚图书馆特藏的

了解ꎬ也是源于当时协助钱先生做调查ꎮ

谢:在北美东亚图书馆员群体中ꎬ华人图书

馆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ꎬ其中很多人对北

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ꎬ但是

除了裘开明、钱存训、吴光清等少数人之外ꎬ国

内对于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ꎬ您能向我们介绍

一下北美 东 亚 图书 馆 中 的华 人 图 书 馆 员 群

体吗?
郑: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华人图书馆员ꎬ到目

前为止ꎬ大概可以分为三代ꎬ您提到的裘先生、
钱先生、吴先生等人ꎬ他们是北美东亚图书馆发

展的先驱ꎬ可以称为第一代ꎮ 第一代人大部分

是在 １９４９ 年以前来的美国ꎬ他们这一代人的一

个显著特征是国学基础深厚ꎬ但是他们在语言

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障碍ꎬ很难和美国人打成一

片ꎬ因此逐渐被边缘化ꎬ由此也导致早期东亚图

书馆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系统中被边缘化ꎬ很难

融入学术图书馆的主流ꎮ 第二代是 １９５０ 年代到

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来美国的一批人ꎬ我应

该也属于这一代ꎬ由于当时中国大陆还处于封

闭状态ꎬ第二代人主要都是来自台湾地区或者

香港地区ꎬ这一代人英语都很好ꎬ但是国学基础

较差ꎮ 第三代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到美国从

事图书馆职业的人ꎬ这一代人英语很好ꎬ除此之

外ꎬ计算机水平也很高ꎬ对新的科学技术很敏

感ꎬ但是这一代人同样缺乏深厚的国学基础ꎮ
所以说ꎬ每一代北美东亚图书馆中的华人图书

馆员群体都有其优势ꎬ但也都有其不足ꎮ 我不

是学者ꎬ只是一位普通的图书馆员ꎬ没有精力做

太多深入的研究ꎬ但是我很支持对这些前辈多

做一些研究ꎬ多写一些文章ꎬ让更多的年轻人了

解这些前辈ꎮ
借这一问题ꎬ我也想说一下个人对于东亚

图书馆未来发展的看法:未来东亚图书馆发展

一定要“变”ꎮ 以往ꎬ由于语言的关系ꎬ东亚图书

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相对独立的状

态ꎬ总馆拨付一部分经费(或者东亚图书馆从其

他渠道募集部分经费) 后ꎬ东亚图书馆独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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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独立编目、独立流通ꎮ 不过ꎬ如今东亚图书

馆的采编、技术服务、书库管理都已经和总馆统

一ꎮ 我个人认为ꎬ东亚图书馆一定要融入其所

在学校的图书馆主流ꎬ不然ꎬ东亚图书馆发展会

更加边缘化ꎬ这样是没有前途的ꎮ 当然ꎬ这只是

我个人的看法ꎬ很多同行不是很同意我的观点ꎬ
他们认为东亚图书馆应该继续保持独立的

状态ꎮ

谢:郑先生ꎬ您刚才讲到您是属于第二代北

美东亚图书馆华人馆员ꎬ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来美国学习图书馆学以及图书馆职业从业

经历吗?
郑:我是香港人ꎬ我从小就喜欢书ꎮ 进入香

港新亚书院以后ꎬ学习的是文学ꎬ但在新亚读书

期间ꎬ我去图书馆义务担任助理ꎬ帮图书馆还

书、借书ꎬ当时就很想当一名图书馆员ꎮ 对于图

书馆职业ꎬ我一直有一种偏爱ꎮ 我不认为作为

图书馆员别人就瞧不起我ꎬ我也没有觉得我一

定得做学者别人才看得起我ꎬ我认为图书馆员

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位ꎬ成为图书馆员是我一辈

子的志愿ꎮ 于是ꎬ从新亚毕业以后我就来美国

学习图书馆学ꎮ 我还记得ꎬ我到美国后的第一

份工作是在旧金山一家律师事务所图书馆任

职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帮助该所律师查核法律

条文ꎮ 这并不是太专业的图书馆工作ꎬ但是当

时我的主管(名叫 Ａｎｉｔａ Ｈｅａｄꎬ来自瑞士)给我的

一个建议让我受益终身ꎬ他说:“不管你从事什

么职业ꎬ你只需要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ꎬ不
要在意你的职位有多高或多低ꎮ” 此后ꎬ我不管

在哪个图书馆工作ꎬ都恪守这一忠告ꎮ 我衷心

希望ꎬ所有的年轻图书馆同仁也能将这一句话

牢记于心ꎮ 不过ꎬ我并没有在这家律师事务所

图书馆待很久ꎬ因为我决定去芝加哥大学图书

馆学院深入学习图书馆学ꎮ 到现在ꎬ我仍然坚

持认为我只是一位微不足道的图书馆员ꎬ但是

我不认为我工作没意义ꎬ这是我自己的初衷ꎮ
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毕业以后ꎬ

我先后在三所学校图书馆任过职ꎮ 在芝大快要

毕业时ꎬ正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时任馆长

钱存训先生退休ꎬ于是ꎬ我就接了钱先生的工

作ꎮ 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了十多年以后ꎬ转到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ＵＣＬＡ)ꎬ在 ＵＣＬＡ 工作了

１２ 年ꎬ１９９８ 年被聘到哈佛燕京图书馆ꎮ 哈佛燕

京图书馆是我服务时间最长的单位ꎬ到今年为

止已经工作了 ２１ 年ꎮ 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一个传

统ꎬ即每一任馆长任职时间都比较长ꎮ 第一任

馆长裘开明先生任职 ３８ 年ꎬ第二任馆长吴文津

先生任职 ３２ 年ꎬ我是第三任馆长ꎬ到今年为止已

任职 ２１ 年ꎮ 不过ꎬ我应该不会做三十多年的馆

长ꎬ我已经在考虑退休事宜ꎬ我觉得应该早点把

位子让给年轻人ꎬ因为每个时代都不一样ꎬ年轻

人有他们的观念和思想ꎬ只有不断与时俱进ꎬ东
亚图书馆才能有好的前途ꎮ

谢: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在芝加哥大学学习

图书馆学以及您和钱存训先生交往的情况吗?
郑:我是上世纪 ７０ 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接受

的图书馆学教育ꎬ当时芝加哥大学还有图书馆

学研究院ꎮ 美国所有图书馆学课程都是从研究

生阶段开始的ꎬ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设计ꎮ
因为图书馆工作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ꎬ如果要

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图书馆员ꎬ需要以扎实的其

他学科背景为基础ꎬ继而进行图书馆学培训ꎬ这
一点与中国从本科阶段就开展图书馆学教育有

所不同ꎮ
钱存训先生是一位要求非常高的学者ꎬ这

一要求不仅体现在学生身上ꎬ他对自己同样也

是如此ꎮ 记得在芝大跟随钱先生读书时ꎬ不管

是普通作业还是研究报告ꎬ经常需要不停修改ꎬ
直到钱先生满意为止ꎮ 当时ꎬ我与钱先生在芝

大住得非常近ꎬ我也习惯了他在晚上 １１ 点打电

话给我谈工作的事ꎮ 钱先生基本每天都要工作

１２ 个小时以上ꎬ在闲暇时间也不太喜欢社交ꎮ
钱先生的工作、生活方式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ꎮ 我非常感谢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工作的这

一段经历ꎬ芝加哥大学是一个非常适合学习、研
究的地方ꎬ在那里ꎬ我也逐渐成长为一名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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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ꎮ

谢:哈佛燕京图书馆和中国大陆一直保持

着良好的合作关系ꎬ每年都会有中国学者到哈

佛燕京图书馆进行交流合作ꎬ共同开发哈佛燕

京图书馆的馆藏资源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 “ 哈 佛 燕 京 图 书 馆 学 术 丛 刊 ( Ｈａｒｖａｒｄ －
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是最能体现这一合作

的成果ꎬ您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郑:１９９８ 年我从 ＵＣＬＡ 转到哈佛燕京图书

馆ꎬ我只是一位很普通的图书馆员ꎬ而作为图书

馆员ꎬ最重要的就是服务ꎮ 来到哈佛后ꎬ我首先

花了很大力气ꎬ把裘开明馆长、吴文津馆长任职

期间搜集的文献整理好ꎮ 我认为图书馆是一个

富藏ꎬ但是如果外人不知道图书馆藏了什么ꎬ图
书馆不对外开放ꎬ那么这个图书馆是毫无用处

的ꎬ所以任何人只要需要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

的资料ꎬ我都开放ꎮ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论图书馆资料ꎬ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学图书馆比

得上哈佛ꎮ” 哈佛大学图书馆全部藏书超过

２ １００ 万册ꎬ种类繁多ꎬ虽然这些藏书都是哈佛

的财产ꎬ但是这些藏书的内容不是哈佛的ꎬ是
全世界的ꎬ我就是本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

一态度ꎬ凡是学者要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资

料ꎬ我都开放ꎮ 我很喜欢哈佛大学的一句话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Ｈａｒｖａｒｄ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ꎮ 我不知道我退休后谁

会来接替我的位置ꎬ但我希望继任者能继续秉持

这一开放的态度ꎮ 哈佛的宝贝的确非常多ꎬ哈佛

的确是做学问的地方ꎮ 前不久ꎬ一位来哈佛访问

的复旦大学学者回到上海后ꎬ给我发了一封邮

件ꎬ他说:“在哈佛看书的确方便ꎬ我都不想走ꎬ最
后一天ꎬ我一直到图书馆 ５ 点钟关门才很不舍地

离开ꎮ”我回复他ꎬ欢迎他有机会再来哈佛ꎮ
由于图书馆涉及的学科非常多ꎬ我们很多

同事因为学科的限制无法完全满足图书馆的需

要ꎮ 例如哈佛燕京图书馆有很多善本ꎬ但我们

很多同事就无法编目ꎬ很多地方志、手稿同样没

有办法整理ꎮ 所以ꎬ我到哈佛后的另一个任务

就是发起了“访问馆员”项目ꎮ 我到外面募集资

金ꎬ每年从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请一些图书馆

员到哈佛燕京图书馆访问一年ꎬ根据他们的爱

好、背景ꎬ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藏ꎬ并帮我

们编目、参与一些数字化项目ꎮ 通过利用这些

访问馆员的专长ꎬ让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藏流

出哈佛ꎬ流向全世界ꎮ 以前很多人都要专程到

哈佛查阅资料ꎬ但是通过这些合作ꎬ很多学者不

用到哈佛就能利用哈佛燕京的馆藏ꎬ嘉惠学者ꎮ
我发起“访问馆员”项目还有一个目的ꎬ就是让

年轻人多出来看看ꎬ开阔眼界ꎬ同时多思考ꎮ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建筑虽然不如国内很多

图书馆ꎬ但藏书是一流的ꎮ 我个人认为ꎬ馆藏是

图书馆的心脏ꎬ再漂亮的馆舍、再先进的科技ꎬ
如果没有好的馆藏ꎬ那么仍然称不上一流的图

书馆ꎮ 但是ꎬ如果有好的资料ꎬ但不提供给学者

利用ꎬ没有服务也不行ꎮ 通过和国内图书馆界

的交流ꎬ我发现以前中国的图书馆无论是建筑

还是理念与海外图书馆都有非常大的差距ꎬ但
是通过近年来的发展ꎬ国内图书馆在硬件方面

与海外的图书馆基本已经没有太大差距ꎬ有些

馆舍甚至超过了美国ꎬ但是理念方面ꎬ仍然有一

定的差距ꎮ 今年 ５ 月ꎬ我到中国某图书馆ꎬ该馆

收藏了很多善本书ꎬ该馆馆长在接待我们时ꎬ我
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哈佛有一位教授ꎬ想利用

你这边的一本善本ꎬ能否复制一份?” “不行!”这

位馆长当时没有考虑就果断地拒绝了我! 七年

前ꎬ我去中国某省级图书馆特藏部参观ꎬ提出了

类似的要求ꎬ但同样遭到了拒绝ꎮ 我对于这两

位图书馆员并没有意见ꎬ但是对于相关的政策

颇有看法ꎬ图书馆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藏起来

不让外人利用呢? 不过ꎬ总体来看ꎬ国内图书馆

的观念还是朝着开放的方向慢慢改变ꎬ很多图

书馆的特藏也都开始影印出版ꎮ

谢:郑先生ꎬ您刚才提到您帮助哈佛教授寻

找资料ꎬ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北美东亚图书馆对

于北美的汉学研究或者说东亚研究的贡献主要

表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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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欢: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访谈
ＸＩＥ Ｈｕａｎ:Ｍａｋ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ｐｅｎ ｔｏ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Ｄｒ. Ｊａｍｅｓ Ｋ. Ｍ. Ｃｈｅｎｇꎬ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ꎬ２０２０

郑:从事汉学研究或者中国研究ꎬ最重要的

就是学术资料ꎬ北美东亚图书馆最大的贡献应

该就是学术资料的保障ꎮ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ꎬ
对外基本是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ꎬ海外中国研

究学者无法获得有关资料ꎬ美国的中国研究学

者只能去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ꎬ但国民党带到

台湾地区的资料总体也不是很多ꎮ 中国改革开

放以后ꎬ美国国内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去中国

大陆愈发频繁、便利ꎬ就中国研究的资料、资源

而言ꎬ主要还是在中国大陆ꎬ要做真正的、深入

的研究ꎬ还是得去中国ꎮ 但北美东亚图书馆的

作用是什么? 最主要的还是方便ꎮ 美国东亚图

书馆还起了一个纽带的作用ꎬ如果美国学者需

要一本书ꎬ或者一篇文章ꎬ他们只要和我们说ꎬ
我们就尽量帮他们找ꎮ

谢:据我所知ꎬ现在不少北美东亚图书馆发

展都遇到了经费问题ꎬ一些东亚图书馆因为经

费紧张ꎬ很多资料都无法整理ꎬ哈佛燕京图书馆

有没有经费的问题?
郑:每个馆情况都不一样ꎬ就哈佛燕京图书

馆而言ꎬ经费相对比较充裕ꎬ因为我们比较幸

运ꎬ 有 哈 佛 燕 京 学 社 ( Ｈａｒｖａｒｄ － 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的资助ꎬ另外ꎬ哈佛的资源相较于其他

学校也更为富裕ꎬ这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发展

带来了很多便利ꎮ 现在ꎬ哈佛燕京图书馆每年

运行经费在 ５００ 万美元左右ꎬ每年采购经费近

２００ 万美元ꎮ

谢:您觉得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前遇到的问

题有哪些?
郑: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馆

舍空间狭小ꎬ目前所在的这幢楼年代久远ꎬ且起

初并不是专为图书馆而建ꎬ１６０ 万册藏书近一半

目前存放在他处ꎮ 我们现在正在筹募资金建设

东亚研究中心新楼(预算约一亿四千万美元)ꎬ
如果筹募到ꎬ哈佛燕京学社、东亚研究中心、哈
佛燕京图书馆都将有自己独立的一幢楼ꎬ由于

所需资金数目庞大ꎬ该计划近几年内可能比较

难落实ꎮ

谢:近年来ꎬ民国文献是国内关注的一个热

点ꎬ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的研究与整

理情况如何?
郑: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约 １ 万多

种ꎬ复旦大学图书馆龙向洋曾来哈佛燕京图书

馆访问ꎬ他帮忙编辑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

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图书总目» «美国哈佛大学哈

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ꎮ 哈佛燕京馆

藏的民国文献ꎬ在北美东亚图书馆中数量也算

可观ꎬ 这些资料全都对外开放ꎬ 欢迎学者来

利用ꎮ

谢:近几年ꎬ很多北美东亚图书馆都编纂了

本馆的一些书目或书志ꎬ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

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美国哈佛大学哈

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旧方志目录»«普林斯顿大

学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目»等ꎬ但这些目录基本

都是反映一个馆的收藏情况ꎬ北美的东亚图书

馆有没有考虑编纂一些联合目录?
郑:联合目录我觉得并不难ꎬ但是有没有人

愿意这么做还不清楚ꎬ至少目前还没有ꎮ

谢:郑先生ꎬ再 次感 谢 您ꎬ期 待 下一 次 的

交流ꎮ
郑:好的ꎬ谢谢ꎮ

谢　 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ꎮ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１９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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