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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顾烨青

摘　 要　 图书馆史学研究是图书馆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ꎬ具有探寻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内在逻辑

和历史规律的价值ꎮ 本文从历史观、研究方法、史料搜集与利用、人才队伍建设和成果评价机制、研究成果传播等

方面阐述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需要改进的方向和措施ꎬ并进一步提出了值得深化和拓展的九大研究领域:重视图

书馆史学原理与图书馆史学史研究ꎬ开展图书馆学术语史、概念史、观念史综合研究ꎬ加大图书馆学制度史和图书

馆社会史维度的研究ꎬ凸显具有图书馆学特色的阅读史研究ꎬ丰富人物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ꎬ跟进图书馆技术

史与数字资源建设服务史研究ꎬ提高图书馆史志编纂的质量ꎬ复兴我国古代图书馆史学研究与夯实当代图书馆史

学研究ꎬ拓展地域和空间维度的图书馆史学研究ꎮ 构建与国际接轨又彰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史学理论和方法体

系ꎬ编纂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ꎬ增强国际话语权ꎬ是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者的历史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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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９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５７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ｈｉｎａ.

０　 引言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１] ꎬ图
书馆史学研究①也历来被图书馆学界所重视ꎮ
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巴特勒(Ｐｉｅｒｃｅ Ｂｕｔｌｅｒ)指出

“只有了解图书馆历史起源之后ꎬ才能真正理解

图书馆事业” [２] ꎮ 曾担任过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ｔｏｒｉａ)图书馆学系负责人的哲学

教授弗勒舍沃( Ｈｅｒｍａｎ Ｊｅａｎ ｄｅ Ｖｌｅｅｓｃｈａｕｗｅｒ)认

为ꎬ“如果我们把图书馆史从图书馆学中移除ꎬ
我们就会助长自己对当前图书馆现实的无

知ꎮ” [３] 若以 １９０９ 年王国维所译«世界图书馆小

史»在«学部官报»的连载为起点ꎬ我国现代意义

上的图书馆史学研究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

展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图书馆史学研究的发文

量进入快速增长期ꎬ特别是近十年来增长迅

猛[４－５] ꎮ 如何进一步向前发展ꎬ由量的增长到质

１１５

① 本文所指的“图书馆史学研究”是对图书馆(学)史相关研究的统称ꎬ包括但不限于“图书馆史” “图书馆

学史”“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学术史”“图书馆学思想史”“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图书馆学理论史”等领域的研

究ꎬ也包括对图书馆(学)史研究之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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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ꎬ是每一个图书馆史学研究者需要深思

的问题ꎮ 笔者试图在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ꎬ参照国内外图书馆史学的研究动态ꎬ从
历史观、研究方法、史料搜集与利用、人才队伍

培养和成果评价机制、研究成果传播等方面探

讨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改进方向和应对措

施ꎬ并进一步提出值得深化和拓展的九大研究

领域ꎬ以就教于方家ꎮ

１　 图书馆史学研究现状及需要改善的方向

１ １　 树立大历史观ꎬ提升研究的体系化和思

想性

近年来ꎬ得益于史料获取难度的下降ꎬ如绝

大部分近现代的图书馆期刊史料基本都已影印

出版或可通过全文数据库检索下载ꎬ以往史实

不清的事件、人物通过考证梳理逐步变得清晰ꎮ
不可否认ꎬ这类考据式研究具有填补图书馆史

研究空白的价值ꎬ一个优秀的史学研究者也必

须对历史的具体细节保持强烈的兴趣ꎬ后现代

主义史学思想所倡导的知识考古学和微观史学

对研究图书馆发展中偏离或者被现代性陈述所

隐藏的边缘[６] 不无启示ꎮ 但随之而来的一大问

题是ꎬ研究者虽然对某个图书馆人物、事件、机
构、著作的研究越挖越细、越挖越深ꎬ却往往拘

泥于静止、局部的就事论事ꎬ难脱“‘贡献’式刻

板陈述” [７] 的俗套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ꎬ只阐述

“ｗｈａｔ”而不追求“ ｗｈｙ”ꎬ研究日趋“碎片化”ꎬ忽
视了图书馆史学研究的最高原则应是对规律的

揭示ꎬ“历史图书馆学研究必须拥有思想” [８] ꎮ
对微观细节的描述和发现只是图书馆史学

研究思维的起点ꎬ最终要达到对整体性的把握ꎬ
这种把握需要“大历史观”的引领ꎮ 树立“大历

史观”可以帮助我们“以小见大”ꎬ将“碎片化”
研究串联整合为一定思维框架下的体系化研

究ꎬ并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思想性ꎮ 这种大历史

观是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整体和动态的过程ꎬ用
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的逻辑变迁ꎬ揭示

历史表象与内在本质的相互关联ꎬ在“长时段”

的视野中审视微观个案并反映其背后体现的宏

大叙事ꎮ 知古以察今ꎬ鉴往以知来ꎮ 图书馆史

学研究的价值不是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情”ꎬ更
在于研究者在大历史观的引领下ꎬ以问题意识

为导向ꎬ独具慧眼ꎬ通过对微小、庞杂的史料考

辨ꎬ探寻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的内在逻

辑和历史规律ꎬ为未来走向提供经验和指引ꎮ

１ ２　 立足文献阐释ꎬ合理辅助运用多种研究

方法

在当前的图书馆史研究中ꎬ主要采用的仍

是文献阐释的方法ꎬ这虽是史学研究最根本的

方法ꎬ但其他方法也应充分合理地应用ꎮ 根据

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史料的实际情

况ꎬ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数字人文与思辨释

读、文献研究与口述史等各种研究方法ꎬ在明晰

各自优缺点和使用范围的前提下ꎬ可以在具体

的研究实践中灵活运用ꎮ
(１)计量史学ꎮ 美国学者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

年代就曾敏锐地看到ꎬ依靠数量化、测量和统计

分析的方法将影响图书馆史的研究ꎬ并提出通

过对数据进行更迅速、更有活力和更准确的分

析ꎬ可以得出历史因素(质的变量与量的变量)
之间关系的更多假设或说明ꎬ并能予以检验ꎬ而
这种对历史假设的检验可以提高图书馆史研究

的质量[９] ꎮ 由于能用于历史计量分析的数据可

能并不广泛ꎬ所采用的计量指标并不一定能反

映研究对象的全部特征ꎬ统计误差无法避免ꎬ分
析的结果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因果关系ꎬ所以

定量分析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ꎮ 数据背后的规

律需要发挥研究者主体性的思辨ꎮ
(２)数字史学ꎮ 近年来新兴的数字人文研

究方法通过对史料文本的数字化ꎬ将文本中时

间、地点、人物等关键要素进行关联和分析ꎬ研
究者可快速地鸟瞰、观察并分析大量史料间隐

藏的脉络[１０] ꎮ 这一研究方法有待在图书馆史学

研究中得到成熟应用ꎬ如大规模挖掘图书馆学

史料文本ꎬ抽取图书馆人物和史事等实体对象

进行属性描述和建立关联ꎬ并进行自动逻辑推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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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ꎬ开展大规模时空范围内的人际和事件网络

分析等ꎮ 但数字人文也只是一种辅助分析的技

术手段ꎬ无论是提出问题以启动分析ꎬ还是对分

析结果的解读ꎬ都有赖于研究者深厚的史识素

养和洞察思辨能力ꎮ 此外ꎬ还有大量的史料不

能公开获取ꎬ尚未实现文本化ꎮ
(３)口述史学ꎮ 口述史学是近年来史学研

究中比较重视的方法ꎬ在图书馆学领域也得到

关注和应用ꎬ如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采

集不同领域人物的口述资料ꎬ分专题整理保存、
研究利用ꎮ 但该方法存在的局限性也应引起我

们警 惕ꎬ “ 口 述 史 的 价 值 和 它 的 问 题 一 样

大” [１１] ꎮ 不仅口述内容的真实性需要详加分

析ꎬ即便真实也有可能因为传主本人的记忆模

糊或是整理者的疏忽带来错误ꎬ造成历史书写

的误导ꎮ 孟广均在口述访谈[１２] 及回忆自述[１３]

中谈到的他就读中国科学情报大学图书馆学专

修班时全班约 ６０ 人ꎬ就与史实存在较大出入ꎬ当
时的公开文献报道为 ２７ 人[１４] ꎬ后经孟先生询问

同班同学并核查档案ꎬ最终确定回忆有误ꎮ 随

着越来越多研究者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ꎬ有关

口述史研究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问题也是今

后需要特别注意的ꎮ
(４)图像史学ꎮ 史学研究常用文献阐述方

法ꎬ其中“文献”并不仅仅指文字文献ꎬ还包括对

图片等形式的文献进行解读和阐述ꎮ “以图证

史”的图像史学方法在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中

的应用还很不充分ꎮ 图像应该作为一手史料去

阐明文献记载没有记录或无法记录的史实ꎬ或
者去激发其他文献无法或没能激发的历史观

念[１５] ꎮ 例如ꎬ文华图书科第一班师生合影①中

除韦棣华、沈祖荣和胡庆生外ꎬ学生为八人ꎬ这

与我们一度认为的“快乐六君子” [１６] 相矛盾ꎮ
由于我们长期没有图像证史的敏锐意识ꎬ直至

不久前有海外学者指出英文文献记载学生八

人[１７] ꎬ引发网友热议②后ꎬ才促使学界对另外两

位未能如期毕业的学生进行考证[１８] ꎮ 除了发挥

图像在图书馆史实考证方面的作用以外ꎬ更深

层次的研究需要透过图书馆相关图像的表象ꎬ
分析图像产生的目的、动机ꎬ图像制作者(拍摄

者)所持的立场、意识ꎬ研究图像背后的社会背

景等ꎮ

１ ３　 扩充史料来源ꎬ遵守史料利用的学术规范

如前文中所述ꎬ图书馆史学研究所涉及的

史料开发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ꎬ史料获

取较十年以前大为便捷ꎮ 以往的很多“稀见”史

料如今已经成为常见的史料ꎬ但仅仅依靠这些

常见史料写史将制约图书馆史学研究的深入发

展ꎮ 日本图书馆史学研究者早就认识到“图书

馆史研究从只依赖公刊资料的时期ꎬ开始向利

用初级资料或者探索至今尚未明确的史料的时

期转移” [１９] ꎮ
虽然继续开拓史料源难度很大ꎬ但仍有扩

充的空间ꎮ 首先ꎬ直接性史料源可进一步挖潜ꎮ
如集中刊载近现代图书馆史专门史料的民国报

纸的图书馆(学)副刊尚待开垦ꎬ还有一批伪满

地区的馆刊未被«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
(１—５ 编)收录ꎮ 有很多新中国成立后至 １９９０
年代初的当代图书馆学期刊尚未数字化ꎬ包括

早已停刊的ꎬ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一度充当全

国图书馆界唯一专业期刊角色的«浙江图书馆

通讯» ( １９５０ １ ３１—１９５０ ４ ３０)、«浙江省立图

书馆通讯» ( １９５０ ７ １—１９５２ １２ ３１)、«图书馆

１１７

①

②

该照片在程焕文所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 (台湾学生书局ꎬ１９９７)的书前图片页、
程焕文 ２０１４ 年所主办的“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韦棣华女士生平图片展”、周洪宇所著«不朽的文华———从

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第 １０８ 页、彭敏惠所著«文华图书馆学专科

学校的创建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第 ７７ 页中均有展示ꎬ但在文献中最早见于英文版«文华温故集»
(Ｔｈｅ Ｂｏｏｎｅ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第 １５ 卷 ４ 期的夹页ꎬ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为:Ｆｉｒｓ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ｆｆ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ꎮ

见: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校(文华图专)史料ꎬ圕人堂周讯ꎬ第 ２５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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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１９５３)、«浙江图书馆馆刊» (１９５４)等ꎬ也
包括现在仍发行期刊的早期刊次ꎬ如«中国图书

馆学报»的前身«图书馆学通讯» «图书馆» (包

括有关联的«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研究»
初期的«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 等ꎮ 图书方

面ꎬ«中国图书馆学著作书目提要» ( １９０９—
２００９)中的编者“未见书” [２０] 以及该书目未收录

的不少当代出版的馆史小册子等非正式出版物

都值得寻觅ꎮ 另外ꎬ我国图书馆学人用外文撰写

的著述亟待整理ꎬ来华的国外图书馆专家撰写的

回忆录、往来书信、调研报告等也有待挖掘ꎮ
其次ꎬ从非专门记载图书馆(学)史事的间

接史料源中探寻有价值的史料ꎬ有助于提升图

书馆史学的研究水平ꎮ 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①大学的出版物(校刊、校报、学校概况等)ꎬ其
中保存了大量图书馆学家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和

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史料ꎬ包括教会大学的英文

出版物中也蕴藏着大量鲜为人知的史事ꎬ如耶

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亚洲基督教高等

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Ｂｏａｒｄ ｆｏ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ｓｉａ)中关

于中国教会大学校史资料ꎬ目前只有个别学者

利用过ꎮ ②各种政府公报、年鉴、教育统计、社
会调查类史料中关于图书馆的记载ꎮ ③与图书

馆界关系密切的知名学者的日记也不能被忽视ꎬ
如«顾颉刚日记» «胡适日记» «郑振铎日记» «张

元济日记»等ꎻ还有ꎬ利用更边缘的史料ꎬ甚至是

利用文学作品来开展图书馆史学研究的路径也

值得探索ꎬ如克拉克(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ｓ Ｃｌａｒｋ)在«照管

图书»(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ｏｆ Ｂｏｏｋｓ)一书中引用文学作品来

推测、研究图书馆的例子远多于“正统史料” [２１] ꎮ
第三ꎬ加强实物史料、视听史料及当代新载

体数字史料的保存利用是新时代史料建设的重

要任务ꎮ 大到图书馆建筑遗迹、人物故居、石刻

碑铭ꎬ小到目录卡片、图书馆印章、书袋卡、借书

证ꎬ乃至图书本身都属于图书馆实物史料的范

畴ꎬ它们都是历史发展的见证ꎬ既能较真实地反

映历史ꎬ又具有直观性ꎬ可以弥补文献史料的不

足ꎮ 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就通过实物印证了京师

大学堂藏书楼是在 １８９８ 年与京师大学堂同步开

办ꎬ从而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建馆时间上溯到

１８９８ 年[２２] ꎮ 已有学者提出要保护图书馆重要

建筑ꎬ建设图书馆文物及用品博物馆ꎬ认为“这

才是真实具体的图书馆历史ꎬ远要比出几本著

作ꎬ发表若干文章重要得多” [２３] ꎮ
图书馆界已开始注意搜集整理图片史料ꎬ

但视听史料尚未引起足够重视ꎮ 视听史料所具

备的原生态的现场动态性是其他史料所无法比

拟的ꎬ具有独特价值ꎮ 笔者至今没有见到民国

乃至 １９８０ 年代以前图书馆界人物、活动事件的

视听资料ꎮ 民国时期周连宽在担任上海市立图

书馆馆长期间ꎬ曾应上海广播电台之邀ꎬ多次向

全体市民广播“中国图书馆学教育” [２４] ꎮ 类似

地ꎬ诸如图书馆专家在各种场合的公开演讲等ꎬ
不知当年是否有录音唱片留存ꎬ值得寻觅ꎮ 图

书馆界更应有意识地保存当代的图书馆视听史

料ꎮ 进入数字化时代后ꎬ网页、Ｅｍａｉｌ、短信ꎬ以及

ＢＢＳ、ＱＱ、博客、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形

态的新型数字史料也与日俱增ꎬ对当代图书馆

学思想史、学术史和图书馆学人的研究离不开

对这些新载体数字史料的整理和利用ꎬ这是今

后图书馆史学界亟待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ꎮ
此外ꎬ还需着力推动档案史料的编研利用ꎮ

由于提供数字化档案在线服务的档案机构还极

少ꎬ很多情况下需要到馆查阅ꎬ限制了研究者的

利用ꎮ 同一研究主题的相关档案也往往分散在

各地档案机构ꎬ使用不便ꎮ 图书馆界应该联合

档案机构、出版机构ꎬ共同编制档案馆藏图书馆

史料目录ꎬ并按主题编研档案资料汇编ꎬ以方便

共享利用ꎬ惠泽学林ꎮ
根据文史学者对史料利用学术规范的界

定[２５] ꎬ今后我们在充分尊重研究者图书馆史料

“首发权”的基础上ꎬ应规范研究者对史料利用

的公开性和共享权ꎮ 图书馆史学研究者在利用

新发现的史料正式发表研究成果前ꎬ可以不先

行公布史料来源ꎬ但在发布研究成果或单独公

开史料时ꎬ不应隐瞒史料的来源以及史料获得

的方式ꎬ并保证史料来源的准确完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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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建立合理的人才队伍和成果评价机制

(１)培养人才队伍ꎮ 据统计ꎬ高校系统是图

书馆史学研究的主力[２６] ꎬ其中高校图书馆的馆

员又占了相当比重ꎮ 如果加上公共图书馆等其

他系统的馆员ꎬ进行图书馆史学研究的馆员数

量远超高校院系的教师ꎮ 对此ꎬ我们需要理性

地认识到ꎬ图书馆史学研究毕竟只是一个很小

的研究领域ꎬ不是立竿见影的“应用之学”ꎬ不能

“全民搞史”ꎬ要警惕“历史学帝国主义”在图书

馆学研究中的泛滥[２７] ꎮ “如果每个馆员都特别

致力于历史研究ꎬ我们就不能运行管理我们的

图书馆” [３] ꎮ 图书馆史学研究队伍需要吸纳真

正受兴趣驱动、具备一定史学研究素养、掌握图

书馆学系统知识的有志之士ꎮ 可喜的是ꎬ十年

来ꎬ在图书馆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学兼中

西、功底扎实ꎬ尤其是具有浓厚图书馆精神和学

术精神的青年才俊[２８] ꎮ 但是ꎬ在队伍建设方面ꎬ
不仅要重视青年人才梯队的培养ꎬ也不能忽视

老专家的价值ꎬ要发挥退休学者在研究引领和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作用ꎮ
(２)鼓励独著ꎮ 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的独

著比例较高ꎮ 据统计ꎬ１９７９—２０１０ 年间我国图

书馆史领域论文作者的合作度仅为 １ １８ꎬ合作

率为 １３％ [２６] ꎬ而 １９９４—２０１１ 年间图书馆史论文

中由 ３ 人及以上合作完成的仅占 ４ ３５％ [２９] ꎬ这
是符合史学研究基本规律的ꎮ 史学研究是非常

依赖个人学术能力、个性化很强的研究活动ꎬ书
写撰述需要一以贯之的状态ꎬ研究成果凝结着

研究者个体富有创见的独立思考ꎬ追求的是成

“一家之言”ꎮ “古往今来ꎬ任何学术名作ꎬ都有

着作者对历史的独到见解ꎬ有着对历史内在精

神的天才猜测ꎬ而这些是集体编书无论如何无

法达到的ꎮ” [３０] 为保证研究成果的高质量ꎬ在未

来的图书馆史学研究中ꎬ仍须遵循个体独立研

究为主的史学著述基本规律ꎮ
(３)完善评价机制ꎮ 为更好调动图书馆史

学研究者的积极性ꎬ还需改革完善研究成果的

评价机制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

委员会组织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图书馆史志优

秀图书”评选活动ꎬ这是我国图书馆界第一次单

独对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进行评奖ꎬ激励的示

范意义深远ꎮ 不过这次评奖仅限于图书类ꎬ未
包括单篇论文乃至非纸质形态的成果ꎬ建议今

后应扩大成果类型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报刊

文章、数据库、网站ꎬ甚至自媒体的微博和微信

公众号等可以参加评奖ꎮ 在代表作制度下ꎬ刊
登在非核心期刊 / 非来源期刊上的图书馆史学

研究论文ꎬ只要经同行评议后认为质量上乘ꎬ评
价时应予以平等对待ꎮ

１ ５　 注重研究成果的全方位传播

(１)创办图书馆史学研究专门刊物ꎮ 从彰

显图书馆史学的地位ꎬ培育自身独立研究成果

发布平台ꎬ改革“千刊一面”ꎬ推动特色化办刊角

度考虑ꎬ创办中国的图书馆史学研究专门刊物

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ꎮ 当然ꎬ从我国刊号审批

的现实来看ꎬ创办新刊不易ꎬ但也不能就此放

弃ꎬ可以借鉴他刊经验ꎬ先创办学术集刊ꎬ不断

积累影响ꎬ假以时日ꎬ寻找机会ꎬ转为正式期刊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若创办图书馆史研究集刊ꎬ应注

意集刊内单篇论文的数字化传播ꎮ
(２)跨学科传播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ꎮ 图书

馆史学是图书馆学和史学研究的交叉领域ꎬ也可

视为史学专门研究领域下的一个子类ꎬ其成果的

传播平台不应局限于图书馆学内部ꎬ在史学期刊

以及高层次的综合类报刊媒介平台上也应发声ꎬ
这对提升图书馆学的学科影响力和话语权具有

重要意义ꎮ 当前在«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上

仍难觅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的踪影ꎬ«中国社会

科学»上仅见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樊松林

的«中国科技情报发展通论» [３１] 一文与图书馆史

略有关联ꎮ 图书馆史学研究需要增加在外学科

和跨学科领域中的“曝光度”ꎮ
(３)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积极“走出去”ꎮ

当代ꎬ我国学者用外文撰写的图书馆史学研究

成果不多ꎬ具有“海派”特色的上海图书馆界做

出了典范ꎮ 上海图书馆原馆长吴建中将其留学

英国的博士论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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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０—１９４９ 于 ２０１０ 年公开出版ꎬ从文化学的视

角论述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下上海

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百年演变过程[３２] ꎮ 吴建中还

与邱五芳、金晓明、范并思、沈丽云等上海图书

馆界的专家学者分章合著论述了中国图书馆和

图书馆学的历史与现状ꎬ经沈丽云和两位日本

学者译成日文ꎬ在日本出版[３３] ꎮ 论文方面ꎬ近年

来我国学者在国际主流图书馆史期刊的发文更

是鲜见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间ꎬ美国«图书馆:文化、
历史和社会»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Ｈｉｓｔｏｒｙꎬａｎｄ Ｓｏｃｉ￣
ｅｔｙ)、美国«信息与文化:历史杂志»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英国«图书馆与

信息史»(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日本«図
書館文化史研究»这四种国际知名的图书馆史

学研究专门期刊中ꎬ没有一篇内地学者发表的

论文ꎬ仅见澳门学者[３４] 和美国华裔学者[３５] 的成

果ꎮ 我国的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需要大胆向海

外“走出去”ꎬ彰显文化自信ꎮ
(４)推动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ꎮ

随着公众教育水平和知识素养的日趋提升ꎬ以
及公众史学的迅速发展ꎬ与历史文化有着天然

联系的图书馆史学研究应走出“深闺”ꎬ用有文

采而简洁的语言撰写通俗易懂、生动活泼ꎬ融学

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普及性成果ꎬ满
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ꎮ 在武汉大学

图书馆面向读者出版的读书刊物«文华书潮»
上ꎬ王子舟自 ２０１４ 年第三期起不定期连载“公

书林琐闻”ꎬ辑录图书馆的琐闻逸事ꎮ 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组织院内外专家编纂的大型历史知识

普及类系列丛书«中国史话»中ꎬ深圳图书馆原

馆长吴晞著述的«图书馆史话»全景式地展现了

１９ 世纪末至当代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变迁和总体

面貌[３６] ꎮ 这些成果已经为图书馆史学研究的科

普传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在中

国科协聘任的第六批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ꎬ阅
读史和图书馆史研究专家王余光被聘为图书馆

学学科的首席科学传播专家[３７] ꎮ 可以相信ꎬ图
书馆史与文化的普及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ꎮ

(５)开展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全媒体传

播ꎮ 在社交媒体时代ꎬ图书馆史学研究者还可

充分利用新媒体全天候、立体化、多样化、即时

性的优势ꎬ将研究成果通过文本、图像、影音及

组合的方式进行宣传推广ꎮ 这样不仅传播面

广ꎬ普及效果好ꎬ还可吸引有志趣的人加入到

图书馆史学研究的队伍中来ꎮ 微信公众号“珞

英惊鸿”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李明杰) 、“图

林文华” (丹东市图书馆曹阳) 、 “ 图林逸事”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图书馆迟敬义) 等分

别在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图书馆名人墨

迹、图书馆学家传略和图书情报事业史等方面

持续推送了图文并茂、特色鲜明的文章ꎬ已颇

具影响ꎮ

２　 图书馆史学研究值得深化和拓展的九
大领域

２ １　 重视图书馆史学原理和图书馆史学史研究

图书馆史学原理和图书馆史学史是阐述图

书馆史学理论、方法及其自身发展过程和规律的

学科ꎬ是图书馆史学的“元史学”ꎬ具有统领指导

图书馆史学研究的作用ꎬ相当于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和图书馆史在图书馆学中的地位ꎮ 史学原理

和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我国以往的图书馆史

学研究中还没有给予充分的认识ꎮ 日本图书馆

史学研究者已认识到“历史性地探究图书馆的本

质是不可缺少的ꎬ但是以往对其理论框架的考察

很少ꎬ这有助于反省” [３８] ꎮ 有关图书馆史学的基

本理论(含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功能定位、与其

他学科的关系、方法论等)ꎬ图书馆史学编纂与

评论ꎬ图书馆史学发展的过程、分期、规律ꎬ对从

事图书馆史学研究的人物、流派、思潮等的研究

等ꎬ都属于这一领域ꎮ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诸

如“图书馆史学原理” “图书馆史学研究导论”
“图书馆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图书馆史学史”
之类的专著问世ꎬ这一空白有待填补ꎮ

２ ２　 开展图书馆学术语史、概念史、观念史综

合研究

图书馆学界对本学科的术语规范研究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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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ꎬ但对术语的变迁史研究还主要局限在对

少数词语 / 词汇的词源学( ｏｎｏｍａｓｉｏｌｏｇｙ)考证上ꎬ
这只是概念史研究的前奏ꎮ 每一个术语或名词

所反映的概念都是特定时代的反映ꎬ将承载图

书馆学相关概念、观念的史料文本、语境与社会

政治生活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ꎬ分析历史进程

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异同变迁ꎬ
就需要对图书馆学术语史、概念史、观念史开展

综合研究ꎮ 目前通过“图书馆教育” “图书馆学

教育”含义的历史演进来揭示中国图书馆学从

“器”到“道”转变的概念史研究[３９] 还是凤毛麟

角ꎮ 未来ꎬ诸如对“图书馆”的概念是如何被引

入、传播ꎬ如何被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ꎬ专业人

士如何深入阐发其本质ꎬ以及在当代又如何被

附加新的含义(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ꎬ图书

馆界对“免费”“平等” “公共” “开放”等观念的

认识是如何接受和认同的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都是极有必要的ꎮ

２ ３　 加大图书馆学制度史和图书馆社会史的

研究

学科制度与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息息相

关ꎬ尤其是学科制度核心的院系建制涉及学科

的生存发展问题ꎬ追根溯源ꎬ剖析演变ꎬ总结经

验得失ꎬ有利于引导学科不断向正确的方向发

展ꎮ 图书馆学学科制度史视域下的院系建制、
学科专业划分、学位点建设、课程设置、教材编

制、专业人才培养等的发展变迁与图书馆学教

育史的研究范畴有很大重叠ꎬ但并不局限于此ꎬ
图书馆学制度史研究还应包括图书馆学学术共

同体(学会)制度、图书馆学学术规范与评价机

制、图书馆学学术会议制度、图书馆学课题研究

规划与学术基金制度的发展史等ꎮ
在社会史维度下ꎬ如何通过对图书馆的考

察ꎬ寻找合适的切入口ꎬ反映其与社会发展的各

种关系ꎬ特别是能形象而又有说服力地揭示图

书馆在公众的生活、文化、教育ꎬ乃至思想道德

和价值观塑造等方面所起的真实作用ꎬ是我国

图书馆史学研究者面临的考验ꎮ 欧美学者在这

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ꎬ如通过解读学校图书馆

建设史中的历次儿童阅读书目指南ꎬ反映美国

白人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４０] ꎻ研
究一位律师所建的大型图书馆在新墨西哥州转

型发展中的作用[４１] ꎻ考察宾夕法尼亚州德国学

会图书馆和档案馆与德裔移民的文化认同和身

份认同[４２] ꎻ透过战前美国家庭图书馆书脊上的

文字展示ꎬ剖析中产阶级的社会分化和文化分

化[４３] ꎮ 这些研究主题和视角可为我们提供启示

和参考ꎮ

２ ４　 凸显具有图书馆学特色的阅读史研究

发端于欧美书籍史研究的阅读史在最近三

十年里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国际显学ꎬ阅读史

研究也已成为图书馆史学研究的一块重要疆

域ꎮ 但鉴于文学界、史学界、社会学界、教育学

界、传播出版界等都在研究阅读史ꎬ笔者认为图

书馆学界介入阅读史研究应进一步体现图书馆

学独有的视角ꎮ 如在研究方法上应充分运用具

有图书馆学特色的文献计量学方法(包括书目

统计分析、引文统计分析等)、读者调查法等ꎮ
对图书馆读者群体这一研究对象的阅读史研

究ꎬ以往不仅其他学科不涉及ꎬ图书馆界自身也

不是很重视ꎮ 今后从事阅读史研究的学者应主

动承担起对图书馆读者群体的阅读行为和阅读

心理的历史变迁研究ꎮ 从史料角度来说ꎬ图书

馆保存的读者借阅痕迹也是图书馆学界研究阅

读史的独特优势ꎮ

２ ５　 丰富人物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

“全部图书馆的历史实质上是图书馆人本

身的历史” [４４] ꎮ 人物研究向来是图书馆史学研

究中的重点领域ꎬ目前已经围绕图书馆事业发

展和图书馆学术研究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ꎬ未
来可以尝试用新的视角在新的领域寻求突破ꎮ

(１)开展图书馆人物的心理史学研究ꎮ 历

史人物行为的背后是心理的反映ꎬ挖掘图书馆

人物的心理特点、人格操守、政治信仰、领导艺

术、处事方式ꎬ分析病痛、人事纷争、战争、运动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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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图书馆人物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及由此产

生的行为变迁ꎬ考察不同历史阶段图书馆人群

体的心理状态等ꎬ都是可以尝试开展的研究

内容ꎮ
(２)关注普通图书馆人群体ꎬ开展生活史研

究ꎮ 人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ꎬ在不摒弃精英研

究的同时ꎬ开展图书馆普通人物的研究是十分

必要的ꎮ 千万个图书馆人个体的衣食住行、喜
怒哀乐集合在一起ꎬ对图书馆职业行为的影响

不容小觑ꎮ 图书馆人生活史的研究范围既包括

职业工作方面ꎬ如工资收入、学习进修、奖励评

优、职务晋升、论文写作、课题申报等ꎬ也包括非

职业方面ꎬ如日常起居、个人健康、爱好及婚姻、
子女等家庭生活ꎮ 将生活史作为图书馆事业社

会化过程的记录ꎬ可以增进对图书馆员个人生

活与他们所在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之间复杂互动

关系的理解ꎮ

２ ６　 跟进图书馆技术史与数字资源建设服务

史研究

得益于技术的发展ꎬ现当代图书馆发生了

革命性的巨变ꎬ今后技术对图书馆的作用将愈

发明显ꎮ 作为经历者的技术馆员往往没有历史

意识而加以记录ꎬ“懂技术的人不关心历史ꎬ懂
历史的人不关心技术” [４５] ꎬ图书馆史学研究者

应主动跟进ꎬ与图书馆技术部门相配合ꎬ承担起

历史书写和研究的责任ꎮ “技术是一个由互动

着的实践和观念所构成的网络” [４６] ꎬ研究图书

馆技术史不应局限于各类具体技术手段、设备

本身在图书馆的应用变迁ꎬ更要考察技术发展

的外部因素ꎬ分析技术与图书馆管理思想、服务

理念、业务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等ꎮ
数字资源已日益成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主

导ꎬ但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变迁史以及基于此

开展的服务史研究还相当薄弱ꎮ 研究图书馆自

身开发、购买、引进、共建数字资源及对读者开

展服务的历史ꎬ可以充分展现图书馆人不懈的

努力ꎬ见证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变革ꎮ 通过对历

史经验的总结ꎬ亦能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未来的

挑战ꎬ例如肖珑通过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引

进史的回顾ꎬ认为图书馆唯有继续保持过往优

秀传统ꎬ联合应对ꎬ抱团取暖ꎬ才能顺应态势发

展ꎬ迎来新时代[４７] ꎮ
此外ꎬ由于图书馆提供的数字资源服务很

大程度有赖于数字资源提供商(数据库商)ꎬ图
书馆已经与他们形成了共存的生态系统ꎬ对生

态系统中资源提供商发展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

的重要一环ꎮ 图书馆史学研究者可采取实地走

访调研的方式采集他们的发展史料ꎬ记录企业

创始人的经历ꎮ

２ ７　 提高图书馆史志编纂的质量

盛世修史ꎬ明时修志ꎮ 经过图书馆界有识

之士的多年呼吁ꎬ我国图书馆史志的编修进入

了新一轮的高峰ꎬ近年来出版的图书馆馆史、馆
志类著作较十年前有显著增长ꎮ 面对数量上的

增长ꎬ不可否认的是编纂质量参差不齐ꎬ存在着

性质不明、“编”“撰”不当、体例杂乱等现象[４８] ꎮ
未来的图书馆史志编纂应在制度化、定期化的

保障下ꎬ遵循史志编纂的一般要求和图书馆史

志的特殊性ꎬ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编纂ꎬ注重内容

揭示的全面性、结构要素的完备性、文字严谨而

又不失生动ꎬ不断提高编纂质量ꎮ
加强对图书馆史志编纂的研究也会进一步

促进编纂实践水平的提升ꎮ 作为专业组织的中

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

员会有责任将已有的图书馆史志编纂先进经验

(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史的编纂[４９] ) 加以

提炼总结ꎬ组织业界专家编制图书馆史志编纂

操作指南ꎬ以供推广利用ꎮ 国外的先进经验ꎬ也
值得借鉴参考ꎬ如日本学者对日本 ３２ 家图书馆

馆史编纂成果要素的统计[５０] 就很全面ꎮ

２ ８　 复兴我国古代图书馆史学研究ꎬ夯实当代

图书馆史学研究

近年来ꎬ相较于近现代晚清民国时期图书

馆史学研究的繁荣ꎬ对具有悠久历史并与传统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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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息息相关的古代图书馆史学研究①反而式

微了ꎮ 在借鉴西方图书馆学先进经验的同时ꎬ
不忘“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 [５１] ꎬ是老一

辈图书馆学家对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所提出

的期望ꎮ 古代文献管理实践活动的很多方面对

今天的采访、编目、检索乃至读者服务都有启示

作用ꎮ 笔者在几年前曾呼吁加强研究和挖掘古

代图书馆学思想中的精华与现实意义[５２] ꎬ近来

也有学者提出古代图书馆学亟待被重新审视而

重现光彩[５３] ꎮ 期待有更多的学界同道加入到复

兴古代图书馆史学研究的行列之中ꎮ
当代图书馆史学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

进展ꎬ但仍需进一步夯实ꎬ“１７ 年”时期之后的图

书馆史研究明显不足ꎮ “越是离现在越近的历

史对今天图书馆事业与学术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就越大ꎬ我们从事历史研究不能远离和逃避现

实ꎮ” [５４] 图书馆史学研究者应摒弃隔代写史的

偏见ꎬ要发挥当代人写当代史所具有的直接观

察、亲身感受、耳闻目染等优势ꎬ这些优势是后

人所不完全具备的ꎮ “最可能真实的历史是当

代史ꎬ因为在你描摹它时它还在ꎬ至少它还存在

于你的印象和感受之中” [５５] ꎮ

２ ９　 拓展地域和空间维度的图书馆史学研究

我国对国外的图书馆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

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ꎬ本世纪以来的研究专著

更局限于美、日、俄等极少数国家ꎬ涵盖多国图书

馆史的通论类著作自老一代专家杨威理著«西方

图书馆史»(１９８８)、杨子竞编著«外国图书馆史简

编»(１９９０)后ꎬ已经中断三十年ꎮ 在“一带一路”
战略背景下ꎬ迫切需要开拓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图书馆史学研究ꎬ以促进文化交流ꎮ 作为海外中

国学一部分的海外学者对中国图书馆史学的研

究也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ꎮ

地域和空间维度的图书馆史学研究还包括

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学学术研究成就的动

态地理分布ꎬ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与

当地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术发展之间的互动

影响ꎬ图书馆人的籍贯、成长环境、迁徙流动及

其对职业发展和学术成就的影响ꎬ以及图书馆

空间变迁史(含图书馆建筑史、馆址变迁史、内
部空间改造史)等ꎮ 这些都是未来需要大力拓

展的领域ꎮ
以上九大研究领域的划分并不是十分严

格ꎬ也存在一定的交叉ꎬ但基本涉及了刚萌发的

新兴研究和热点前沿、当前研究的薄弱领域ꎬ以
及还未引起关注的潜力领域等ꎬ希望能对学界

同道有所参考ꎮ

３　 结语

历史研究殊为不易ꎬ章学诚所谓“才、学、识
三者ꎬ得一不易ꎬ而兼三尤难ꎬ千古多文人而少

良史ꎬ职是故也” [５６] ꎮ 图书馆史学研究不仅是

图书馆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ꎬ而且涉及社会、
文化、教育、经济等多领域ꎬ需要广博的知识面

和敏锐的洞察力ꎮ 面对浩瀚的史料海洋和繁杂

的史事ꎬ研究者要能耐得住寂寞ꎬ具备“板凳要

坐十年冷”的坚强意志和愚公移山的精神ꎮ 中

国的图书馆史学研究者还应有大视野、大胸襟ꎬ
努力构建能与国际接轨又彰显中国特色的图书

馆史学理论和方法体系ꎬ著述具有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ꎬ增强我国图书

馆史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ꎮ
“守住阵地ꎬ一代一代地做下去ꎻ团结协作ꎬ

一点一点地做出来” [５７] ꎬ让我们牢记图书馆史

学家谢灼华先生的教诲ꎬ为图书馆史学研究更

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努力吧!

１２３

① 对我国古代有无“图书馆”和“图书馆学”ꎬ学界尚有争议ꎬ笔者认同古代虽没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
之名ꎬ但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之实的观点ꎮ 本文所指的我国古代图书馆史学是对我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
保存、利用等实践活动和其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的研究ꎬ与古代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叠交叉ꎬ
但并不完全等同ꎬ如单纯对古代文献进行考据辨伪和有关一书目录的研究并不在内ꎮ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六卷　 第二四九期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４９

参考文献

[ １ ]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２３ / ｃ ＿ １１１６３４４０６１ ｈｔｍ (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ｏｒｙ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２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２３ / ｃ＿１１１６３４４０６１ ｈｔｍ.)

[ ２ ] 皮尔斯巴特勒 图书馆学导论[Ｍ]. 谢欢ꎬ译 杜云飞ꎬ审校 北京:海洋出版社ꎬ２０１８:９８ (Ｂｕｔｌｅｒ Ｐ Ａｎ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 Ｘｉｅ Ｈｕａｎꎬｔｒａｎｓ Ｄｕ Ｙｕｎｆｅｉꎬｐｒｏｏｆ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Ｏｃｅ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８:９８.)

[ ３ ] Ｒｅｉｃｈｍａｎｎ 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０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ｄｅａｌｓ ｉｌｌｉ￣

ｎｏｉｓ ｅｄｕ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２１４２ / ６１６９ / １ / 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ｒｅｎｄｓｖ１３ｉ１ｅ＿ｏｐｔ ｐｄｆ.

[ ４ ] 高雄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Ｊ] .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３７(３):３１－３５ (Ｇａｏ

Ｘｉｏ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１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７ꎬ３７(３):３１－３５.)

[ ５ ] 苏全有 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如何走向深入[Ｊ] .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８ꎬ３８(７):３２－３８ ( Ｓｕ Ｑｕａｎｙｏｕ Ｈｏｗ

ｔｏ ｇｏ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ꎬ ２０１８ꎬ３８(７):３２－３８.)

[ ６ ] 袁月 知识考古学视域下的图书馆史观[Ｊ] . 大学图书馆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２９(６):１０３－１０７ ( Ｙｕａｎ Ｙｕｅ Ｔｈｅ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２９(６):１０３－１０７.)

[ ７ ] 肖鹏ꎬ陈润好 «书于竹帛»的诞生:学术出版视域下北美汉学与图书馆学之互动[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ꎬ

２０１９(１):１１０－１２０ (Ｘｉａｏ Ｐｅ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Ｒｕｎｈａｏ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ｏ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ａｎｄ Ｓｉｌｋ: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２０１９(１):１１０－１２０.)

[ ８ ] 张懿范 历史图书馆学新探[Ｊ] . 图书馆界ꎬ１９８７(３):６－７ (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ｆａｎ Ａ ｎｅｗ ｐｒｏｂｅ ｉｎ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ꎬ１９８７(３):６－７.)

[ ９ ] 查尔斯Ｈ布沙ꎬ斯蒂芬Ｐ哈特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技术与阐述[ Ｍ]. 吴彭鹏ꎬ译 王津生ꎬ校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ꎬ１９８７:１２９ (Ｂｕｓｈａ Ｃ Ｈꎬ Ｈａｒｔｅｒ Ｓ 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ｔｉｏｎ[Ｍ]. Ｗｕ Ｐｅｎｇｐｅｎｇꎬｔｒａｎｓ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ｓｈｅｎｇꎬ ｐｒｏｏｆ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７:１２９.)

[１０] 王广禄ꎬ吴楠 数字人文促进方法论革新[ Ｎ]. 中国社会科学报ꎬ２０１７ － ０７ － ０５( ２)  (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ｌｕꎬ Ｗｕ

Ｎ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ｏｄａｙꎬ ２０１７－ ０７－ ０５

(２).)

[１１] 王海光 谈谈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的研究[ Ｎ]. 中华读书报ꎬ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５( ５)  ( Ｗａｎｇ Ｈａｉｇｕａ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ｏ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ｅｅｋｌｙꎬ ２０１５－０７－１５(５).)

[１２] 韩淑举 体笔双健 耕读人生———访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孟广均教授[Ｊ] . 山东图书馆学刊ꎬ２０１１(６):

１－１６ꎬ１２６ (Ｈａｎ Ｓｈｕｊｕ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Ｍ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ｊｕ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 .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０１１(６):１－１６ꎬ１２６.)

[１３] 孟广均  图情 ４６ 年 [ Ｊ] . 图书馆论坛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 ( ４): １５３ － １６１ ( Ｍ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ｊｕｎ ４６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ꎬ２０１８ꎬ３８(４):１５３－１６１ )

[１４]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１９５９年工作总结[ Ｊ] .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ꎬ１９６０(３):５－１２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１９５９[Ｊ] .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１９６０

(３):５－１２.)

[１５] 曹意强 可见之不可见性———论图像证史的有效性与误区[Ｊ] . 新美术ꎬ２００４(２):７－１３ ( Ｃａｏ Ｙｉｑ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ｌｌ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 . Ｎｅｗ Ａｒｔｓꎬ ２００４

１２４



顾烨青: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ＧＵ Ｙｅｑ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２０２０

(２):７－１３.)

[１６] 程焕文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 Ｍ].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ꎬ１９９７:４２ (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 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ａｍｕｅｌ Ｔ Ｙ Ｓｅｎｇ: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Ｔａｉｐｅｉ:Ｓｔｕｄ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Ｃｏ ꎬ

Ｌｔｄꎬ １９９７:４２.)

[１７]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１９２１ꎬ４６(１２):５５５.

[１８] 王玮 文华图书科首班“流失” 学生考[ Ｊ / ＯＬ]. 图书馆论坛ꎬ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４ １３０６ Ｇ２ ２０１９１２０３ ０９４７ ００４ ｈｔｍｌ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Ｊ / 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ꎬ２０１９[２０１９－１２－１０].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

ｔａｉｌ / ４４ １３０６ Ｇ２ ２０１９１２０３ ０９４７ ００４ ｈｔｍｌ.)

[１９] 奥泉和久 図書館史研究をどう進めるか[Ｊ]. 現代の図書館ꎬ２０１０ꎬ４８(２):１０３－１０８ ( Ｏｋｕｉｚｕｍｉ Ｋａｚｕｈｉｓａ

Ｈｏｗ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ｏｄａｙꎬ ２０１０ꎬ４８(２):１０３－１０８.)

[２０] 卓连营ꎬ李晓娟 中国图书馆学著作书目提要(１９０９—２００９) [ Ｍ].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ꎬ２０１２:编纂说

明页. (Ｚｈｕｏ Ｌｉａｎｙｉｎｇꎬ Ｌｉ Ｘｉａｏｊｕａｎ Ｈｅａ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ｓ(１９０９－２００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１２: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 ｐａｇｅ.)

[２１] 庆海涛 «照管图书»及其对图书馆史研究的启示———兼谈西方经典图书馆学著作的汉译[ Ｊ] . 图书馆杂

志ꎬ２０１７ꎬ３６(６):４－８ ( Ｑｉｎｇ Ｈａｉｔａｏ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ｌ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７ꎬ３６(６):４－８.)

[２２] 姚伯岳 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 Ｊ] . 大学图书馆学报ꎬ２０１３ꎬ３１( ６):１０３－ １０８ ( Ｙａｏ

Ｂｏｙｕ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ꎬ ２０１３ꎬ３１(６):１０３－１０８.)

[２３] 赵长海ꎬ刘晓靖 中国图书馆碑铭序记初探[Ｊ] . 图书馆建设ꎬ２０１９(１):８－１２ꎬ２０ (Ｚｈａｏ Ｃｈａｎｇｈａｉꎬ Ｌｉｕ Ｘｉａｏ￣

ｊ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９(１):８－１２ꎬ２０.)

[２４] 本馆消息一束[Ｊ] . 上海市立图书馆馆刊ꎬ１９４８(３):１２ ( Ｎｅｗｓ ｆｒｏｍ ｏｕ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１９４８(３):１２.)

[２５] 谢泳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应用[ Ｍ]. 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ꎬ２０１０:１５７ － １６２ ( Ｘｉｅ

Ｙ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 Ｔａｉｐｅｉ:Ｓｈｏｗｗ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Ｃｏ ꎬ Ｌｔｄ ꎬ２０１０:１５７－１６２.)

[２６] 庞弘燊 １９７９—２０１０年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定量分析[ 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ꎬ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８６－ ９２ ( Ｐａｎｇ

Ｈｏｎｇｓｈｅｎ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７９－２０１０[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８６－９２.)

[２７] 惠澜ꎬ殷环环ꎬ顾烨青 “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Ｊ] . 大学图书馆学

报ꎬ２０１９ꎬ３７(３):５－１２ (Ｈｕｉ Ｌａｎꎬ Ｙｉｎ Ｈｕａｎｈｕａｎꎬ Ｇｕ Ｙｅｑ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Ｆｏｒｕｍｓ 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３７(３):５－１２.)

[２８] 程焕文 序二[Ｍ] / / 任家乐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ꎬ２０１８:３ (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

ｗｅｎ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ＩＩ[Ｍ] / / Ｒｅｎ Ｊｉａ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１８:３.)

[２９] 武旭ꎬ马慧 我国大陆图书馆史研究进展[Ｊ] . 高校图书馆工作ꎬ２０１３ꎬ３３(３):１７－２１ (Ｗｕ Ｘｕꎬ Ｍａ Ｈｕｉ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ꎬ ２０１３ꎬ３３(３):

１７－２１.)

[３０] 李振宏ꎬ刘克辉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Ｍ].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１２１－１２２ (Ｌｉ Ｚｈｅｎｇｈｏｎｇꎬ Ｌｉｕ Ｋｅ￣

１２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六卷　 第二四九期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４９

ｈｕｉ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Ｍ]. Ｋａｉｆｅｎｇ:Ｈｅ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１２１－１２２.)

[３１] 樊松林 中国科技情报发展通论[Ｊ] . 中国社会科学ꎬ１９８４(１):１９３－ ２２２ ( Ｆａｎ Ｓｏｎｇｌ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８４ ( １):

１９３－２２２.)

[３２] Ｗｕ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０.)

[３３] 呉建中ꎬ邱五芳ꎬ金暁明ꎬ等 中国の図書館と図書館学:歴史と現在[Ｍ]. 沈麗雲ꎬ櫻井待子ꎬ川崎良孝ꎬ译.

京都:京都大学図書館情報学研究会ꎬ２００９ (Ｗｕ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ꎬＱｉｕ Ｗｕｆａｎｇꎬ Ｊｉｎ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ꎬｅｔ 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 Ｍ ]. Ｓｈｅｎ Ｌｉｙｕｎꎬ Ｓａｋｕｒａｉ Ｍａｃｈｉｋｏꎬ Ｋａｗａｓａｋｉ Ｙｏｓｈｉｔａｋａꎬ

ｔｒａｎｓ Ｋｙｏｔｏ:Ｋｙｏ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０９.)

[３４] Ｘｉｅ Ｊｉｎｇｚｈｅｎꎬ Ｌａｕｒａ Ｒ Ｔｈｅ Ｏｃｔａｇｏｎａｌ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ａｃａｏ: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Ｃｕｌ￣

ｔｕｒｅ: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２０１７ꎬ５２(１):１１４－１３７.

[３５]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ｚｈｉꎬ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２０１８ꎬ３４(４):２１７－２３３.

[３６] 吴晞 图书馆史话[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Ｗｕ Ｘｉ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

[３７]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协关于聘任第六批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ｔ ｏｒｇ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９ / ２ / ２ / ａｒｔ＿４５９＿８８６１７ ｈｔｍｌ (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ｃｈｉｅ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３－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ｔ ｏｒｇ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９ / ２ / ２ / ａｒｔ＿４５９＿８８６１７ ｈｔｍｌ.)

[３８] 三浦太郎 日本図書館史研究の特質―最近１０年間の文献整理とその検討を通じて[ Ｊ]. 明治大学図書館

情報学研究会紀要ꎬ２０１２(３):３４－４２ ( Ｍｉｕｒａ Ｔａｒｏ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ꎬ Ｍｅｉ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２(３):３４－４２.)

[３９] 谢欢 “图书馆教育”一词含义的历史演进———基于对各时期代表性图书馆学通论性著的概念史考察[ Ｊ] .

图书情报知识ꎬ２０１６(６):３２－４１ (Ｘｉｅ Ｈｕａ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６(６):３２－４１.)

[ ４０] Ｓｔａｕｆｆｅｒ Ｓ Ｍ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 ｏｆ ｂｏｏｋｓ:ｗｈｉｔ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ｕｌ￣

ｔｕｒｅ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７ꎬ１(２):１９４－２１２.

[４１] Ｔａｙｌｏｒ Ｍ Ｌ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ｏｍａｓ Ｂ Ｃａｔｒ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Ｈｉｓ￣

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８ꎬ２(１):１－２３.

[４２] Ａｍｅｓ Ａ Ｌ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ꎬ ｃａ １８８７–１９２０[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８ꎬ２(２):

１０３－１２６.

[４３]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ｏ Ｄ “ Ｗｅｌｌ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Ｗｅｌｌ Ｂｏｕｎｄ”:ｔｈｅ ａｎｔｅｂｅｌｌｕ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ｏｍ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８ꎬ２(２):１２７－１５０.

[４４] 程焕文 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ꎬ１９９２(２):３５－４２ꎬ９３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ｐｉｒｉ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１９９２(２):３５－４２ꎬ９３.)

[４５] 顾犇 技术史随感[Ｊ] . 图书馆论坛ꎬ２０１７ꎬ３７(１１):３５－４０ ( Ｇｕ Ｂｅｎ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ꎬ ２０１７ꎬ３７(１１):３５－４０.)

[４６] 帕特里克曼宁 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Ｍ]. 田婧ꎬ毛佳鹏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６:２５６ ( Ｍａｎ￣

ｎｉｎｇ Ｐ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ｓｔ[Ｍ]. Ｔｉａｎ Ｊｉｎｇꎬ Ｍａｏ Ｊｉａｐｅｎｇꎬ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１２６



顾烨青: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ＧＵ Ｙｅｑ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２０２０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２５６.)

[４７] 肖珑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引进回顾与前瞻———写在 ＣＡＬＩＳ 项目建设２０周年之际[ Ｊ] . 大学图书馆学报ꎬ

２０１９ꎬ３７(３):１８－２７ꎬ６６ (Ｘｉａｏ Ｌｏｎｇ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ｆｏｒ ２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３７ ( ３):１８ －

２７ꎬ６６.)

[４８] 谢文文 修史编志ꎬ以启未来———第三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Ｊ] . 图书情报知识ꎬ２０１９(３):１２３－１２９

(Ｘｉｅ Ｗｅｎｗｅｎ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ｎａｌ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９(３):１２３－１２９.)

[４９] 陈幼华ꎬ黄文丽ꎬ郝雁 论«思源籍府书香致远: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史»的编纂[ Ｊ] .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

工作研究ꎬ２０１６ꎬ２６( ２):４７ － ５１ ( Ｃｈｅｎ Ｙｏｕｈｕａꎬ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ｌｉꎬ Ｈａｏ Ｙａｎ Ｏｎ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２６(２):４７－５１.)

[５０] 長尾宗典 近年の図書館史(単館史)編纂の傾向[Ｊ] . カレントアウェアネスꎬ２０１５(３２５):１１－１４ ( Ｎａｇａｏ

Ｍｕｎｅｎｏｒｉ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３２５):１１－１４.)

[５１] 佚名 本刊宗旨及范围[Ｊ] . 图书馆学季刊ꎬ１９２６ꎬ１( １):封二 ( Ａｎ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ｏｕ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１９２６ꎬ１(１):ｆｒｏｎｔ ｃｏｖｅｒ.)

[５２] 顾烨青 当代图书馆学界不应忽视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读周余姣著«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

究»有感[ Ｊ] .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３６ ( ５):３８ － ４１ ( Ｇｕ Ｙｅｑ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ｒｃｌ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ｉｇｎ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ａｏｓ Ｚｈｅｎｇ Ｑｉａｏ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ｃｈｅｎｇｓ Ｂｒｏａｄ－ｓｅｎｓｅｄ Ｅ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６ꎬ３６(５):３８－４１.)

[５３] 龚蛟腾ꎬ方雯灿ꎬ易凌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重新审视[Ｊ] . 图书馆学研究ꎬ２０１８(１５):２－８ ( Ｇｏｎｇ Ｊｉａｏｔｅｎｇꎬ

Ｆａｎｇ Ｗｅｎｃａｎꎬ Ｙｉ Ｌｉｎｇ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８

(１５):２－８.)

[５４] 竹帛斋主 风气与责任:第一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开场白[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５].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ｓ / ｂｌｏｇ＿４９７８０１９ｆ０１０００５ｅｖ ｈｔｍｌ (Ｚｈｕｂｏｚｈａｉｚｈｕ(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Ｂａｍｂｏｏ ａｎｄ Ｓｉｌｋ Ｓｔｕｄｉｏ) .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５]. ｈｔ￣

ｔｐ: / / ｂｌｏｇ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ｓ / ｂｌｏｇ＿４９７８０１９ｆ０１０００５ｅｖ ｈｔｍｌ.)

[５５] 王学典 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 Ｊ] . 山东社会科学ꎬ２００９(１１):２９－３２ ( Ｗａｎｇ Ｘｕｅｄｉａ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ｕｒ￣

ｇｅｎｃ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９(１１):２９－３２.)

[５６] 章学诚 文史通义新编[Ｍ]. 仓修良ꎬ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３:１８１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ｃｈｅｎｇ 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ｎ ｓｈｉ ｔｏｎｇ ｙｉ[Ｍ]. Ｃａｎｇ Ｘｉｕｌｉａｎｇꎬ ｅｄ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１９９３:１８１.)

[５７] 王蕾 敬惜字纸:读网时代的纸张崇拜和文献情结———“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纪

要[Ｊ] . 图书情报知识ꎬ２００８(４):１０３－１０４ (Ｗａｎｇ Ｌｅｉ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ｐａｐｅｒ:ｐａｐｅｒ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２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８(４):１０３－１０４.)

顾烨青　 江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ꎮ 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２２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１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０４)

１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