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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宏观考察

谢　 欢

摘　 要　 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总结这 ８０ 余年来的研究历程，对于推进图书馆学学人

研究发展、深化图书馆学学科记忆、弘扬图书馆精神有着重要的价值。 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兴起时期（１９３０ 年代）、曲折发展时期（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代）、恢复与发展时期（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代）、深入推进时期

（２１ 世纪以来）。 ８０ 余年的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呈现出六个特点：①个人研究为主，群体研究较少；②单篇论

文较多，系统研究成果较少；③研究对象以第一代学人为主；④研究呈现出鲜明的“纪念”特点；⑤研究多遵循“内

史”的理路；⑥对学人的认识日趋全面、客观。 未来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可从五个方面展开：拓展个体学人研

究空间，重视群体研究，推进数字时代的史料建设，倡导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加强内地与港台及海外合作。 参考文

献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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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图书馆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 从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博 ／
硕士点、专业期刊、专业学会等学科制度来看，
文学、历史学、数学、物理学等传统强势学科有

的，图书馆学如今也都具备了。 图书馆学作为

独立学科的学科认同感正逐渐为学界所接受，
这是与一代又一代图书馆学学人的奋斗分不开

的。 承继这些学人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对他

们的生平及思想加以系统研究，是向这些学人

表达敬意的最佳方式之一。 中国图书馆学界对

图书馆学学人的研究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距
今已有 ８０ 余年的历史，总结这 ８０ 余年来的研究

历程，对于推进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发展、深化图

书馆学学科记忆、弘扬图书馆精神意义重大。

１　 概念界定及文献来源

本文所论的“中国图书馆学学人”主要指近

现代以来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学术研究密

切相关的学人，有两层含义： ①从时间范围来

看，是指近现代学人，古代与图书馆学密切相关

的如刘向、刘歆、郑樵、章学诚等人不在讨论范

围之内；②从国籍来看，以中国籍学人为主，包
含部分美籍华人，以及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

做出 贡 献 的 外 国 人， 如 韦 棣 华 女 士 （ Ｍａｒ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Ｗｏｏｄ）。

本研究所涉及的文献范围包括：①从切入

点来看，只选择从图书馆学视角切入的研究成

果，对于柳诒徵、王献唐等诸多拥有丰富图书馆

从业经历而主要治学领域非图书馆学的学者，
只关注其与图书馆学相关的研究，其他从文史

视角切入的成果暂不分析；②从地区来看，本文

所选取的文献主要是中国内地相关研究成果，
港台及海外研究情况虽有涉及但不作详述。 由

于图书馆学学人研究涉及人物众多，研究文献

卷帙浩繁，因此，本文只选取其中重要的系统研

究成果（如专著、博士论文等）以及能够反映某

一阶段或某一范围整体研究特征的代表性成果

进行重点阐释，即题目所谓的“宏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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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兴起（１９３０ 年代）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１ 日，韦棣华女士病逝于武

昌，《文华图书科季刊》随即出版“韦棣华女士

纪念号” （１９３１ 年第 ３ 卷第 ３ 期） 。 该期刊登了

中外学者撰写的多篇纪念韦棣华的文章，其中

最主要的是沈祖荣［１］ 与毛坤［２］ 的两篇文章，
沈、毛二文较为详细地阐释了韦棣华的生平与

事功，较之同期其他以叙事、回忆为主的文章

更具“研究”性质。 可以说这一期“纪念专号”
是较为集中地对某位图书馆学学人“研究” 之

滥觞。
１９３６ 年，为庆祝杜定友四十初度及杜定友

母亲六十寿诞，杜定友好友及学生举行了一次

庆祝活动，并编就了《杜氏丛著书目》 （自印本）
一册，该书除收录杜定友论著书目外，还收录了

钱亚新、金敏甫、吕绍虞、钱存训、吴光清等人撰

写的 ２０ 余篇研究论文，阐述了杜定友在图书馆

事业、汉字排检法、编目法等领域的贡献［３］ 。 这

次活动既是对杜定友学术成就的第一次阶段总

结，也是研究杜定友的第一次高潮。
除上述两件事之外，１９３０ 年宋景祁等人还

编辑了一部《中国图书馆名人录（又名中国图书

馆界人名通信录）》，但该书只是简要地介绍了

当时图书馆界从业人员的经历，并未涉及学人

研究、著述、事业成就等，且遗漏较多，不能反映

当时图书馆界学人之全貌［４］ 。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针对韦棣华与杜定友两人

的研究活动拉开了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大

幕。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初期，由于特殊

的社会环境，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经历了一段“曲

折”的历史时期，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才逐渐

恢复。

３　 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曲折发展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行各业全面“以苏为

纲”，苏联图书馆学也成为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

的学习榜样。 随着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此后的

宣传学习“总路线”，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乃至

最后的“文革”的开展，包括图书馆学学人在内

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下子被卷进暴风骤雨之中。
受此影响，图书馆学界一方面“不敢涉及一些应

该写进历史的人物” ［５］ ；另一方面却因极左思

潮，对部分学人的著述、思想进行了非理性的研

究，如在“政治挂帅，破除迷信，打破成规，解放

思想”口号影响下，通过研究杜定友、刘国钧、李
小缘等人的论著，认为这些人在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

观点学说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 “伪

科学” ［６］ ，需要进行猛烈的批判［７］ 。 应该说，这
些基于学人论著文本释读产生的成果，也属于

“研究行为”，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这时期的

大部分“研究”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是一种畸形

的、非理性的研究。
不过这一时期，有一篇文章还是值得一提，

那就是刘国钧的《敬悼洪范五先生》一文。 １９６３
年洪有丰逝世，刘国钧发表了《敬悼洪范五先

生》一文，对洪有丰一生及其对我国图书馆事业

的贡献做了高度评价，认为洪有丰“是二十世纪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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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应该说，相较于当

时以政治标准为首要标准的倾向来说，该文对

于洪有丰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也为后来的

洪有丰研究奠定了基础。

４　 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恢复与发展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代）

１９７８ 年，随着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的全面

推行，图书馆学研究进入恢复发展时期。 这一

时期，对老一辈图书馆学学人的研究逐渐成为

图书馆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需对

韦棣华、李小缘、杜定友等人重新认识评价，这
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迎来了第一次

高潮。

０３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六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６

４．１　 个体研究

（１）对民国“著名图书馆学学人”的重新评

价。 １９７８ 年以后，对于图书馆学学人的研究，首
先开始于对民国时期一些著名学人如韦棣华、
李小缘、杜定友等人的重新评价。 此前因为特

殊的政治生态，学界对这些学人有过非客观评

价，对于这些内容亟需改正。 １９８０ 年，黄宗忠率

先发文重新评价韦棣华的功绩，对之前加诸于

韦棣华身上的“帝国主义分子” 等污名进行驳

斥，认为韦棣华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推动了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进程，是中

国人民的好朋友［９］ 。 应该说，黄宗忠的这篇文

章对于打破图书馆界思想藩篱，重新认识、评价

民国图书馆学学人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这一时

期对于民国“著名图书馆学学人”的重新评价最

具代表性的是对李小缘及杜定友的研究。 １９８１
年《广东图书馆学刊》相继发表了梁家勉、刘少

雄、张世泰等人缅怀、纪念杜定友的文章，重新

评价杜定友 “ 为图书馆事业奋斗一生的业

绩” ［１０］ ，并号召重新学习杜定友“爱国、爱馆、爱
学、爱人” 的思想［１１］ 。 １９８２ 年南京师范学院编

辑出版的《文教资料简报》第 ３ ／ ４ 合期上设置了

“李小缘研究专辑”，除刊发李小缘《 ＜西人论华

书目＞自序》一文外，还刊登了李小缘与郭沫若、
朱自清等人往来书信以及吕叔湘［１２］ 、 王绳

祖［１３］ 、蒋一前［１４］ 、孙云畴［１５］ 等撰写的多篇回忆

李小缘生平及研究李小缘论著的文章，高度赞

扬了李小缘“爱国”“爱馆”的精神以及在目录学

领域的重要贡献。 １９８６ 年，南京大学联合江苏

省图书馆学会等单位共同举办了“李小缘先生

学术研讨会”，以纪念李小缘诞辰 ９０ 周年及金

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办 ６０ 周年，会议收到了各

地学者的题词、论文 ２０ 余篇。 这一纪念活动，将
李小缘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其中比较有代表

性的是谢灼华对李小缘的评价，谢灼华认为李

小缘的“图书馆学思想和实践符合了近代图书

馆发展的方向，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史的研究上，
他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 “李小缘对我国近代

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应得到公正的评价” ［１６］ 。 这

些研究与李小缘本人的 １３ 篇文章结集成《李小

缘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该书

的出版既是对 ８０ 年代李小缘研究的一次总结，
同时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１９８７ 年，为纪

念杜定友逝世 ２０ 周年，在钱亚新、张世泰等人的

努力下，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面向全国征文，后编

成《杜定友先生逝世二十年周年纪念文集》 （内

部出版）一册，该文集收录钱亚新、赵世良、谢灼

华、倪波等人文章 １５ 篇，并附有张世泰编辑的

《杜定友著作目录 （ １９１６—１９６６）》。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为纪念杜定友诞辰 ９０ 周

年，又与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召开了“杜定友先生

９０ 诞辰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会后精选赵

平、程焕文等 １０ 篇论文结集成《杜定友学术思

想研讨会论文集》（内部出版）一书，这些文章都

高度评价了杜定友对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

贡献。
不过，８０ 年代由于不少学者思想并未完全

解放，极左思潮仍有残余，这在对上述著名学人

的评价上就能体现。 如上文提及的黄宗忠对韦

棣华的评价文章发表后，一些学者就提出了批

评，仍然坚持韦棣华在华系列活动都是以宗教

为名义的反动活动［１７］ ，这也反映了 ８０ 年代图书

馆学学人研究的一些特征。
（２）民国“非著名图书馆学学人”的重新登

场。 所谓的“非著名”学人，是相对而言的。 由于

诸多原因，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界许多著名学人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或转到图书馆担任副职，或调至相对

偏远地区工作，如洪有丰、毛坤等人。 这些学人

很少在图书馆学界“发声”，因此逐渐淡出图书馆

学界中心，１９７８ 年以后，对于这些学人的记忆逐

渐被唤醒。 如张遵俭撰文回忆毛坤，赞扬了其在

目录学领域的贡献，并指出其现实意义［１８］ 。 汤旭

岩对杨昭悊及其《图书馆学》给予了高度评价，指
出“理应在中国图书馆学史册上占据地位的学

者，杨昭悊不应该被忘却” ［１９］ ；卿家康也对杨昭

悊、徐家麟、李景新等人对我国早期图书馆学理

论研究贡献进行了评述，并将这些人作为“我国

现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奠基者” ［２０］ ，等等。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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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使得被图书馆学界“淡忘”的一些重要图

书馆学人重新走入学界视线，但是八九十年代对

于这些人物的研究还是不如李小缘、刘国钧、杜
定友、沈祖荣等著名人物。

（３）针对 １９４９ 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人的研

究初露端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
除了针对民国学人外，针对 １９４９ 年以后成长起

来的学人如彭斐章、周文骏、陈誉、张琪玉、黄宗

忠、谢灼华等的研究也初露端倪。 如柯平［２１］ 、何
华连［２２］ 对彭斐章目录学研究、贡献、核心思想的

探索与总结；周庆山［２３］ 对周文骏图书馆学情报

学思想的初步总结；范并思［２４］ 、章春野［２５］ 对陈

誉社科情报思想、图书馆学教育贡献的阐释；金
铭［２６］ 、曹树金［２７］ 等对张琪玉对情报语言学贡献

的初步总结；石宝军［２８］ 对黄宗忠治学经历以及

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事业、图书馆管

理、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学术贡献的初步总结；
成竹［２９］ 、王清［３０］ 等对谢灼华治学经历以及在图

书馆史、目录学、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及

贡献的初步总结等。 不过相较于对民国学人的

研究，对于 １９４９ 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人的研究

成果数量相对较少，且作者多为这些学人的学

生，加之这些学人的思想还在不断发展中，并未

完全定型，因此这些研究成果权且看作是阶段

性的成果或评价。
（４）第一部图书馆学学人研究专著问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是图书馆学学人个体研究的一

个重要时间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部研究

专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

评传》。 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图书馆》 连载程焕文

对于沈祖荣的研究成果———《一代宗师 千秋彪

炳———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
该文从“苦难的经历（１８８４—１９１０ 年）、坎坷的历

程 （ １９１０—１９４９ 年 ）、 新 的 征 程 （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年）”三部分系统论述了沈祖荣的一生，并对其

贡献及影响作了评价［３１］ 。 这些成果后来以《中

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为题，于
１９９７ 年由我国台湾地区学生书局出版（简体字

版后收录于 ２０１４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辑出版

的《２０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 全书分上下

两篇，上篇概述沈祖荣的生平事迹，下篇评述其

学术思想。 此外，附录部分的“沈祖荣先生著述

目录初编”“沈祖荣先生年谱初编”“沈祖荣研究

书目初编” ［３２］ 也颇具参考价值。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除沈祖荣外，对于刘国钧

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热潮。 关于刘国钧的研究

其实始于 ８０ 年代，１９８０ 年刘国钧逝世，之后就

出现了一些研究文章，但是总体而言这些研究

“深度不够，范围不广” ［３３］ 。 对刘国钧研究的高

潮是在 ９０ 年代，特别是 １９９９ 年前后。 １９９０ 年，
北京大学研究生丁文静完成了题为《刘国钧先

生图书馆学术思想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刘

国钧图书馆学思想进行了初步的系统探讨［３４］ 。
１９９９ 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

理系、甘肃省图书馆为纪念刘国钧诞辰 １００ 周

年，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刘国钧与 ２０ 世纪的中

国图书馆事业”的学术研讨会，收到国内外学者

论文 ７０ 余篇，对刘国钧生平及分类、目录等思想

进行研究，尤其是刘国钧早年留学的美国威斯

康星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路易斯 · 罗宾斯

（Ｌｏｕｉｓｅ Ｓ． 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基于该院所藏档案撰写

的《“我们永远忘不了你”：刘国钧和威斯康星图

书馆学院》一文，为学界提供了诸多刘国钧早年

与威斯康星大学之间的联系史实［３５］ ，会议论文

集《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

文集》，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出版。

４．２　 群体研究

所谓群体研究，就是对基于某一标准划分而

成的图书馆学学人群体的研究。 学人群体划分

的标准众多，如按照时间可以分为第一代、第二

代等；按照地缘可以分为南京学人、武汉学人、北
京学人等；按照学缘又可分为文华学人、金大学

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对于图书馆学学人群

体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代人说”。
１９８８ 年程焕文发表 《论图书馆人才的特

征———关于“图书馆四代人”的探讨》一文，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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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人说”。 文章将四代人划分为：①造就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开创与奠基的第一代”（又称

“留美的一代”）；②造就于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

的“承上启下的第二代” （又称 “国产化的一

代”）；③造就于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开拓与

中坚的第三代” （又称“留苏的一代”）；④造就

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的“探索与发展的第四

代”（又称“多渠道的一代”） ［３６］ 。 １９９２ 年程氏

发表《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一文，再一次阐

释其“四代人”划分标准及各代的特点，该文较

之 １９８８ 年变化不大，只是将四代人的名称简化

为“奠基的第一代、发展的第二代、开拓的第三

代、探索的第四代” ［３７］ 。
继程焕文之后，霍国庆于 １９９８ 年也发文提

出了“图书馆学三次发展高潮与四代学人”的观

点，认为留学海外的第一代学人如沈祖荣、刘国

钧、李小缘、袁同礼、杜定友等人陆续回国，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推动形成了我国图书馆学第一次高

潮，在这次高潮中造就了我国第二代学人，第二

代学人最主要的特征是“国产化”。 在形成于

１９５７ 年前后终止于 ６０ 年代中期的第二次高潮

中，伴随着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而成长起来

的第三代学人崭露头角。 １９７９ 年中国图书馆学

会的成立，预示着图书馆学第三次高潮的来临。
第三代学人创造了 ８０ 年代的辉煌成就，伴随着

信息时代的到来，第四代学人逐渐成为图书馆

学界的“主人” ［３８］ 。 这一观点后来也被写进霍

国庆与徐引篪教授合著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一书中。

仔细分析上述程霍二人的划分标准不难发

现，两种标准基本一致，只不过霍氏是在程氏基

础上略微细化、拓展。 这一时期群体研究除了

“四代人说”外，有一部书也需要提一下，那就是

吴仲强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人物

大辞典》。 该书收录了自古至今的中国图书馆学

情报学档案学学人 ９００ 余位，介绍了这些学人的

生平事迹、学术论著及学术思想［３９］ ，但由于该辞

典是多人分头执笔（有些条目内容由本人提供），
体例不是很统一，不少人物评述过于简略且存在

一些讹误，影响了其使用价值。 在《中国图书馆

学情报学档案学人物大辞典》一书之前，１９８７ 年

麦群忠主编了一部《中国图书馆界人名辞典》（广
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后扩展成《中国图书馆

界名人辞典》（沈阳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这两本辞典

除了收录近代图书馆学人外，还收录了中国古代

的目录学家、藏书家，词条内容较之《中国图书馆

学情报学档案学人物大辞典》更为简略。

４．３　 史料编辑

史料在历史研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对于图书馆学学人研究而言，最为重要的史

料无疑是学人的论著。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
国图书馆学学人论著编辑整理工作伴随着学人

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同样掀起了一个高潮。
１９８１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为纪念刘国

钧逝世一周年，编辑了《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

集》（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收录刘国钧图

书馆学文章 ３７ 篇，书后附有《刘国钧先生著译

系年目录》。 １９８３ 年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整理出版了皮高品《图书分类法评论选集》 （内

部出版），收录了皮高品 ２０ 世纪 ６０ 到 ８０ 年代初

撰写的 １２ 篇图书分类法评论文章。 １９８６ 年南

京大学借“李小缘先生学术研讨会”之机编辑整

理了李小缘生前 １３ 篇重要著述，以《李小缘先

生论文选》 为题收进 《 李小缘纪念文集》 中。
１９８７ 年，为纪念杜定友逝世 ２０ 周年，杜定友昔

日学生钱亚新整理出版了《杜定友先生遗稿文

选（初集）》 （ 江苏图书馆学会内部出版， １９８７
年），内容为杜定友未刊文稿。 此后钱亚新与白

国应又合作编辑了《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收录了杜定友图书

分类、目录学领域代表性文章 ３２ 篇，书后附有张

世泰编辑的《杜定友有关图书馆学著述系年》，
颇具参考价值。

１９９１ 年，原文华毕业生丁道凡搜集了沈祖

荣 １９１８ 至 １９４４ 年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文章 ３１
篇，整理成《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

集》，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南京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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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为纪念钱亚新逝世一周年，整理了《钱亚新

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除收录钱亚

新已发表的重要论著外，还收录了不少未刊文

稿，书后所附的钱亚新哲嗣钱唐整理的《钱亚新

未发表的著述目录》及邵延淼编的《钱亚新年谱

简编与论著系年》，对于研究钱亚新有重要参考

价值。 １９９２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重民的

《冷庐文薮》，收录了王重民目录学、敦煌学、图
书馆学学术论文、随笔、杂记等文章。 除老一辈

学人之外，新时期的学者中，１９９３ 年吉林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金恩辉图书馆学文选》。
１９８９ 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

年，总结 １９４９ 年以来我图书馆学研究进展，吉林

省图书馆学会、四川省图书馆学会、成都东方图

书馆学研究所合作编辑了“图书馆学论丛”（张德

芳、金恩晖主编），由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出

版（内部出版）。 该套丛书总计 ５０ 种，涉及学者

５５ 人（其中 ５ 种为两位学者的合集），入选该套丛

书的学者既有钱亚新等老一辈学人，又有彭斐

章、周文骏等中年学人，更有徐雁等年轻学人。
“图书馆学论丛”的编纂，是图书馆学学人文集编

纂史上的一件大事，为后世学者研究奠定了重要

的资料基础，该套丛书的编纂反映了我国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热潮。

５　 深入推进时期（２１ 世纪以来）

２１ 世纪以来，伴随着图书馆学的快速发展

以及中外交流的日益密切，图书馆学史的研究

呈现欣荣之势，特别是 ２０１３ 年“中国图书馆学

史”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面向全国招标，
这对于图书馆学史研究来说无疑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事件。 而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在新世纪以

来也不断向前推进，不论是个体研究还是群体

研究，亦或是史料编纂，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５．１　 个体研究

５．１．１　 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深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民国图书馆学学人个体

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 具体可

从三个方面展开。
（１） 研讨 ／ 纪念活动日趋增多。 ２０００ 年以

来，一系列有关著名图书馆学学人的学术思想

研讨或纪念活动相继举行。 ２０００ 年，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举办了庆祝文华图专创建 ８０ 周年

的学术纪念会，吴慰慈、陈传夫、程焕文等学者

为缅怀韦棣华女士创业之功，围绕韦棣华女士

的生平及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推动这一主线

撰写了一系列文章［４０］ 。 ２００１ 年，浙江图书馆为

纪念陈训慈诞辰 １００ 周年，举办了“陈训慈图书

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就陈训慈对近代图书馆

事业及文献保护事业的贡献进行研讨，相关文

章结集成《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２ 年 ７ 月，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联合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等单位

在北京召开了“海峡两岸何日章先生图书馆学

学术思想研讨会”，就何日章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进行探讨，重点探讨了何日章的图书分类与图

书馆管理思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北京大学信

息管理系联合国家图书馆、兰州大学等单位在

北京举办了“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

术研讨会”，研讨王重民在图书馆学教育、文献

学、敦煌学等方面的贡献与成就，相关论文结集

为《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北京图书

馆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南京图书馆

召开了纪念汪长炳、钱亚新诞辰 １００ 周年学术研

讨会，各地学者就汪长炳、钱亚新的生平及思想

撰写了 ２０ 余篇文章，后结集为《继承发展、开拓

创新　 纪念汪长炳、钱亚新诞辰 １００ 周年暨南京

图书馆新世纪首届学术年会文集》（内部出版）。
２００７ 年，为纪念李小缘诞辰 １１０ 周年及金

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办 ８０ 周年，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举行了主题为“公众图书馆———自由开

放的图书馆服务理念及其实施”研讨会，收到了

包括钱存训、倪波、范并思等海内外著名学者论

文数十篇，掀起了李小缘研究的第二次高潮，这
些论文收录于《李小缘纪念文集》（内部铅印）一

书。 同年，为纪念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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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发表 ５０ 周年，北京大学组织座谈会，同时《图

书情报工作》组织了“纪念刘国钧先生《什么是

图书馆学》发表 ５０ 周年”专栏，除发表刘国钧旧

稿《 图书馆学概论》 ［４１］ 之外， 还刊发了张树

华［４２］ 、吴慰慈［４３］ 、王子舟［４４］ 、曾浚一［４５］ 等人的

文章，探讨刘国钧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

贡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四川大学图书馆、档案馆、
校史办联合举办了纪念毛坤诞辰 １１０ 周年研讨

会，再一次唤醒了学界对于毛坤的记忆，研讨会

相关论文结集成《毛坤先生纪念文集》 （四川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国家图书馆

在北京召开了“袁同礼纪念座谈会”，收到相关

论文 ３１ 篇，后结集成《袁同礼纪念文集》 （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该次座谈会可视为内

地相对集中研究袁同礼之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上
海图书馆举办“纪念蒋复璁先生逝世 ２０ 周年座

谈会”，重点回顾了蒋复璁对于近代文献保护、
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２０１３ 年，东南大学图书馆

联合清华大学、华东师大、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三

校于南京召开了“书田垦荒 薪火传承———纪念

洪范五先生诞辰 １２０ 周年暨图书馆学思想与实

践论坛”，会议收到了与洪有丰有关的研究论文

（报告）１０ 篇，涉及洪有丰图书馆办馆理念、管理

思想、分类思想，洪有丰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在图书馆学史上的地位等，会议论文结集为《书

田垦荒 薪火传承———纪念洪范五先生诞辰 １２０
周年暨图书馆学思想与实践论坛》 （内部铅印）。
２０１３ 年，程焕文教授等人专程赴美拍摄《追寻韦

棣华的足迹》纪录片，２０１４ 年在中国图书馆学会

年会上举办了“韦棣华与中美图书馆事业”主题

论坛，中美学者共同研讨韦棣华的生平与贡献，
把韦棣华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据悉程焕

文教授正在撰写韦棣华女士评传，期待该成果

早日问世。
（２）人物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进入新世纪

以来，对于图书馆学学人的研究更加全面、深

入。 首先就人物研究范围方面，除了刘国钧、杜
定友、沈祖荣等人之外，对于钱亚新、毛坤、戴志

骞、李燕亭、谭卓垣、桂质柏、孙毓修等人的“挖

掘”成果也越来越多，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民

国图书馆学学人群像，也为图书馆学学人研究

提供了新的空间。 其次在研究深度上也不断拓

展，就一些著名人物如刘国钧、李小缘、杜定友

等人而言，对他们的研究在八九十年代的基础

上愈发地深入，例如对刘国钧的研究，以吴稌

年、顾烨青为代表的对刘国钧早期思想的深入

挖掘［４６］ ，对于李小缘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在“红与

专”之间的困扰的思想状态［４７］ 的挖掘等，这些

研究都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民国

学人。
（３）系统研究成果增多。 所谓的系统研究

成果主要是指研究专著或者博士论文。 如果按

此标准，新世纪以来针对学人个体的系统研究

成果远多于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 ２００２ 年，王子

舟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杜定友和中国图

书馆学》一书，对杜定友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

的阐释，该书也是第一部研究杜定友的专著，书
后附有《杜定友年谱初编》，颇为详细［４８］ 。 ２００４
年，沈津编著的《顾廷龙年谱》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全书使用了诸多新材料，对于了解近代

学术史、图书馆事业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传

统文史研究中，年谱是人物研究的重要方法及

成果展现形式，而此前图书馆学界在学人研究

中虽然有一些年谱（如《沈祖荣评传》《杜定友和

中国图书馆学》等书后都编有相应年谱），但都

是作为“附录” 存在，是一种“简谱”。 《顾廷龙

年谱》 有效地弥补了图书馆界的这一不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施廷镛哲嗣施锐撰写的《奋斗一

生———纪念施廷镛先生》一书出版，该书从生平

及学术贡献两个层面对施廷镛的一生做了系统

的回顾，书后附有《施廷镛年谱》及《施廷镛论著

目录》，总体而言，全书重在回忆、叙述，对施廷

镛思想研究的内容比较薄弱［４９］ 。 同年 １０ 月，
《裘开明年谱》作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

第九种”正式出版，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裘开

明的专著，全书共计 １６０ 万言，详细概述了裘开

明的一生，书中使用了大量原始档案，对于研究

中国图书馆学史、北美东亚图书馆史、北美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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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５０］ 。 ２００９ 年，广东人

民出版社出版了黄增章、杨恒平所著的《中国图

书馆事业开拓者：杜定友》一书，该书内容以叙

事为主，介绍了杜定友生平及主要贡献［５１］ ，不过

该书属于普及性读物，学术价值稍逊一筹，但对

于大众了解杜定友、了解图书馆学还是有一定

作用的。 ２０１１ 年，北京大学潘梅完成博士论文

《袁同礼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对袁同礼生平、图
书馆经营思想、文献采访编纂理念、国际图书交

流及文化交流观念、目录编制实践及目录学贡

献做了系统的研究，并编纂了《袁同礼先生年谱

初编》 ［５２］ 。 从已有的内地及台湾地区出版的有

关袁同礼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侧重于袁同礼

某一方面，真正第一次对袁同礼生平及其学术

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应该是潘梅的这篇博士论

文。 ２０１１ 年，李小缘哲嗣李永泰撰写的《造就个

人与造福社会———李国鼎和他的长兄李小缘》
一书由台湾地区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出版，
该书从家人的角度提供了李小缘及其胞弟李国

鼎的诸多新材料［５３］ 。 ２０１６ 年，南京大学谢欢完

成了题为《钱亚新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研究》的博

士论文，对钱亚新的生平及其思想做了系统的

阐释，并对钱亚新的学术贡献、地位及不足做了

客观的评价［５４］ ，该论文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钱亚

新的学术成果。
回顾新世纪以来针对图书馆学学人个体的

系统研究，数量上较之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

显著增长，形式上除了评传之外，更多了年谱、
通俗读物、博士论文等，体现了图书馆学学人个

体研究的不断发展。
５．１．２　 对第三代图书馆学学人的研究渐入佳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 １９４９ 年以后成长起

来的学人，即程焕文教授等人所谓的第三代学

人的研究渐入佳境，针对张琪玉思想的研究还

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对第三代学人的

研究逐渐成为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一个新的增

长点。
（１）纪念 ／ 研讨活动增加。 ２０００ 年，华东师

范大学为庆贺陈誉教授 ８０ 华诞向海内外学者征

稿，收到了包括李志钟、胡述兆、王振鹄、周文

骏、倪波等国内外学者的文章，或是回忆与陈誉

教授的交往，或是对陈誉思想及事迹进行阐述，
这些论文结集成《陈誉先生八秩华诞图书馆学

情报学论文集》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武汉大学举办了“黄宗忠教授七十寿辰

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就黄宗忠教授的学行、成
就等进行了研讨。 ２００６ 年，为庆祝周文骏教授

《文献交流引论》一书出版 ２０ 周年，北京大学举

办了专门的座谈会，对《文献交流引论》一书的

特色、价值以及周文骏治学思想进行了研讨。
２００７ 年，北京大学为庆祝吴慰慈教授 ７０ 华诞举

办研讨会，收到了 ５０ 余篇论文（其中以吴慰慈

及其论著为主题的文章 １８ 篇），这些论文后结

集为《传薪集：祝贺吴慰慈教授七十华诞文集》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５ 年，武汉

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彭斐章文集》；２００９ 年，为庆

贺彭斐章教授执教 ５６ 周年暨 ８０ 华诞，武汉大学

举办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４ 年，南京政治学院上海

分院举办了专门的研讨会，探讨了张琪玉情报

语言学思想特色、价值、理论意义、当代意义等，
并举行了《张琪玉文集》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的首发仪式。

（２）思想研究渐入佳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陈誉、黄宗忠、朱天俊等学人逐渐走进历

史，同时周文骏、彭斐章、吴慰慈、倪波、张琪玉

等第三代学人的思想也日趋定型，对这些学人

的研究逐渐变得成熟。 综观目前的一些研究，
对周文骏及其《文献交流引论》一书的研究堪称

亮点，２００６ 年在《文献交流引论》一书出版 ２０ 周

年之际，范并思［５５］ 、柯平［５６］ 、刘兹恒［５７］ 等学者

撰文对该书及周文骏学术思想进行探讨，相较

于以往学人研究，这些研究除了将《文献交流引

论》一书放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中考察外，更
将其置于世界图书馆学发展史中进行比较，考
察的视角除了一般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等，更
重视从文体的视角考察该书对图书馆学研究的

贡献，在此基础上给予周文骏及《文献交流引

论》非常高的评价。 当然，除此之外，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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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指出了该书的局限。 之所以对于周文骏及其

《文献交流引论》的研究成为新时期第三代学人

研究一大亮点，或许是因为《文献交流引论》一

书完成时间较早。 著名学者陈平原曾说：“依我

浅见，去世二十年，无论作家还是学者，都是个

重要的关卡。 因最初的哀痛与追怀已经过去，
公众的评断日趋客观公正，不再夹带感情色彩。
而且，评价的标尺明显拉升，你已经进入历史

了，就必须与无数先贤一起争夺后辈读者的目

光，能否‘永垂不朽’，某种程度取决于你有无介

入当下话题的能力。” ［５８］ 这或许可为未来对第

三代学人及其论著的研究提供借鉴。

５．２　 群体研究

２１ 世纪以来，对于图书馆学学人群体研究

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具体表现在如下三

个方面。
（１）“四代人说”继续发展。 ２００２ 年罗德运

提出依据“年龄” 划分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的标

准，作者所谓的“年龄”，既包括生理年龄，也包

括学术年龄。 “生理年龄相同或相近且学术年

龄差异不大者当属同一代学者；生理年龄相当，
学术年龄有代沟但不大者也可视为同一代人；
生理年龄相差较大，但学术年龄相差无几或相

近亦可当作同一代学者” ［５９］ 。 基于这一标准，
作者认为缪荃孙、梁启超、沈祖荣、洪有丰、袁同

礼等为第一代学人；杜定友、李小缘、刘国钧、裘
开明、钱亚新等为第二代学人；第三代学人是以

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少数出生于 ２０ 年代

末）、５０ 年代大学毕业者为主，包括 ４０ 年代初出

生、６０ 年代中期前后大学毕业的学子；第四代学

人主要是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一批人［６０］ 。
２００４ 年，程焕文教授再度对“四代人说”进行了

适度修正，划分标准与之前一致，所列代表人物

则有所扩展。 而对四代人的称呼则进行了微

调，改为“‘留美’ 的一代、‘文华’ 的一代、 ‘留

苏’的一代、‘开放’的一代” ［６１］ 。 ２０１１ 年，王子

舟教授总结 １９４９ 年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
其中在“研究共同体”部分提出了以“学术创获

期”为主要参考的学人划分标准，将出生于 １８８０
到 １９１０ 年间，学术创获期主要发生在 ２０ 世纪二

三十年代的学者划为第一代；将由第一代学者

培养或熏陶出来的，出生于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学术创获期发生于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者划

为第二代学人；第三代学人是由第二代学人培

养或熏陶出来的，出生于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学
术创获期起于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八九十年代的学术

群体；第四代学人则是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初期，接受过第三代学人教育或培养的

学术群体［６２］ 。
自程焕文教授 １９８８ 年提出“四代人说” 以

来，广为学界采用。 不过仔细分析现有的几种

四代人划分标准，似乎都存在一些不足。 程焕

文教授将柳诒徵、王云五、万国鼎等划入第二

代，似为不妥，柳诒徵、王云五从年纪来看与第

一代诸多学人相仿，甚至早于第一代一些学人。
而 １９２７ 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建时，万国鼎

与李小缘、刘国钧同被聘为教授，为该系创系元

勋，三人年纪相仿，将三人分割为两代似乎也不

妥。 再如第二代中，主要将文华学子归在一起，
然这一代中差别也很大，如裘开明、桂质柏与张

遵俭，裘开明、桂质柏是文华第一届（１９２２ 年毕

业）学生，张遵俭是文华 １９３８ 年毕业生，张遵俭

入学时裘、桂二人都已名重图书馆学界，三人时

间跨度较大，似也不妥。 罗德运的划分中，第二

代学人群体跨越太大。 人才代际划分，向来是

一个难题，从上述图书馆学四代学人的划分标

准就能窥得一二。 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在每一代

之间略加细分，如第一代早期、第一代晚期，第
二代早期、第二代晚期，如是，上述提到的裘开

明、桂质柏就可以划入第一代晚期或第二代早

期的行列，张遵俭可以划入第二代晚期之列，这
样似乎更清楚一些。

（２）综合性学人群体思想评述推进。 所谓

综合性学人群体，主要是从时间的角度来划分

的，即指从我国现代图书馆学诞生之初到当下

这段时期内的全部图书馆学学人，对于综合性

学人群体的研究，集中于代际划分和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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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两个层面。 前者上文已有详述。 ２１ 世纪以

来学术思想评述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２００２ 年范

并思教授等人的《２０ 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

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 （下文简

称《史纲》）一书出版。 该书对 ２０ 世纪中外图书

馆学发展进行了梳理，将整个 ２０ 世纪中国图书

馆学发展划分为“嬗变与萌芽（ １９００—１９１６）”
“新图书馆运动（１９１７—１９３６）”“战乱、重建与动

乱（１９３７—１９７６）” “新时期的理论变革（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９）”“理论现代化（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五个时期，
通过德尔斐法选出了 ６６ 位“２０ 世纪中国图书馆

学重要人物”，并对其活跃年代及主要活动领域

和贡献做了说明［６３］ 。 遗憾的是，该书未能对全

部 ６６ 位学人展开详细的述评，然能归纳出这些

学人的活跃年代、主要活动领域和学术贡献已

然不易。 ２００８ 年王子舟教授《图书馆学是什么》
一书出版，该书第五章“图书馆学大家及其贡献

有哪些”中，选取了刘向等 １６ 位学人的思想进

行简评，并将这 １６ 位学人划分为四类：文献整理

编纂家（刘向、刘歆、郑樵、王云五、顾廷龙）、经
营服务拓展家（柳诒徵、袁同礼、杜定友、顾颉

刚、李小缘）、学科理论创建家（章学诚、梁启超、
杜定友、刘国钧）、专业人才教育家（韦棣华、沈
祖荣、王重民） ［６４］ 。 这一划分标准是否科学、完
善，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为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群

体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参考的视角。
（３）特定群体研究多元化。 特定图书馆学

学人群体是指基于某一特定标准划分的学人群

体。 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划分标准大致可归

纳为三种：①基于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人群

体；②基于学缘的特定群体；③基于地缘的特定

群体。 ２１ 世纪以来对于特定学人群体的研究呈

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如范凡对民国时期图书馆

学学人群体的研究［６５］ ，尹吉星等对第二代图书

馆学学人学术思想的研究［６６］ ，付天松对三代图

书馆学学人论著被引情况的研究［６７］ ，俞君立从

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贡献的角度对 ２０ 世纪上半

叶 ４０ 余位文华图专学人的研究［６８］ ，徐鸿通过数

据统计分析方法对 １９４９ 年以前文华学人群体的

影响力研究［６９］ ，汤树俭对河南图书馆学学人群

体的研究［７０］ ，傅瑛对安徽籍图书馆学学人群体

的研究［７１］ ，吴稌年等对南京地区图书馆学学人

群体的研究［７２］ 等。 尤其是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这 ４ 年，为纪念文华图专创办 ９０ 周年，《图书情

报知识》 特辟专栏，推动了文华学人群体的研

究，这些成果都收录《文华情怀———文华图专九

十周年纪念文集》 （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一书中。

５．３　 学人史料编纂持续推进

作为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基础，２１ 世纪以

来学人史料编辑整理同样成绩喜人，具体表现

为以下方面。
（１）民国图书馆学学人文集整理持续推进。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民国图书馆学学人文集

的搜集、编辑整理活动持续推进，并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成果。 如《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
（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裘开明图书馆学

论文选集》 （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外国

图书馆学术研究———戴镏龄文集续编》 （广东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钱亚新文集》 （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汪长炳研究文集》 （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袁同礼文集》 （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杜定友文集》 （广东教育

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钱亚新别集》 （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３ 年）、《沈祖荣文集》 （武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 年）等。 此外，借助于学人研讨会纪念

文集，不少民国学人的未刊文稿也得以公布，如
２００３ 年出版的《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中收录了王重民遗作 １３ 篇；２００７ 年南京大学信

息管理系整理出版《李小缘纪念文集》，收录了

李小缘未刊的《图书馆学》一书；２０１０ 年出版的

《毛坤先生纪念文集》收录了毛坤未刊的《图书

馆用具表格图式》 《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
等。 其中《杜定友文集》系“图书馆学家文库”之

一，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及中山大学图书馆

联合编辑，全书共计 ２２ 册，收录杜定友编著的专

著、教材、论文、随笔、序跋、文告等 ４４０ 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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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２２ 册附有杜定友女儿杜燕撰写的《慈父

杜定友回忆录》以及《杜定友著述系年》和《杜定

友研究论著目录》，为杜定友研究奠定了极为重

要的史料基础。 ２０１３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编选

出版了《２０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将不少民

国学人的著作重新影印出版，为研究使用提供

了便利。 据悉，有关单位及个人正在编辑整理

刘国钧、戴志骞等人的文集。
（２）现当代图书馆学学人文集编辑整理工

作逐步启动。 图书馆学界在整理出版民国学人

论著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对彭斐章、周文骏、谢
灼华、张树华、关懿娴、谭祥金、赵燕群、乔好勤、
张厚生等当代学人的文集进行编辑整理，不少

已经出版，如上文提及的《彭斐章文集》 《张琪玉

文集》等。 除此之外，北京人天书店资助的“当

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为图书馆学领域的

中青年学者出版专门的文集，目前已出至第四

辑，该文库与上文提及的“图书馆学家文库”足

以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 图书馆学论丛” 相

媲美。
（３）除了文集之外，进入新世纪以来其他形

式的图书馆学学人研究资料开始涌现，如 ２００７
年出版的《钱亚新文集》附录中全文收录了钱亚

新与白国应的 １７ 通完整信札；同年出版的《李

小缘纪念文集》中收录了李小缘与郭沫若、朱自

清等学者的通信；２００９ 年，《胡适王重民先生往

来书信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这些书

信对于图书馆学学人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

值。 ２０１３ 年，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运

书日记》由中华书局出版，日记记录了抗战时期

陈训慈护送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情况，史料价

值极高。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国家

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联合全国图书馆界

各相关单位共同启动了“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

物专题”资源建设工作，对我国现当代图书馆学

家和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

人士进行口述史访谈，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期
待相关成果早日问世。

６　 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特点

回顾这 ８０ 余年来的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大
致呈现出如下六个特点。

６．１　 以个人研究为主，群体研究较少

从上述对 ８０ 余年来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

情况的宏观考察来看，首先呈现出的一个特点

就是重个人、轻群体。 目前，图书馆学学人个体

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沈祖荣评传》 《杜定友和

中国图书馆学》 《裘开明年谱》等多部系统性研

究专著，而群体研究方面除去“四代说”及《中国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人物大辞典》等少数几

部简要的工具书辞典外，尚未出现比较好的研

究成果。 从上文可知，虽然 ２１ 世纪以来对于图

书馆学学人群体研究日趋重视，但是大部分研

究仍然是将这些群体“切割”成个人进行独立研

究，对于共性的提炼、归纳尚显不足。

６．２　 单篇论文较多，系统研究成果较少

现有的研究成果形式，主要还是单篇论文。
囿于篇幅，单篇论文大多只能针对某个“点”展

开，如涉及“面”，只能简单概述，无法深入。 上

文曾提及，所谓系统的学术成果主要是指学术

专著及博士论文，如果以此为标准，中国内地目

前对图书馆学学人的系统研究成果只有《中国

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 《杜定友和

中国图书馆学》《裘开明年谱》《袁同礼与中国图

书馆事业》 《钱亚新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研究》等

寥寥数种。 而以中国图书馆界长时间效法的美

国为例，美国历史上著名图书馆学家几乎都有

专门研究著作。 单就杜威而言，就有格罗夫

纳·道（ Ｇｒｏｓｖｅｎｏｒ Ｄａｗｅ） 等人的《作为先行者、
激励 者 与 实 干 家 的 麦 维 尔 · 杜 威 （ １８５１—
１９３１）》 （ Ｍｅｌｖｉｌ Ｄｅｗｅｙ：Ｓｅｅｒ， Ｉｎｓｐｉｒｅｒ，Ｄｏｅｒ，１８５１ －
１９３１）、弗里蒙特·莱德（ Ｆｒｅｍｏｎｔ Ｒｉｄｅｒ） 的《麦

维尔·杜威》（Ｍｅｌｖｉｌ Ｄｅｗｅｙ）、莎拉·范恩（ Ｓａｒａｈ
Ｖａｎｎ）的《永久存在于图书馆事业中的麦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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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杜威》（Ｍｅｌｖｉｌ Ｄｅｗｅｙ：Ｈｉｓ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维根（ Ｗａｙｎｅ Ａ． Ｗｉｅｇａｎｄ）的《抑制

不住的改革家：麦维尔·杜威传》 （ Ｉｒ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ｆｏｒｍｅｒ：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Ｍｅｌｖｉｌ Ｄｅｗｅｙ） 等，这些著

作对杜威的生平及学术思想进行了多角度的系

统阐发。 除去杜威外，对于相对没那么有名的

学者如卡尔·米连（Ｃａｒｌ Ｈ． Ｍｉｌａｍ），也有佩吉·
苏里文（ Ｐｅｇｇｙ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的《卡尔·米连与美国

图书馆协会》（Ｃａｒｌ Ｈ． Ｍｉ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多丽斯·戴尔（Ｄｏｒｉｓ Ｃ． Ｄａｌｅ）
的《 卡尔 · 米连与联合国图书馆》 （ Ｃａｒｌ Ｈ．
Ｍｉ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等书。 而

回看我国，只有杜定友一人有两本论著，由此也

可看出我国图书馆学学人系统研究之不足。

６．３　 研究对象以第一代学人为主

如果借鉴程焕文教授的学人划分标准，现
有的对于图书馆学学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杜定

友、沈祖荣、刘国钧等第一代学人身上，对于第

一代学人中的戴志骞、李小缘、洪有丰等人，以
及第二代学人特别是未留洋的“国产化”学人如

毛坤、吕绍虞、周连宽等尚缺乏足够的研究。 不

管是对照范并思教授《史纲》中的 ６６ 位“２０ 世纪

中国图书馆学重要人物”，还是王余光教授“ ２０
世纪重要图书馆学家简表” ［７３］ 中所列的 ４０ 位学

人，总体来看，中国内地图书馆学界对于图书馆

学学人研究尚有足够的拓展空间。

６．４　 研究呈现出鲜明的“纪念”特点

８０ 余年的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呈现出鲜明的

“纪念”特点。 现有的不少研究或是为纪念某一

位学人诞辰多少周年，或是为纪念其逝世多少

周年。 如上文提到的李小缘研究成果基本集中

在 １９８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因为这两年分别举办了纪

念李小缘诞辰 ９０ 周年和 １１０ 周年的纪念会。 又

如刘国钧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是在 １９９９ 年，因为

这一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单位为纪念刘国

钧诞辰 １００ 周年举办了专门的学术研讨会。 这

些都反映了“纪念史学（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ｏ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范

式对图书馆史研究的影响，基于“纪念”的研究

自然多着眼于研究对象的贡献、成就，对于其不

足，尽量回避。 因此，对于这些“纪念史学”范式

下的图书馆学学人研究成果，我们还是要加以

批判性地继承。

６．５　 研究多遵循“内史”的理路

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发现，现有的图

书馆学学人研究主体多遵循“内史”理路，即在

对人物生平、事功、学术思想的研究时，多局限

于人物自身，尤其涉及学术思想的研究时，很多

都只是基于对一人论著的解读，缺少与同时期

其他学人就同一问题研究成果的比较。 同时，
对于图书馆学学人与其所处的时代、与其他学

科的互动关注不够。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对于图

书馆学、图书馆事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近
代图书馆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与教育学、文献

学等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些在研究图书

馆学学人尤其是近代学人时需要注意，而从目

前研究来看，这方面还有待完善。

６．６　 学人认识日趋全面客观

８０ 余年来的学人研究推动我们更加全面、
客观地认识图书馆学学人。 虽然在这 ８０ 余年的

历程中，曾经一度以政治标准作为核心标准去

考量、评价学人，也产生了一些非理性的成果，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还是朝着越来越客

观、全面的方向推进的。 目前，对一些知名人物

如刘国钧哲学思想与图书馆学思想之间关系等

问题，虽然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３３］ ，但通过有益

的争鸣，我们对于民国学人的认识更加全面、深
入、客观，这一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７　 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展望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中国图书馆学学人

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进步空间同样

非常宽广，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到来，当传统的人

文研究搭上数字技术的快车而呈现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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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无疑给图书馆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

机遇。 展望未来，笔者认为图书馆学学人研究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继续推进。

７．１　 拓展个体学人研究空间

现有图书馆学学人研究主要集中在部分第一

代学人身上，对于第一代中的李小缘、洪有丰、戴志

骞等及第二代学人重视程度不够。 中国图书馆学

界被“湮没”的学者大有人在［７４］ 。 因此，在未来的

图书馆学学人研究中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拓展个

体学人的研究空间，加强对李小缘、洪有丰、胡庆生

等第一代学人以及桂质柏、毛坤、周连宽等第二代

学人的研究，同时逐步开展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

起来的学人的研究。 而对这些个体学人的研究时，
一定要回到特定的时空环境，阅读这些学人的论

著，通过比较、分析，重新审视、评价这些学人。

７．２　 重视群体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研究是群体研究的

基础，目前个体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
为群体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未来在群体研

究领域，一方面要做好群传或者工具书的编写，
可以借鉴不断修订的《美国图书馆传记词典》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以及

“图书馆名人堂”等做法。 在数字时代，还可以

利用 Ｗｅｂ２．０ 理念，借鉴维基百科形式，充分发

挥用户的力量，共同编纂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群

体辞典。 另一方面可运用知识社会学、历史心

理学、布迪厄（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场域” （ Ｆｉｅｌｄ） 等理论

或方法，对各种特定群体如文华群体、金大群

体、皖籍群体等进行深度挖掘，分析这些群体的

内在凝聚力、行为模式、群体心态等，这对于更

加深刻、全面地了解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大

有裨益。 目前已有学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如
２０１５ 年清华大学韦庆媛申报的“民国时期图书

馆学者群体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期待能有好的研究成果贡献学界。

７．３　 推进数字时代的史料建设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图书馆学学人的

研究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 回顾中国 ８０
余年的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史，史料建设虽成绩

显著，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数字人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时代的到来，给图书馆学学人

研究史料建设带来了新的契机。 今后的史料建

设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推进。 ①学人文集的搜

集、编辑与整理，学人文集是研究学人的基础，
虽然进入新世纪以来学人文集编纂工作取得了

很大进展，但仅就民国学人而言，尚有不少学人

的论著未得到全面整理，至今尚未有一位图书

馆学学人的“全集”面世，学人文集的搜集与整

理工作仍需努力。 ②书信、日记、札记、手稿等

一手史料的搜集、编辑与整理。 学人论著是研

究学人的基础，但是论著尤其是已经发表了的

论著有时并不代表该学人的真正思想，因此要

想全面了解一位学人，除了论著之外，还要重视

书信、日记、札记、手稿等一次文献的搜集与整

理［７５］ ，这项工作尚处于摸索阶段，这也是今后史

料建设的突破口。 ③在世人物的口述史资料整

理。 口述史虽然只是记录个体的记忆，其中不

免也会有缺漏，会夹杂个人情感，但是口述资料

仍不失为一种与文献资料相互补充相互参照的

重要史料。 近年来，黄宗忠、朱天俊等先生相继

辞世，拉响了图书馆界的警钟，需要抓紧对周文

骏、彭斐章、吴慰慈、谢灼华、倪波等中国当代图

书馆学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进行口述资料采

集，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的“中国图书

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建设已经开始，该专题针对

的是图书馆学专家，就图书馆学人研究而言，像
刘国钧、李小缘、毛坤、钱亚新等前辈后人的口

述资料采集同样值得重视，这些从家人视角叙

述的内容，有利于我们从生活的层面更全面地

了解前辈学人。 ④目录、索引、汇编等二次文献

的编纂。 史料建设的目的在于利用，为了更好

地利用现有的及将来建设的各种史料，需要抓

紧编纂目录、索引、汇编等二次文献，尤其是汇

编，可以参考台湾地区天一出版社的各种人物

传记资料汇编、内地学林出版社的“学人印象书

系”以及各种学案、学记等，这些二次文献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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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问世，将极大地助推图书馆学学人研究。
⑤学人史料的数字化工作，数字人文是当下中

外人文学科研究的一大热点，数字人文的内涵

之一就是利用数字化的工具为人文研究服务。
就人物研究而言，哈佛大学牵头开发的“中国历

代人物传记数据库” （ Ｃｈｉｎ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复旦大学牵头建设的“２０ 世纪中国人物

传记资料全文数据库”等都为图书馆学学人资

料的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借鉴，数字化应该是今

后史料建设的方向，尤其是图书馆界拥有二十

余年数字图书馆建设经验，更具优势，国家图书

馆或者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史委员会都可以

考虑牵头启动相关项目。
重视史料建设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

要重视史料的考辨，而这一点目前图书馆学界

不仅是图书馆学学人研究，而且其他相关图书

馆史研究过程中都不是很重视。 很多研究者认

为凡是档案就是信史，这种取向是值得警惕的。
提及对于史料的重视，一般人都会提到兰克，而
兰克不仅是以重视原始史料出名，更以重视史

料考证而出名，这是图书馆史研究人员需要注

意的一个问题。

７．４　 倡导研究范式的多元化

笔者认为未来在图书馆学学人研究方面还

应该提倡“多元化”，所谓的多元化，包括以下方

面内容。 ①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上文曾提及现

有的学人研究遵循的是一种“内史”的理路，而
未来应该在内史的基础上更多采用一种“外史”
或“内外史结合”的视角，将学人置于中国图书

馆事业发展长河中、置于中国社会背景中考量，
以小见大，通过对一位学人的研究窥探中国图

书馆事业、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教育等发展概

貌。 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回顾已有的图书馆

学学人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两种：一

是纯考证方法（如郑锦怀等），二是基于考证的

学术思想分析（如吴稌年等）。 定量方法使用较

少，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在现有的以定性研究

为主的基础上借鉴一些定量的方法，如从引用、
转载、其他学科刊物发文情况等角度考察学者，
定性定量相结合，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学人。
③研究成果形式多元化，未来的研究成果不仅

有学术评传，还有普通的生平传记、年谱长编；
不仅有严肃的学术论著，更应该多一些通俗读

物，以利于图书馆学初学人员及普通大众更好

地了解图书馆学。

７．５　 加强内地与港澳台及海外合作

中国图书馆学学人中不少都留学美国、菲
律宾、苏联等，对这些学人早期学术活动的研究

离不开海内外的合作。 而 １９４９ 年，在这个具有

转折意义的年份，不少图书馆学学人先后选择

去了台湾地区或者海外，如蒋复璁、严文郁、何
日章、袁同礼等。 关于这些学人的研究，更离不

开内地与港台及海外学界同仁的合作。 关于内

地与港台及海外的合作，新世纪以来已经呈现

出良好的趋势，如上文提及的海峡两岸共同召

开何日章、洪有丰等人的研讨会（纪念会）。 希

望在未来，海内外同仁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

态势，共同推进图书馆学学人的研究。
不管是图书馆学研究，还是图书馆工作实

践，其核心都是人的问题［３７］ ，而一部中国图书馆

事业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图书馆学人的艰苦奋

斗史，可以说，没有图书馆人的艰苦奋斗，就没

有今天中国的图书馆事业［６２］ 。 在图书馆学人文

追求日趋式微的境况下，图书馆学界更应重视

对前辈学人的研究，重视对前辈学人留下的丰

厚学术遗产的继承，重视学术传统的弘扬，增加

图书馆学研究的人文关怀，这也是每一代图书

馆学人都应该为之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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