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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凡

摘　 要　 日本的图书馆史研究在概念辨析、研究方法、研究视野方面颇具特色。 本文通过对庆应大学所藏图书馆

史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总结日本图书馆史研究的特点。 在理论方面，注重方法论的探讨与研究领域的划分，如关

于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思想史的认识，以及对日本图书馆史研究分野的概括等；在内容方面，由图书馆

史研究分化为图书馆学史研究、图书馆思想史研究，后来细化为运动史、服务史、藏书史、人物传记等各个主题；在

研究基础方面，日本图书馆史有教材、史料和工具书；在组织方面，１９８２ 年成立专门研究图书馆史的组织图书馆

史研究会，１９９５ 年后改名为日本图书馆文化史研究会，通过召开专门会议与发行刊物进行研究交流，开展学术批

评；在研究视野上，秉承了日本受容文化的特色，研究视野宽广，并不限于日本，对世界图书馆史，以及中美德英俄

等各主要国家的图书馆史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翻译著作多、国际研究著作多的特点。 日本图书馆史研究

的这些成果和特点可为我国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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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图书馆界开展图书馆史研究较早，
１９０１ 年关西文库协会创办的日本第一种图书馆

杂志《东壁》的第四期上就刊登有一篇《美国近

世图书馆年表》，把 １６３８ 年哈佛大学图书馆建

立以来美国图书馆发生发展的历史按年代详细

排列，同时把日本图书馆发生发展的历史也混

排其中［１］ 。 １９２１—１９３４ 年，和田万吉在文部省

图书馆讲习所讲授图书馆史，以他的授课笔记

为基础整理的《图书馆史》于 １９３６ 年出版［２］１７５ ，
和田万吉的《图书馆史》是笔者见到的日本最早

的图书馆史专著。 １９２９ 年，我国学者马宗荣在

日本留学期间用日文撰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

的史的研究》，先后发表在日本两种刊物《圕研

究》和《教育思潮研究》 上，１９３０ 年他回国后又

撰写了《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史的研究》，即使在

当时的日本，该文也算得上是研究日本图书馆

史的重要论文［３］ 。 可见采用历史方法对图书馆

的发展进行研究，是中日两国学者都擅长的领

域，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史学的治学传

统对两国学者的巨大影响，对于一种新兴的事

物与学问，他们往往不约而同地采用历史方法

和比较方法来认识和研究。
图书馆史研究在日本很受重视，正如日本

图书馆协会会长永井道雄于日本图书馆协会百

周年之际所说的那样，图书馆的历史是与一国

的社会、文化、学术进程轨迹相一致的，对图书

馆史的研究，不仅对图书馆今后的发展和飞跃

具有重要意义，也关系到该国的学术文化发

展［４］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因此，日本

图书馆协会出版了不少图书馆史方面的著作，
如《图书馆运动五十年》 《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形

成》《近代日本图书馆的进程》《现代的公共图书

馆：半世纪的进程》《公共图书馆服务：运动的历

史》等，而且每逢重大周年纪念，该协会还要回

顾其走过的历程，如《日本图书馆协会五十年

史》《日本图书馆协会六十年略谱：１８９２—１９５１
（明治 ２５ 年—昭和 ２６ 年）》《日本图书馆协会 ８０
年史年表：１８９２—１９７１》 《日本图书馆协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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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２—１９９２》《近代日本图书馆的进程：日本图

书馆协会创立百年纪念》等，这些里程碑式的总

结对于倡导和促进日本图书馆史的研究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总体上看，日本图书馆史研究颇为发达，不

仅成果数量多，而且研究主题丰富，研究领域细

化，研究基础扎实，研究的组织性计划性强，研
究视野宽广。

１　 日益细化和丰富的研究领域

日本图书馆史研究，经历了从总体（图书馆

史），到重要方面（图书馆学史、图书馆思想史

等），再到更为细化的专题和专史（图书馆制度

史、运动史、服务史、经营史、藏书史等） 的发展

历程。 以下通过武居权内、河井弘志、三浦太郎

等人的研究，对此进行解析。

１．１　 武居权内关于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图书

馆思想史的认识

从武居权内对图书馆史研究的轨迹来看，
他是从研究图书馆史入手，继而研究图书馆学

史，最后写成《日本图书馆学史序说》专著。 他

的贡献在于：一是明确了日本图书馆史的研究

方法和内容范围；二是强调图书馆学史对于图

书馆学成立的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应

该是日本图书馆学的一个重要奠基人；三是对

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图书馆思想史的相互

关系进行初步辨析，并且明确了日本图书馆学

史应有的内容，丰富了图书馆史理论研究。
１９３７ 年武居权内发表了《日本图书馆史的

方法》 ［５］ 一文，不仅对明治以来的日本图书馆史

研究进行梳理，将其概括为通史的叙述、特殊的

研究、地方史的研究、资料四个方面，而且区分

了图书馆史的两种立场。 一种是从图书馆学立

场出发，把图书馆史当作图书馆学的一部分加

以考虑，以图书馆为中心，从图书馆出发考察图

书馆史，说得通俗易懂些，就是图书馆员的图书

馆史；另一种是从历史学立场出发，把日本图书

馆史作为特殊史，从特殊史与一般史的关系进

行叙述。 指出特殊史离不开历史的思维，离开

日本历史的发展，去考虑日本的具体事物的发

展是不可能的，正如考察日本衣着的发展，离不

开对日本人的生活、日本的文化的考察。 研究

日本图书馆史，离开日本的文化、日本人的精神

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该文表明他首先作为一

个历史学者，其次才是图书馆学者的研究立场。
１９５０ 年日本颁布《图书馆法》以后，图书馆

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学研究日益受

到重视。 武居权内也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图书

馆学史，先后撰写了《日本图书馆学的发展》 ［６－７］

和《关于图书馆学史》 ［８］ ，强调研究图书馆学史

对确立图书馆学的重要性。 他指出，以往的图

书馆学，只着眼于现状和今后应有的状态，而缺

乏对历史的研究，不能不说作为一门学问忽略

了其中最重要的要素。 大凡一门学问要想成

立，必须经过不断研究和发展，从这一点看，如
果期待图书馆学将来仍能存在，必须把握从前

的图书馆学的发展状况，这是第一紧要的。 对

过去的理论和实际进行叙述、究明，使图书馆学

的各种要素和历史状况都鲜明了，真实的状况

都揭示了，这是第一步；在此之上，对图书馆学

的学问构成进行证明、检验、揭示，才是图书馆

学理想的状态，也是必要的研究课题。 只有当

历史的事实发展得到证明，真实的状况得到把

握，并且对于现在和将来也能把握的时候，才打

下了这门学问的基础，没有历史考察，这门学问

就不成立。
他对日本图书馆学史研究提出了明确的目

标，就是要探明日本的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作
为一门学问发展的过程以及它的特征。 探明明

治以来存在的或形成的图书馆学的理论和实际

问题，在确定其特殊性的同时，还能探明其相互

的历史关联。 终极目标，是对图书馆学的学问

形成进行检讨，以确认其最适当的形态。
武居权内持续在这一领域开垦，于 １９６０ 年

出版了《日本图书馆学史序说》一书。 该书对日

本的图书馆学的学说和思想，图书馆和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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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发展历史进行探索，明确了图书馆史与图

书馆学史的区别与联系。
他指出，图书馆学史不是图书馆史，图书馆

史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历史，而图书馆学史是

探索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 当然，只要图书馆

学作为一门学问成立，就有可能存在图书馆学

史［２］１０ 。 这句话换个方式可以理解为，图书馆学

产生之前是不可能有图书馆学史的，所以他把

日本图书馆学产生之前的历史命名为“图书馆

学前史”。 “图书馆学前史”的命名对于我们处

理中国古代关于藏书整理和管理的学问是有一

定的参考作用的。
他认为，虽然完全脱离图书馆史的图书馆

学史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在研究图书馆学史

的时候，仍然考虑在时代背景下对图书馆史的

要素进行叙述，把图书馆学的发展放在国家和

社会之中进行考察。 他强调日本图书馆学史还

要对一些图书馆现象如图书馆教育和读书指导

等加以考察和叙述，要关注日本图书馆学者与

外国的交流，尤其是与美国的交流。
关于图书馆思想史，他明确强调对图书馆

思想史的考察是图书馆学史的重要内容，因为

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可能脱离时代思

想的影响［２］１６ 。

１．２　 河井弘志对于图书馆史、图书馆思想史和

图书馆学史三者关系的辨析

相对于武居权内，河井弘志关于图书馆史、
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思想史三者关系的辨析更

进一步。 ２００４ 年，河井弘志在日本图书馆文化

研究会上曾就图书馆史、图书馆思想史和图书

馆学史三者关系做过特别演讲［９］ ，后来又在

２００８ 年出版的《德国公共图书馆思想史》一书中

对这一主题进行深入阐述。 从他的阐述中，我
们能够看到他在自觉地从哲学角度，具体说是

用观念论历史观来诠释自己的图书馆史观。
河井弘志指出，一般来说，图书馆史优先记

录客观事实，而对理论和思想进行正确记述很

难。 但是他强调，著史时要考虑理念和意识，图

书馆思想和图书馆学作为“观念”，都是在记述

图书馆史中不能无视的重要史实。 没有观念的

图书馆史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历史记述，只有当

图书馆的思想史与图书馆史相重合，才能看到

正确的图书馆史［１０］３ 。
他认为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思想相互重复的

领域比较多，划定界限比较困难，二者之间的不

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１）图书馆学是针对实践题目以尽可能客

观的立场进行考察，而图书馆思想则总是以图

书馆员把自己当作实践主体为前提而形成的。
这就是图书馆学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不调和的

原因。
（２）图书馆学是对理论简单易懂、条理清楚

的论证，而图书馆思想局限于复杂的难以明确

判断的实务和实践，还包括模糊不清的思想。
（３）图书馆学是把个别的题目拿出来研究

并予以解答，而图书馆思想总是和世界观、人生

观结合在一起来表达。
（４）图书馆学内部不允许有矛盾和对立，而

图书馆思想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对立，
而且还可能变为现实，通过增大对思想分歧的

包容性，来防止群体的分裂［１０］２１－２３ 。
他认为很有必要探讨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

史的关系，例如目录理论与同时代的分类编目

的实践、各种目录，以及根据目录理论而进行的

目录法改革结果之间的关系，对它们一同进行

探讨就很重要。

１．３　 三浦太郎对 ２００２ 年以后五年间日本图书

馆史研究分野的概括

如欲了解 ２１ 世纪以来日本图书馆史的研究

内容，最为简捷的办法是参考三浦太郎对图书

馆史研究的综述。 ２００８ 年，三浦太郎把日本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五年间图书馆史研究的特色概括

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图书馆史研究方法论的重

新追问，二是对战后日本图书馆史的定位，三是

对人物的关注。 他将其他不属于上述范围的图

书馆史研究内容划分为日本和海外两部分［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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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对图书馆史研究方法的重新追问，是
指这五年间图书馆正处于变革期，人们针对图

书馆的公共性、经营状况的变化、新服务理念等

一系列现代课题展开讨论，对图书馆史研究分

野问题，甚至图书馆是什么，以及图书馆史研究

方法论等问题都重新拿出来讨论。 比如，石井

敦对战后图书馆史研究动向的回顾，藤野幸雄

提出女性史的视点，岩猿敏生提出把握图书馆

史的方法应该从时代区分着手，河井弘志的德

意志图书馆史研究涵盖了谱系源流、图书馆的

发生史、制度史、运动史、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

思想史诸多方面，三浦太郎提出重新认识历史

并扩充口述历史为研究素材。
所谓对日本战后图书馆史的定位，是指在

这五年中多见对战后日本图书馆的实践进行历

史评价，如对“中小城市公共图书馆运营” （即

“中小报告书”， １９６３ 年）、 “ 市民的图书馆”
（１９７０ 年）的评价，以追问现在的图书馆究竟应

该如何办理才好。 如《现代社会公立图书馆应

该发挥什么作用？》《市民的图书馆》、“战后公共

图书馆实践再检验”研讨会、《公共图书馆服务

运动的历史》等研究或探讨。 此外还有对儿童

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乡村图书馆运动、图书馆

与诊疗所分离的图书馆解放运动，以及战后美

国对日本图书馆改革政策的总结和评价。
所谓对人物的关注，是指这一时期出版了

不少人物传记，研究群体人物的成果包括《民间

情报教育局图书馆回顾》《图书馆人物传》，以及

根据《牛津英国传记事典》 （２００４ 年） 编纂的英

国图书馆人研究。 而金森徳次郎、浅野七之助、
森清、中田邦造、佐野友三郎、高津半造、加藤花

子、田中不二麿等图书馆界的重要人士，则有了

专门的传记。
三浦太郎对这个时期无法归入上述三类的

图书馆史研究，采取按地域划分的方式，分为日

本与海外两部分。 海外研究包括对美国和德国

图书馆史的研究。 而日本研究方面，他用“战时

图书馆”来概括战时中国领土上与“满洲” “抚

顺”“满铁”“台湾”“殖民地”等主题词相关的图

书馆史内容，可见日本图书馆学界在此方面有

相当多的研究，这应当引起中国学者的足够重

视，我们不能让后人只看到日本单方面的研究

和见解。

２　 研究基础扎实

日本图书馆史研究基础扎实，有其相应的

图书馆史的教材、史料和工具书等。 教材对于

普及图书馆史的研究成果，培养研究人员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专门的史料集与工具书又为研

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２．１　 教材

日本图书馆史的内容进入教材，虽非创举，
却是保证其研究基础扎实的一个有效措施。 日

本图书馆协会的《 ＪＬＡ 图书馆情报学教科书丛

书》，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已经先后出版了三版，每一

版中，图书馆史都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在列，课
程的性质是司书养成科目中的选修课 （ 乙类

课）。 在第一、二版中，名为《图书及图书馆史》，
在第三版中更名为《图书·图书馆史》，小黑浩

司等人一直是这门教材的主要编著者。 该教材

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媒介史，以日本为中心，重点

放在近现代时期，以公共图书馆作为主要内容。
尽管以介绍入门知识为主，仍然注意及时吸收

日本图书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该书的编著者认为，要更好地理解诸如图

书馆概论、图书馆情报资源概论、终生学习概

论、图书馆服务概论、儿童服务概论等各门必修

课的内容，掌握其中关于历史的内容是非常重

要的，但是把各门课的历史分开来学是不充分

的，因而将它们综合起来，当作基础进行学习。
他希望学生能通过历史内容的学习，探究图书

馆学那些超越时代的不变的真理。
２０１３ 年出版的最新教材 《图书· 图书馆

史》 ［１２］ ，篇幅在 １５０ 余页，图表较多，简明易懂。
该书篇章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记录媒体的历

史”，包括 １０ 个单元：纸以前的记录媒体、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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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形态史、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种类、大量

印刷的时代、杂志新闻的历史、近代的大众媒

体、媒体的多样化、新媒体。 第二部分“图书馆

的历史：世界”，包括 ５ 个单元：图书馆的源流、
中世的图书馆、近世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成

立、近代的图书馆。 第三部分“图书馆的历史：
日本”，包括 １０ 个单元：前近代日本的图书馆、
近代图书馆的诞生、民主与图书馆、战时体制下

的图书馆、战后改革与图书馆、战后民主主义与

图书馆、市镇村立图书馆的振兴与居民、自治政

策中的图书馆、儿童与读书图书馆、科学技术的

发达与图书馆。 后附三个选读：“辞书事典的历

史：西洋篇”“辞书事典的历史：东洋篇”“日本的

图书馆杂志”。
除了日本图书馆协会 ＪＬＡ 以外，其他图书

馆情报学丛书中也有图书馆史教材，如 ２０１４ 年

绵拔丰昭所著《图书·图书馆史》 ［１３］ ，该教材同

样简明扼要，依次叙述文字、记录媒体、图书形

态、图书出版、图书及图书馆史，虽然作者对日

本图书出版、日本文库历史、日本图书馆史和现

代日本的图书馆着墨较多，但读者仍能从中感

受到中国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及传播对于世界

文明尤其是对图书和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意义。
另外，日本图书馆界对图书馆史教材的研

究也是非常重视的，早在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年，藤野幸

雄就先后写过两篇关于图书馆史教科书改订的

论文，其一是《论阿布拉莫夫的＜苏联图书馆事

业历史＞》，其二是《关于约翰父子公司的＜西欧

世界图书馆史＞》，先后发表在《图书馆史研究》
第 ２、３ 期上。 ２００２ 年岩猿敏生发表在《图书馆

文化史研究》第 １９ 期上的《日本图书馆史的时

代区分》一文指出，以往日本图书馆史教科书只

是简单采用一般通史的时代区分方法，而没有

基于一定的历史观来进行时代区分。

２．２　 史料

日本图书馆史研究的史料工作颇为扎实，
就笔者所见，印象较为深刻的有三种：大佐三四

五和武居权内有关专著中的附录，以及石井敦

的专门史料集。
１９５４ 年， 大佐三四五的 《 图书馆学的展

开》 ［１４］ 一书中，有一个“图书馆学事项简略年

谱”，内容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地图书馆学

相关事项，书后附录内容很丰富，包括《图书馆

法》《图书馆法施行令》 《学校图书馆法》 《学术

奖励审议会令》《学术文献综合目录分科审议会

运营规则》 《国立大学图书馆改善研究会规程》
《国立大学图书馆改善要项及解说》 《对图书馆

专门职员司书和司书补资格检定有关规定》等。
１９６０ 年武居权内的《日本图书馆学史序说》

一书中，有一个详细的《日本图书馆学史年表》，
时间跨度从公元 ７１６ 年至 １９５８ 年，详列“图书馆

学史”与“图书馆史及文化史”两项重要内容。
１９８９ 年石井敦所编《图书馆史：近代日本

篇》 ［１５］ 是一本专门的图书馆史料集，是《新图书

馆学教育资料集成》中的一种，这套资料集成按

照一定的体系编排，并对资料的意义、出处等进

行简单解说，为学习图书馆学的学生提供最低

限度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其目的在于

供更多人对日本近代图书馆史进行研究，并让

新入图书馆界的年轻人能够正确把握日本图书

馆的基本情况，从而对未来图书馆的发展充满

信心。
该书共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走向图书

馆创设之路”，从明治新政府把图书馆当作富国

强兵、文明开化诸政策中的一环从外国移植过

来开始讲起，内容包括：图书馆思想的导入、新
闻纵览所与集书院、文部省书籍馆与地方书籍

馆、自由民权运动与图书馆。 第二部分“图书馆

活动态势的确立”，包括：教育会经营的图书馆、
图书馆相关法规的变迁、帝国议会与国库补助

法案、公共图书馆活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运

动与图书馆。 第三部分 “被扭曲的图书馆群

像”，该标题非常有意思，囊括了这段历史时期

图书馆曾经发挥的各种社会功用，包括图书馆

向思想善导机关发展、图书馆向社会教育行政

机构发展、法西斯体制下的图书馆、劳动者和农

民的图书馆、战时图书馆五个阶段。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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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市民的图书馆发展”，包括图书馆法制定以

前、图书馆法公布之后的摸索、大发展三个阶

段。 书后附有公共图书馆统计、日本公共图书

馆年表。 该书史料详细，编排系统而条理，可与

李希泌和张椒华所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

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相媲美。 尤其是

作者对各个阶段史料的组织和命名下了不少工

夫，不仅给读者以明晰的发展脉络，也体现了日

本学者的独特视角。

２．３　 工具书

日本图书馆协会从 １９５３ 年开始逐年编辑出

版《日本的图书馆》，内容有统计篇和名簿篇；从
１９８２ 年开始逐年编辑出版《图书馆年鉴》，内容

有图书馆概况、图书馆统计、图书馆名簿。 此

外，图书馆史方面还有一些学者和机构编制了

书目工具书，如 １９７０ 年的《图书馆史相关文献

目录》 ［１６］ 、 １９７４ 年的 《 外国图书馆史文献目

录》 ［１７］ 、 １９７５ 年的 《 东京图书馆相关文献年

表》 ［１８］ 。

３　 研究组织严密

日本有一个专门研究图书馆史的组织，叫
做图书馆史研究会，于 １９８２ 年成立，１９９５ 年改

名为日本图书馆文化史研究会。 这个研究会从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起，发行机关志《图书馆史研究》，为
年刊，从 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３ 卷开始改名为《图书馆文

化史研究》。 该研究会将其描述为“唯一的俯瞰

图书馆文化史与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论文集”。
图书馆史研究会成立之初，规模虽然不大，

却组织严密，并制定了会则，分别规定研究会的

名称、研究会的召开与机关志的出版、会员年会

费的缴纳、事务局与指导委员会的设置等。 每

年研究会的活动情况均记载在当年的机关志

上，有着很强的连贯性。
根据 １９８５ 年第 ２ 期《图书馆史研究会的活

动经过》和 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本会活动的记录》等

文的介绍，该会的发起人有石井敦、河井弘志、

川崎良孝、寺田光孝、常盤繁、藤野幸雄 ６ 人，他
们于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向全国大约 ５０ 余位图书

馆史研究者发出了成立图书馆史研究会的意向

书，意向书中对当时图书馆史研究状况表示担

忧，希望能开展讨论和研究，并设立一个专门且

独立的发表场所，提出对图书馆史研究对象的

范围不要从地域和时代上进行限制。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图书馆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
除了研究大会，还召开研讨会（ Ｓｅｍｉｎａｒ）。 除了

机关 志 《 图 书 馆 史 研 究 》， 还 发 行 通 讯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主要刊登书评、评论和文献介绍

等，每个作者都能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促进了学术批评。 １９８４ 年底，该会会员人数达

到 １２４ 名，远超发起人的预想，会员年会费１ ０００
日元，入会没有任何限制，只要跟事务局联系即

可。 最初指导委员会委员由发起人连任，编辑

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由指导委员独占，后来情

况有所改变，几个委员会都吸纳会员参加，其中

指导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每年更换其中的

１ ／ ３，让更多的会员参加到筹划指导中；编辑委

员会和研究委员会也变得更加开放。
《图书馆史研究》与后继的《图书馆文化史

研究》，每期刊文数量大多为四、五篇，偶尔数量

较多，但不超过十篇。 每期都有编辑后记，主要

介绍本期稿件内容、国内外图书馆史研究趋势，
以及本次会议主要议题等。 比如，第 １ 期编者表

达了用稿倾向———方法论、学术批评、传记、口
述历史等方面的内容；第 ２ 期编者指出二战以

后，图书馆史的专刊共有三种，第一种是 １９６６ 年

创刊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二种是 １９６７
年创刊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三种则是该刊，即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注：１９９６ 年改

名为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 ３ 期是地方图书馆史

专辑；第 ４ 期是民主主义运动盛行期的图书馆运

动，等等。 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２ 期的编辑后记针对会员

投稿数量较少的情况，向年轻的研究者提出期

望———要多贡献新鲜的研究话题。 另外，这期

编辑后记还总结了该研究会近年的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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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召开一次研究集会（总会）、三次例会，发行

１ 期机关志、４ 期通讯。 通讯上主要刊登活动指

南、报告、投稿、情报交换等内容，部分电子版全

文可以从该协会的主页上看到。
与日本大多数图书馆学期刊类似，无论是

《图书馆史研究》，还是后来的《图书馆文化史研

究》，都没有全文数据库可供检索利用，尽管在

该研究会主页上有该刊各期目录可供查询，但
只有个别作者在网络上将其论文全文公开，开
放获取。 很显然，在数字时代，该刊目前的情形

影响了其研究成果的使用和传播。

４　 研究视野宽广

日本图书馆史研究视野宽广，并不限于日

本，对世界图书馆史，以及中美德英俄等各主要

国家的图书馆史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仅翻

译著作多，而且有独立见解的专著也不少。 前

面提到的和田万吉所著《图书馆史》就是一本世

界图书馆史，为日本的图书馆史研究开了一个

好头。
１９９９ 年，寺田光孝、加藤三郎、村越贵代美

三人合著的《图书及图书馆史》 ［１９］ 一书的序文

中有一番话解释了这种国际化眼光的由来，他
们认为，图书馆历史首先应该讲述日本图书馆

的历史，但是日本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受容文化，
正是由于对世界文化的接受和摄取，才形成了

独自的文化，图书馆也是如此。
基于以上考虑，他们笔下的图书馆史，在内

容安排上将西洋图书馆的历史、中国图书馆的

历史、日本图书馆的历史并列为三大块，再将每

一块按时代进一步划分。 ①把西洋部分划分为

古代的图书馆、中世的图书馆、近世的图书馆、
近代的图书馆、２０ 世纪的图书馆五个阶段。 古

代部分讲述文字的产生和记录、古巴比伦和古

埃及、古希腊和亚历山大图书馆、古罗马、初期

基督教。 中世部分讲述修道院图书馆、东罗马

帝国、伊斯兰世界图书馆、欧洲中世后期。 近世

部分讲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的图书馆、启

蒙时代的图书馆、大众读书时代。 近代部分讲

述近代社会图书馆、法国图书馆、德国图书馆、
英国图书馆、欧洲其他各国图书馆、美国图书

馆。 ２０ 世纪讲述社会背景、各国图书馆动态、国
际图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图书馆、现代的图书

馆。 ②把中国部分划分为古代（先秦—汉）、中
世（魏晋南北朝—唐）、近世（宋—清）、近现代

（民国以来），分别讲述纸发明以前的图书和图

书馆、写本时代的图书和图书馆、印刷时代的图

书和图书馆、机械印刷时代的图书和图书馆。
该部分的写作参考了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

和图书馆史》和焦树安的《中国藏书史话》。 ③
把日本部分划分为古代的图书馆、中世的图书

馆、近世的图书馆、近代的图书馆、现代的图书

馆，分别讲述奈良平安时代、镰仓·室町·安

土·桃山时代、江户时代、明治大正时期、昭和

时期的图书馆。 该书后附《图书馆文化史略年

表》，以时间为序，分两列进行对比，一列是西洋

史实，另一列则是中日史实混合排列，该列隋唐

之前史实以中国居多，之后以日本居多。
２００３ 年，藤野幸雄曾经写过一篇《比较图书

馆史的方法》，也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国际化眼光

的重要性，他指出，历史是人创造的，一个国家

图书馆的特征和特色，能让其他国家图书馆通

过学习其历史而受益［２０］ 。

４．１　 翻译著作

在图书馆史研究的翻译引进方面，日本图

书馆界一直有着良好的传统。 从明治时期开

始，对于欧美图书馆观念和知识的引进就有三

条路径，一是向欧美派遣考察者和留学生，二是

招聘欧美的学者和技术人员，三是翻译欧美的

原著与报刊［１５］１３ 。
中国图书馆史的翻译引进方面，１９２８ 年间

宫不二雄创办了《圕研究》季刊，开始系统地介

绍和翻译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 根据笔者

有限的检索，１９３７ 年福田敏之翻译了濮秉钧的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２１］ ，距原文发

表时间很短。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松见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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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图书馆史方面的有关内容陆续翻译为日

文，１９５８ 年他将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史略》翻

译发表在《图书馆界》 上；１９６３ 年、１９８０ 年他先

后将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及其修订版翻译

出版；刘国钧的另一本著作《中国书的故事》，经
他翻译后连载在 １９６７—１９７８ 年的《东海地区大

学图书馆协议会志》 上，该书经过郑如斯修订

后，于 １９８３ 年再次被他翻译出版［２２］ 。 一些关于

中国图书馆史的论文也相继翻译成日文，如黄

宗忠的《新中国图书馆事业 ３０ 年》、张树华的

《四十年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实践与理论进展》、
吴慰慈的《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 ６０ 年》等。

２１ 世纪以来，上海图书馆吴建中馆长的有

关著作被川崎良孝等人翻译为日文出版，如《２１
世纪的图书馆：世界中的中国图书馆（英文版）》
《中国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历史与现在》 《无所

不在的图书馆：转型与超越（英文版）》 《图书馆

与社会：上海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英文版）》等，以及吴

建中馆长的其他一些非图书馆史方面的著作。
此外，他们还超越了一般著者和译者的关系，于
２００１ 年合著出版了《对 ２１ 世纪图书馆的思考：
中国、日本、美国》。

不仅对中国图书馆史著作，对于美国图书

馆史著作，川崎良孝也翻译了不少，其原因用他

自己的话可以很好地诠释。 １９９０ 年，川崎良孝

与津田发表了一篇英语论文《日本的图书馆史

研究与日本图书馆史研究会》，文中指出，“我们

需要翻译更多的图书馆史著作，以便对外国图

书馆的起源和发展有更多的了解。 通过翻译介

绍更多的新鲜事实、解释和研究方法，肯定能鼓

励和刺激日本的图书馆史研究。”他接着说，“尽

管对图书馆史著作的需求相对较少，当然那些

简明的图书馆史教科书除外，我们仍要努力出

版学术专著，以便为重要的图书馆史研究做出

贡献。” ［２３］

川崎良孝翻译了许多美国图书馆史方面的

著作，如《波士顿市立图书馆 １００ 年史———光

荣、挫折、 再生》 《 围绕图书馆目的的路线斗

争———美国图书馆界的智识自由与社会责任：

１９６７—１９７４ 年》《难缠的改革者———麦维尔·杜

威的生涯》《对所有人免费的图书馆———卡内基

图书馆与美国文化 １８９０—１９２０ 年》 《图书馆职

业出现与政治———美国图书馆协会 １８７６—１９１７
年》《卡内基图书馆：历史和影响》等，此外川崎

良孝还有不少关于中国和英国图书馆史的译

作，可以参见其任教的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教

育学研究科图书馆情报学研究室网站上的相关

信息。
除了川崎良孝，其他学者也有不少译作，如

藤野宽之译《便士汇率：英国公共图书馆史诸

相》、田口瑛子译《把女子写进美国图书馆史》、
原田胜译《美国公共图书馆史：１８４１—１９８７ 年》、
藤野幸雄译《图书馆史要说》、小野泰博译《西欧

的图书馆史》、三轮昌伸译《图书馆史》等。

４．２　 国际研究专著

在翻译的基础上，许多学者成为相关研究

的专家，尤其是在中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图

书馆史研究领域都不乏见解独特的撰述。
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松

见弘道，他可称得上该领域研究的专家，不仅写

了多篇关于中国图书馆史方面的论文，还撰写

了一部专著，受到黄宗忠等人的欣赏，并将其翻

译为中文，书名为《中国图书与图书馆》。 同领

域的还有工藤一郎的 《中国的图书情报文化

史》。
美国图书馆史研究方面首推川崎良孝，他

撰写了多部这个主题的著作，如《图书馆的历

史：美国编》《美国公立图书馆成立思想史》 《图

书馆自由是什么———美国的事例与实践》 《波士

顿市立图书馆是如何产生的———通过阅读原始

资料（探寻） 公立图书馆成立时期的思想与实

践》《图书馆、因特网、智识自由———美国公立图

书馆的思想与实践》 《公共教育与图书馆的关

系———霍瑞思·曼与学校区图书馆》 《美国公立

图书馆、种族隔离、美国图书馆协会———理念与

现实的争执》 《新图书馆、图书馆史研究———以

批判的图书馆史研究为中心》等。 此外，河井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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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美国图书选择论学说史研究》和《美国图

书选择论史研究》，小仓亲雄的《美国图书馆思

想研究》等书也属此类。
法国和德国图书馆史方面，包括赤星隆子

所著《法国近代图书馆的成立》，以及河井弘志

撰写的《德国图书馆学的遗产》 《德国公共图书

馆思想史》《德国公共图书馆运动：兴隆、挫折和

再起的历史》等著作。 限于笔者的眼界，难以穷

举其所有研究成果。
上述学者的诸多研究成果固然与他们的勤

奋和外语水平高有关，但日本图书馆的一些良

好的管理方法也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 以笔者

访学的庆应大学三田校区图书馆为例，从排架

上看，其藏书不分和汉英等语种，均按照分类排

列在一起，客观上对培养研究者的世界眼光，并
向其推荐藏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期刊采访

上，注重保持连续性，例如《中国图书馆学报》
《图书情报工作》《故事会》从创刊号一直收藏至

今。 此外，外文图书入藏速度快，种类多，这些

做法为研究者及时获得文献资料提供了保障。
就数量丰富的日本图书馆史著作来说，本文仅

仅抓住了笔者印象深刻的上述几个方面，并未

概括其全部，也未涉及更精深的内容，今后仍需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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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ｋｙｏ：Ｍａｒｕｚｅｎ Ｃｏ．，Ｌｔｄ．，１９５４．）

［１５］ 石井敦．図書館史：近代日本篇［ Ｍ］．東京：教育史料出版会，１９８９． （ Ａｔｓｕｓｈｉ Ｉｓｈｉ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ｏｄｅｒｎ

Ｊａｐａｎ［Ｍ］． Ｔｏｋｙｏ：ＫｙｏｕｉｋｕＳｈｉｒｙ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８９．）

［１６］ 図書館史に関する文献目録編集部．図書館史に関する文献目録［Ｍ］．東京：図書館研究会（図書館短期大

学内），１９７０．（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Ｍ］． Ｔｏｋｙ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 ｉｎ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ｏｓｈｏｋａｎ Ｔａｎｋｉ Ｄａｉｇａｋｕ），１９７０．）

［１７］ 加藤三郎．外国図書館史文献目録：未定稿［Ｍ］．名古屋：中部図書館学会，１９７４．（ Ｓａｂｕｒｏ Ｋａｔｏ．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Ｍ］． Ｎａｇｏｙａ：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４．）

［１８］ 図書館問題研究会東京支部東京の図書館史を発掘する会．東京の図書館に関する文献年表（稿）：明治５

年—昭和２０年［Ｍ］．東京：図書館問題研究会東京支部，１９７５． （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ｏｋｙｏ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ｏｋｙｏ （ｍａｎｕ⁃

ｓｃｒｉｐｔ）：１８７２—１９４５［Ｍ］． Ｔｏｋｙｏ：Ｔｏｋｙｏ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１９７５．）

［１９］ 寺田光孝，加藤三郎，村越貴代美．図書及び図書館史［ Ｍ］．東京：樹村房，１９９９． （ Ｍｉｔｓｕｔａｋａ Ｔｅｒａｄａ，Ｓａｂｕｒｏ

Ｋａｔｏ，Ｋｉｙｏｍｉ Ｍｕｒａｋｏｓｈｉ．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Ｍ］． Ｔｏｋｙｏ：Ｊｕｓｏｎｂｏ Ｃｏ．，Ｌｔｄ．，１９９９．）

［２０］ 藤野幸雄．比較図書館史の方法［Ｊ］ ．図書館文化史研究，２００３（２０）：３５－４９．（ Ｙｕｋｉｏ Ｆｕｊｉｎｏ．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０３（２０）：３５－４９．）

［２１］ 濮秉鈞．中国図書館事業の回顧と展望［Ｍ］．福田敏之，译．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１９３７．（ Ｐｕ Ｂｉｎｇｊｕｎ．Ｒｅｔｒｏ⁃

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Ｍ ］． Ｔｏｓｈｉｙｕｋｉ Ｆｕｋｕｄａ， ｔｒａｎｓ． Ｔｏｋｙｏ： Ｊａｐ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３７．）

［２２］ 范凡． 松见弘道对“ 北刘南杜” 的研究［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５，４１ （ ２）：８５ － ９４． （ Ｆａｎ Ｆａｎ．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ＤＵ Ｄｉｎｇｙｏｕ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４１（２）：８５－９４．）

［２３］ Ｙｏｓｈｉｔａｋａ Ｋａｗａｓａｋｉ，Ｓｕｍｉｋｏ Ｔｓｕｄａ．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ＳＳＬＨ）［Ｊ］ ．図書館史研究（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９０（７）：４３－５５．

范　 凡　 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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