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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衍林之生平、著述与贡献∗

周余姣

摘　 要　 邓衍林，我国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和参考咨询专家，曾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

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求学，先后在江西省立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联合国秘书处工

作，１９５６ 年冲破阻挠返国，服务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受到周恩来总理三次接见。 后担任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

辑组组长，为我国联合目录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目前国内尚无专文探讨其生平、著述与贡献。 本文详考其生

平，重点揭示了他的图书馆职业生涯以及他在创办昆明天祥中学、任职联合国秘书处和组织领导我国联合目录事

业上的贡献，并对其主要著作《中文参考书举要》《中国边疆图籍录》 《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等进行分析，总结

了他在我国图书馆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和贡献。 参考文献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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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图书馆学史专题研究” （编号：１３ＡＺＤ０６６）的研究成果之一。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ｏ．１３ＡＺＤ０６６）ｓｕｐｐｏｒ⁃
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通信作者：周余姣，Ｅｍａｉｌ：３２８７２０６７７＠ ｑｑ．ｃｏｍ，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８０６３－ ３０５６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ａｏ，Ｅｍａｉｌ：３２８７２０６７７＠ ｑｑ．ｃｏｍ，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０６３－３０５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二七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２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１９５６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ｅ ｃａｍ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ａｎ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ｇ⁃ｍｉｎ．
Ｉｎ １９５７ ａｎｄ １９５８ ｈｅ ｗａｓ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Ｚｈｏｕ Ｅｎｌａｉ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ｉｒｃｌｅ． Ｌａｔｅｒ ｈｅ ｗａｓ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Ｂｏ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 ｌｏ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ｗｏｒｋ． Ｉｎ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ｎ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 ａｌｌ 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Ｔｅｎｇ ｗａ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ｉ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ａ 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ｓｅｒｖｅｓ ｃｌｏｓ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ｇｒｅｔｆｕｌｌｙ Ｔｅｎｇ ｓ ｌｉｆ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ｂｙ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ｉｎｓｔａｋｉｎｇ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ｗｏｒｋ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ｈｉ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ａｒｅｅ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ｅｔ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ｓ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ｏ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ｓ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Ａ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Ｂｏｏｋ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ａｒｅ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ｕｍ ｕｐ．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ｅｎｇ ｈｅｌｄ ｆ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ｈｏｌｅｈｅａｒｔｅｄｌ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ｅｎｇ ｗａｓ ｈｏｎｏｒｅｄ ａｓ ａ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ｆｏｒ ｈｉｓ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ｏｎ
ｍａｎｙ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Ｔｅｎｇ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ａｒｃｈ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 ８６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Ｔｉｅｎ Ｈｓｉａ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邓衍林（ １９０８—１９８０），字竹筠，江西庐陵

（今吉安）人，是我国重要的图书馆学家［１］ 、目录

学家、参考咨询专家。 在我国图书馆学学人分

期中，他通常被视为“第二代学人”，即“文华的

一代” ［２］ 。 他曾求学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

究院，参与创办并主持云南昆明天祥中学校务，
曾先后任职于江西省立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

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联合国秘书处等处。 １９５６
年响应新中国号召，邓衍林冲破阻挠返国服务

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

视，曾被周总理接见过三次，引起图书馆界轰

动。 １９５７ 年他担任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组

长，领导和推动了新中国的联合目录编制事业。
目前国内尚无专文探讨其生平、著述和贡献，本
文旨在为学界揭示一个被忽略了的图书馆学

家———邓衍林。

１　 邓衍林生平

１．１　 早期求学与图书馆职业生涯

邓衍林早年家境贫寒［３］ ，自南昌宏道中学①

１０８

① 宏道中学是基督教中华圣公会 １９１６ 年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 邓衍林在校期间即任该校事务员及该校

附属小学的教员。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１ 日南昌起义时，该校曾是贺龙二十军指挥部。 １９８８ 年，该校旧址设为“豫章民俗

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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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于 １９２７—１９３０ 年服务于江西省立图书

馆，主要负责登记股事宜①。 １９３０ 年他考取武

昌文华图书馆学校讲习班免费生（共 １４ 人） ［４］ ，
为文华图专讲习班第一届学生，与喻友信②、舒
纪维③等人同学，９ 月入读。 邓衍林在文华就读

期间就很关注编目问题，并积极向沈祖荣等师

长请教，同学之间亦时常讨论切磋④。 此外，他
还担任文华图专季刊社（毛坤为社长，钱亚新为

副社长）的编辑股干事，负责“什说” “消息” “补

白”类的编辑［５］ 。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毕业后先在国立

北平图书馆阅览组工作，１９３２—１９３７ 年任参考

组组员。 在 １９３３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

上，邓衍林提交了“建议省立图书馆应为全省最

高行政执行机关，并保障其行政及行政经费独

立案” ［６］ 。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６ 日，在北平图书馆协会

该年度第一次常会上他被选为北平图书馆协会

执行委员（共 ７ 人） ［７］ 。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５ 日，在北

平图书馆协会是年第一次常会上，他被选为监

察委员（共 ５ 人） ［８］ 。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１８—２２ 日，中
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青岛举行，邓衍林

作为北平图书馆参考组职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并与其他人一起提交了“请教育部保障图书馆

服务人员并饬订颁待遇标准案”。 青岛知名文

史专家、原青岛市图书馆馆长鲁海记述了邓衍

林对这次会议的印象：“他知我来自青岛后盛赞

青岛，并对 １９３６ 年学术会议记忆犹新，还能描绘

迎宾馆之美。” ［９］ 鲁海曾求学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学系（函授班），与邓衍林有师生之谊。
抗战爆发后，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邓衍林等 ４ 人

奉副馆长袁同礼之命赶至长沙，后又转港［１０］ 。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５ 日，邓衍林致函袁同礼，报告北平

图书馆香港办事处工作情况以及与港大冯平山

图书馆合作事宜。 １ 月 １８ 日，中华教育文化基

金会（简称“中基会”）执委会否决袁同礼南下主

张，认为南下馆员“盲动” “无事可做” “乘此大

皆裁汰”，欲遣散南下馆员，引发“１９３８ 年初平馆

南迁风波” ［１１］ 。 １ 月 ３０ 日，在港的邓衍林得知

该“风波”后致函袁同礼，力陈图书馆南方工作

的重要意义，言辞激切。 他主张：“今南方工作

者：（一）征集调查西南文献，因地制宜，就近搜

集，当与保存文化暗合。 （二）致力于‘工程参考

书报’之征集……（三）调查‘中日抗战史料与国

际舆论资料’……” ［１２］４９８－５０３２ 月 ３ 日，孙述万、邓
衍林、徐家璧、颜泽霮、余霭钰 ５ 人继续致函袁同

礼，力陈保留香港办事处的理由［１３］ 。 经过一番

争取，香港办事处等南方办事处得以保留。 ３ 月

１１ 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制定了《国立北平图书馆

昆明办事处工作大纲（廿七年度至廿八年度）》，
该大纲明确表示：采访方面，要征购西南文献和

１０９

①

②

③

④

实际上邓衍林自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起就开始辅助保管员陈作琛做图书整理工作，正式进入江西省图书馆的时

间是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 见：周建文，程春焱主编．江西省图书馆馆史（１９２０—２０１０）［Ｍ］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２６５，３１７。

喻友信，字鸿先，安徽人，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求学，后长期任职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图

书馆。
舒纪维，１９１５ 年生，安徽安庆人，英文名：ＡＣＷＣ Ｓｈｕ 或 Ｓｈｕ，Ａｕｓｔｉｎ Ｃ． Ｗ．，Ｃｏｍｐ．，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主任

（即馆长），后赴美国，肄业于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任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图书馆馆长。 主要著作《类书：中国古代参

考著作》《论毛泽东：书目指南》、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ｎｙｍｓ（《近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等。
如他所记录的“去秋就学此间，偶与沈师祖荣谈及‘别名编目’问题的困难，沈师亦深以为然，嘱衍林对

于‘别名’多加注意，并指示种种搜集方法，得益不少。 然疏懒如我，迟迟进行。 后沈师虽沉疴病中，尚以此事拳

拳见询，衍林内疚实感不安，于是复将旧日所录者，重加厘定，终憾读书过少，搜集能力深感薄弱，遗漏在所不免

……”邓衍林编有《别名真名对照表初试》，并最终撰成《中文编目法中的著者问题》一文，提出为著者编“著述

卡”（见：邓衍林．中文编目法中的著者问题［Ｊ］ ．文华图书科季刊，１９３１，３（１）：６２－９１）。 一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邓
衍林仍然认为以“著者款目”为主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其后邓衍林之同学舒纪维撰有《著述卡之商榷》 （《文华图

书科季刊》，１９３１，３（２）：２５９－２６３）表达不同意见。 也正是在邓衍林临毕业前，韦棣华女士不幸逝世。 邓衍林所撰

的《火葬》一文，记述了韦棣华女士葬礼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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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拓云南石刻，等等；编目及索引事项方面，将
由邓衍林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和云南书目，袁
同礼、 万 斯 年 编 辑 云 南 研 究 参 考 资 料， 等

等［１２］ ５５０－５５３ 。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邓衍林被派至昆明，
协助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参考组工作兼征求外

国图书，同时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编

辑西南边疆图籍录和云南书目等①。 此外还承

担“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中文组中文资料整理

工作［１４］ 。 与此同时，西南联合大学遵教育部令

增设师范学院，以培养合格的中学教员为任务，
黄钰生②任院长，查良钊③任训导长。 １９３９ 年，
邓衍林入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第二部教育学

系就读，同年入学的还有龙炜④［１５］ 。

１．２　 创办并主持天祥中学

据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２ 日天祥中学五十周年校庆

所立的“昆明天祥中学创建碑”介绍：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２ 日，为弘扬江西籍爱国英雄文天祥的爱国

主义精神，由“江西旅滇同乡会”出资，西南联合

大学四位江西籍校友邓衍林、张德基⑤、熊德

基⑥、刘伟⑦在昆明小西门内南城脚创建天祥中

学⑧，确定了“北大之民主、清华之务实、南开之

紧张活泼”的办学方针，办学精神为“民主治校”
“严谨办学” “自由教学” “兼收并容”，校训是

“紧张、活泼” ［１６］ 。 建校前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

钱局街土巷 ４ 号邓衍林家中召开的，最初校名

为昆明私立建华补习学校［１７］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正式

更名为天祥中学。 邓衍林从西南联合大学师范

学院教育系研究生毕业后⑨出任天祥中学第一

任校长，任职时间是 １９４１—１９４４ 年。
据《西南联大校友创建的昆明天祥中学》一

文记载：“他继承了联大办学精神，延揽人才，民
主治校，团结教师，使之各显其能，各得其所，群
策群力，办好学校。 ‘紧张活泼’的校训便是他

提出的。 当时经费自筹，校舍简陋，设备缺乏，
生活艰苦，他不辞辛劳，四处筹款，改善办学条

件，增加教师收入。” ［１８］ 因办学资金极缺，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天祥中学董事会董事长李子铸和

１１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关于邓衍林在云南工作与生活的情形，限于资料，多不可考。 目前仅见刘节（ １９０１—１９７７）先生曾在

其日记中，描述他在云南与陈寅恪、徐森玉、邓衍林等人餐叙之旧事。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中饭，寅恪师、
森玉丈同邀至金碧路一西餐社午饭，森玉丈破费五元之多。 承丈厚情，邀至寓所同住，省费不少，尤可感也！
下午在丈所遇徐旭生（炳昶）先生及范九峰、邓衍林、万斯年诸旧友。 晚间森玉丈又邀旭生及范、邓诸君同饮于

小有天酒店，畅叙旧情，至足乐也。” （刘节著，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 １９３９—１９７７） （上） ［Ｍ］ ．郑州：大象出版

社，２００９：１１－１２．）
黄钰生（１８９８—１９９０），教育学家、图书馆学家。 湖北仙桃人，１９１５ 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１９１９ 年清华学

校毕业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硕士学位。 １９２５ 年受聘于南开大学，历任哲学系教授、文科主

任、学校秘书长，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 抗战胜利后任天津教育局局长，解放后任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天津

图书馆馆长等职。
查良钊（１８９７—１９８２），１９１８ 年留学于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 后任西南联

合大学教授兼训导长。 抗战胜利后，任昆明师范学院院长。 １９４９ 年赴印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人教育会议。
１９５０ 年应邀任德里大学中央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 １９５４ 年到台湾地区，任中国台湾大学教授兼训导长等职。

龙炜，女，湖南攸县人，曾任职西南联大附中，即今云南师大附中。
担任过天祥中学教导主任。
熊德基（１９１３—１９８７），江西省新建县人，１９３７ 年加入共产党，１９３９ 年到昆明后进入西南联大，插班在师

范学院史地系三年级。 在校期间，他师从陈寅恪、向达、汤用彤等著名史学家，由于他年龄较大，同学们多尊称为

老学长。 １９４２ 年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在多所高校与机构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并担任领导职务，是我国著名的

历史学家。 在天祥中学担任过教导主任。
担任过天祥中学总务主任，后任云南省交通厅总工程师。
１９５２ 年更名为昆明市第十一中学，１９８５ 年恢复天祥中学校名。
于乃义先生另说是“肄业”。 原词为“衍林好学不倦，又肄业西南联合大学……”见：张一鸣选编《于乃义

诗词选》（未正式出版），第 ２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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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兼校长邓衍林签订一份《天祥中学关于转

租拓东路江西会馆给西南联大的函》，以换取部

分租金［１９］２１４－２１５ ，这一函件至今仍保存在云南师

范大学。 在天祥中学的办学生涯中，共有西南

联大的一百余名校友在此任教，闻一多、吴晗、
华罗庚等西南联大教师也经常到天祥中学讲

课，因此，教学质量极高，被翻译家许渊冲誉为

“天下第一中学”，并在日记中称赞邓衍林有蔡

元培之风，是“难得的好领导”①［２０］ 。 这个中学

共走出了朱光亚等 ７ 位院士，邓衍林将校训“紧

张活泼”解释为“上课紧张，下课活泼” ［２１］ 。 其

后，同为江西籍的西南联大研究生章煜然②、熊
中煜③担任天祥中学的校长，保持了邓衍林的办

学风格。 邓、章、熊三位校长也成为天祥中学发

展史上的重要核心人物，做出了突出贡献［２２］ 。
此外，１９４１ 年邓衍林还担任过西南联合大学师

范学院院长助理［１９］１１２ ，其后还担任过西南联大

师范学院专修科文史地组的教师。

１．３　 海外求学与联合国任职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邓衍林赴美，乘坐 Ｎｙ１８１１ 轮

船，留下的近亲属信息是其兄弟 Ｍｒ． Ｓ． Ｃ．
Ｔｅｎｇ④， 其 地 址 留 的 是 “ Ｔｉｅｎ Ｈｓｉａ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天祥中学）⑤。 邓衍林在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研究院深造，１９４６ 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在
此期间曾在裘开明所主持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短

暂任职， 代理的职务是 “ 中文书技术助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该职务

后由同样来自文华图专的童世纲（ Ｔｕｎｇ Ｓｈｉｈ －

ｋａｎｇ）接替［２３］３３７ 。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９ 日，联合国人事

局人事招聘主管 Ｗ．Ｐ．Ｂａｒｒｅｎｔ 曾致函裘开明，让
裘先生评估邓衍林能否担任联合国中文印刷品

校对员一职［２３］３５３ 。 由于此种关系，吴文津认为

邓衍林等人经裘开明教导过，有一定程度的师

生之谊［２４］ 。 我国曾有多位图书馆学家在联合国

秘书处任职，如查修（ Ｃｈａ，Ｌｉｎｃｏｌｎ Ｈｓｉｕ）、严文

郁。 据资料显示，邓衍林在联合国任职的时间

是 １９４６—１９５６ 年，职位是“会议事务部制版组中

文校对（Ｐ－２）” ［２５］ 。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中旬，邓衍林、徐家璧、孙云畴⑥

等曾 往 大 西 洋 城 参 加 美 国 图 书 馆 协 会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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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许渊冲对邓衍林评价极高，他曾多次在回忆录中提及这位第一任校长。 如说：“论英文他不如我，论数学

他不如王浩，论物理他不如朱光亚，但他有点像汉高祖刘邦……邓校长也有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民主作风，能
使人尽其才，以校为家，乐而忘忧，直到今天，还是令人怀念。”见：许渊冲著．逝水年华［Ｍ］ ．上海：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１３０－１３１．
章煜然（１９１５—１９８０），江西南城人，１９４１ 年进入天祥中学任物理课教师，１９４３ 年至 １９４７ 年先后任教导

主任、校长。 后转任其他大学、中学教师，终又返回天祥中学任教。 他一生教了 ３９ 年书，其中 ３７ 年是在天祥中学

度过的，贡献巨大。
熊中煜（１９２０—１９８５），江西新建人，１９３９ 年考入西南联大，１９４４ 年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１９４５ 年到天祥

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后任会计主任、总务主任，１９４８—１９５５ 年担任天祥中学校长。 在迁校、保护师生、成立校友会

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其有一兄弟为邓海泉，不知是否其英文名。
查 ｈｔｔｐｓ： ／ ／ ｆａｍｉｌｙ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 ／ （免费家谱及族谱记录），点击“搜寻”，在“海外华人记录”中“已逝祖先的姓

名”中，姓氏输入“Ｔｅｎｇ”，名输入“Ｙｅｎ ｌｉｎ”搜寻，可得“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ｅｗ Ｌｉｓｔｓ，１９０９，１９２５ －
１９５７”中“Ｙｅｎｌｉｎ Ｔｅｎｇ”（邓衍林）１９４５ 年和 １９５０ 年的 ３ 份出入境记录。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查。

孙云畴（１９１７—２０１４），江苏高邮人，先考入北京大学，１９３９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１９４２ 年到刘国钧主

持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１９４７ 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硕士学位，１９５０ 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

国，并应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王重民主任邀请到该专修科任教，自 １９５２ 年起任职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为图书馆学教育、管理等事业做出了贡献。 其在郑州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主持了郑州中心图

书馆的筹建工作和联合目录编制等工作。 详见：丁树筠．大家风范，图人楷模———孙云畴生平述评［Ｇ］ ／ ／ 苏全有

主编，原小平、胡卫玲执行主编．图书馆史沉思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２３－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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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２３］３８４ 。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邓衍林与 Ｔｅｎｇ Ｈｅｌ⁃
ｅｎ① 从瑞士日内瓦登机，前往巴黎，二人留下的

纽约地址是“１４４－２３ Ｃｈａｒｔａ Ｒｄ． Ｊａｍａｉｃａ． ＮＹ．”，
所持的是联合国护照②。 许渊冲在日记中记录

了自 ６ 月 １９ 日起，陪邓衍林夫妇在巴黎游玩了

４ 天［２０］ 。 在美期间，邓衍林参加了反蒋介石政

府独裁政治、 要求民主、 反对内战的进步活

动［３］ 。 关于邓衍林在联合国秘书处的 １０ 年任

职经历，我们所知有限，还有待于更多史料的

发现。

１．４　 回国奉献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邓衍林与夫人钟韶琴及两个

孩子冲破阻碍回国［２６］ 。 在《幸福的回忆，深切

的怀念》 ［２７］ 一文中，邓衍林回忆了他与周总理

三次见面时的情形。 其中在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

的回国人员座谈会上，邓衍林向周总理汇报了

编制全国书刊联合目录的想法，得到总理首肯。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９ 日在北戴河，周总理与邓衍林再

度亲切交谈［２８］ ，周总理询问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学系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情况，并提出“要送书

下乡” ［２９］ 以及“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
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的有关科

学技术资料” ［３０］ 等主张。 事后，邓衍林均向图

书馆界做了传达。 邓衍林除担任北京大学图书

馆学系副教授③，讲授《中文工具书使用法》 课

程［３１］ 外，还曾任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委

员和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组长，为新中国

的联合目录事业及目录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

献［３２］ 。 在教学中，他关心学生，１９５７ 级学生沈

国强就曾回忆：“在校期间，我多次受到邓衍林

教授的精心指导，决定攻读科技书目工作。” ［３３］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邓衍林与刘国钧、朱天俊、郑
如斯、何善祥、关懿娴等人获得北京大学图书馆

学系二等跃进奖金［３４］ 。 １９６１ 年 ５—６ 月间，系
里组织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邓衍林发表了

将图书、目录、读者统一作为整体活动来确定目

录学研究对象的看法［３５］ 。 １９５８—１９６４ 年，邓衍

林还担任北京图书馆特约研究馆员。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次理事会上，邓衍

林等 ４９ 人被选为学术委员会委员［３６］ 。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邓衍林因癌症逝世。 ５ 月 １４ 日，北京

大学为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 据

称邓衍林晚年体弱多病，双耳全聋，并患有严重

的冠心病，但仍积极翻译国外有用资料，主动介

绍外国图书馆的经验［３］ 。

２　 邓衍林著述

邓衍林的专长在参考咨询、目录编制等方

面，其主要著述如下。

２．１　 《中文参考书举要》（初稿）
邓衍林的 《中文参考书举要》 （ 初稿），于

１９３６ 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印行。 该书是在袁同

礼的指示下编纂的，欲参考美国 Ｍｕｄｇｅ 的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ｓ 及 Ｍｉｎｔｏ 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ｓ 二

书之体例，将本国之参考书籍，一一撰为提要，
但因费时较长，遂“先辑为长编，既便于各馆参

考之助，且可先得各方之指示，撰作提要之异日

可也。” ［３７］ 该书收参考书 １ ５００ 余种，每书著录

仅记书名、卷数、编撰人、出版时间、版本及出版

者、目次等，未逐一撰写提要。 编排上采用形式

和内容两种分类法，形式上分为类书、字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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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是其夫人钟韶琴英文名。 邓衍林有两位夫人，第一任夫人为江西籍，姓袁，在天祥中学做管报纸的工作。
见：龙志毅著．失去的风景线［Ｍ］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５４。

在 ｈｔｔｐｓ： ／ ／ ｆａｍｉｌｙ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 ／ （免费家谱及族谱记录）查得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ｅｗ Ｌｉｓｔｓ，
１９０９，１９２５－１９５７”中的邓衍林 １９５０ 年的出入境资料。 查询方法如前，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查。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下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刘国钧主持系务扩大会议，会议参加者有陈鸿舜、李严、魏
香文、关懿娴、朱天俊，讨论邓衍林的评级，评级结果为副教授。 参见：系委会记录及全体会议记录一年的工作计

划．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长期案卷目录（１９５１—１９６４）（档案） ．全宗号：９，目录号：１８，案卷号：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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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ａｏ：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ｓ Ｌｉｆ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

刊、年鉴、会社、传记等类，其他类则从内容上以

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 该书得

到袁同礼指示义例并予以校订，国立北平图书

馆之职员吴光清、严文郁以及莫余敏卿对该书

的类例也有指示。
而与此同时，何多源 １９３４ 年就开始编纂的

《中文参考书指南》，于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由广州岭南

大学图书馆出版，收录参考书 １３００ 余种。 其增

订本选录普通及专科参考书 ２ ０００ 余种，并由谭

卓垣、陈受颐、杜定友、严文郁等人作序，于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何氏该著作

的最大特点是：“每种各撰提要并间附评语，其
中除百分之一、二未见原著外（其未见原著者，
在书中多已分别注明），余均经编者详细检索者

也。” ［３８］自序这无疑为该书的参考价值提供了保

证。 在何氏《中文参考书指南》增订本中收入了

邓衍林所编的《中文参考书举要》一书。 除对该

书的基本简介外，何氏也做了一些评介。 如“此

目所收罗参考书甚为丰富，体例亦佳，但惜各书

无提要耳。”“至各书之取舍，亦颇有可商榷之处

者”，并为之一一列举。 此外，何氏还指出其分

类之未当，“至各书分类亦间有欠妥者，如《国学

论文索引》 之不入杂志索引，而入文学类，《辞

通》之不入韵目而入检字等是。” ［３８］１７－１８

大概因为何多源已有同名著作，后邓衍林

未再修订其《中文参考书举要》 （初稿），也未再

增补提要。 邓、何两位的参考书著作几乎是在

同时问世，参酌的对象也均是美国的参考书著

作，不同的是何氏之著作初稿收书数量不及邓

氏之著作（少 ２００ 余种），但贵在撰写提要。 何

氏后又有增订本，在收书数量上终超越邓氏。
学界通常认为何著价值更大，而邓著“此书只印

了 ５００ 份，影响不大，有些写工具书介绍的人也

没有见到它。” ［３９］ 何邓之参考书著作，一南一

北，这种“学术撞衫”现象在中国目录学史上亦

可谓是一段学术佳话。

２．２　 《北平市各图书馆所藏算学书籍联合目

录》
联合目录是将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图书

馆藏书按照主题或专题予以揭示，以促进馆际

互借和资源共享。 自 １９２９ 年起，国立北平图书

馆积极组织编纂各类联合目录，先后有 １９２９ 年

编制出版的《北平各图书馆西文书联合目录》
（通常被视为第一部联合目录） 、１９３１ 年《北平

各图书馆西文书联合目录续编》 、１９３３ 年曾宪

三编《北平各图书馆西文期刊目录》 、李德启编

《满文书籍联合目录》 等［４０］８３－８４ 。 实际上还有

该馆 １９３０ 年的《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丛书联合

目录》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前身北平北海图

书馆 １９２８ 年所编的《北平各图书馆所藏植物

学书联合目录》 《北平各图书馆所藏物理学书

联合目录》 《北平各图书馆所藏关系中国之西

文书联合目录》 （出版情况未详） ，等等。
邓衍林编、李俨①校的《北平市各图书馆所

藏算学书籍联合目录》于 １９３６ 年由中华图书馆

协会与北平图书馆协会合作刊印。 此目录之编

纂与完成，说来还是一个数学界与图书馆界合

作的佳话。 １９３４ 年，处于个人学术生涯高峰期

的李俨有感于算书研究资料不全，十分不利，因
见国立北平图书馆曾编有《北平市各图书馆英

文联合目录》，认为此举甚便，因此致函袁同礼，
请求国立北平图书馆调查各图书馆所藏中文算

学书汇为一编，以利研究。 袁同礼同意并委之

邓衍林，嘱他道：“北平各图书馆藏书甚富，所藏

中算书籍类亦不少，且间有罕见之本，君盍记

之？ 既有资于研究国算者之一助，且可略沾编

纂中文书籍联合目录之尝试也。” ［４１］引言 邓衍林

遂投入此中，“乃于馆中工作之余，抽暇着手调

查，往来各馆提取书籍并核对撰人姓氏、出版年

月，几费周章，前后经六阅月，方成此目，计调查

图书馆共十九处，收录算书凡千余种，详加整理

写定，费时几及一年……” ［４１］李序该目录列有《各

１１３

① 李俨，１８９２—１９６３，字乐知，福建闽侯人，我国历史学家、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专家、中国科学史事业开拓

者，著有《中国古代数学史料》《铁道曲线表》等多种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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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简称表》，分类以书名首字笔画分类，著
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馆藏地，采用互见形

式著录同种但不同名书籍，个别书籍详列子目

或加附注。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的“新书介

绍”栏目曾对该书予以推介：“内容所举书名，
虽限于北平一隅，然列举有一千余种，篇后并

附有 索 引， 颇 资 研 究 斯 学 之 参 考， 现 已

出版。” ［４２］

数学史家李俨一生 ４０ 余年从事铁路建设工

作（直到晚年，即 １９５５ 年才调入中国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专门从事数学史的研究工作），只能利

用工作之余从事中国算学史研究，他的研究有

赖于资料的搜集［４３］ 。 １９２６—１９３４ 年间，李俨就

自编多种算学目录发表在 《 图书馆学季刊》
上［４４］ 。 １９３６ 年，李俨受王云五先生嘱托编著

《中国算学史》 （该书亦是李俨的代表作之一）。
在序中李俨表达了对各图书馆等机构和人员的

谢意，他说：“中间材料插图之征集，曾经北平国

立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南京江苏国学图书馆柳

诒徵，长安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张知道，北平研

究院徐炳昶诸先生，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杭州

浙江省立图书馆，上海中国科学社图书馆，日本

三上义夫、小仓金之助两先生，及王重民、邓衍

林、孙文青、章用诸先生之助。” ［４５］ 由此可见，李
俨之图书馆情缘可谓深矣。 与他合作者还有王

重民，二人编校有《清代文集算学类论文》 ［４６］ 。
在这里，邓衍林、王重民起到了很重要的辅助科

学研究的作用，恰可说明图书馆学“为人找书，
为书找人”的宗旨以及为服务于这个宗旨所开

展的目录编制工作。 同样，１９６３ 年身在美国的

袁同礼编成了《现代中国数学研究目录》，可以

说其目录编制工作实是其来有自。 虽然邓衍林

之目录也为数学史家严敦杰（１９１７—１９８８）指出

一些脱漏之处，但正如严氏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５ 日致

李俨信函中所说：“于今故都沦亡之际之后（注：
指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各图书馆书籍或遭

兵燹而散佚，或随国府而西迁，得赖此编而见昔

时面目，其功岂可没哉？ 而抚今视昔，不免有沧

桑之感也。” ［４７］ 可知，该目录于保存文献之历史

价值实不可湮没。

２．３　 《中国边疆图籍录》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

中曾提及“本年度答复咨询耗时最久者为参谋

本部以及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调查关于边疆图

书目录为最。” ［４８］ 可见，民国政府部门就曾委托

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制边疆图书目录。 １９３６ 年，
朱士嘉、陈鸿舜编有《西北图籍———新疆》 ［４４］ 等

边疆图书目录。 如前所述，抗战爆发后，邓衍林

又倡议并承担西南文献和边疆图录两份目录的

编制。 其所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本拟在 １９３９
年出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已有报道：“邓

衍林，任职国立北平圕参考组有年，素喜搜访吾

国边疆图籍文献，费时十载，近成《中国边疆图

籍录》一书，现由商务印书馆付印中云。” ［４９］ 后

因受战争影响，邓衍林以为毁于战火。 解放后，
幸商务印书馆仍存有清样［５０］ ，遂于 １９５８ 年出

版。 后台湾地区文海出版社 １９７４ 年出版影印

版。 至于邓衍林所负责编制的另一目录———云

南书目，现未得见，不知是否编成，或早已取消

该书目的编制，因另有图书馆学家李小缘 １９３７
年所编的《云南书目》，收书 ３ ０００ 余种，可谓已

着先鞭［５１］ 。
《中国边疆图籍录》总计 ５５ 万字，以全国边

疆为范围，收录到抗战为止，著录各种文献８ ０００
种。 全书分为“一般论著” “边疆舆图” “中国边

界关系”“西夏史料” “契丹及辽代史料” “金源

史料”“元代史料” “明代边疆史料” “明倭寇史

料”“丛书及期刊” “东北史料” “蒙古史料” “西

北史料”“古西域史料” “西南资料” “西南各民

族”１６ 大类①。 各大类下或以时代先后分，或以

实际著作和存目分，或以地域划分后，再以时代

１１４

① 笔者计类与林荣贵《＜中国边疆图籍录＞简介》计数不同，林氏计为 ３５ 个最高档次的平行专目。 笔者认

为诸如“东北史料”下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下属类目，其大小类属性区分明显，应予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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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

先后分，或以一般著作和舆图类别划分。 著录

书籍先中文后日文，先列丛书本后列单行本，也
著录满文书籍。 书后还附有《书名索引》 《著者

索引》《笔画检字表》。
该书被誉为“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甚至可以

说是截今为止仅有的一部较为系统的边疆学目

录著作，编辑上的开创性，收录图籍之广泛，实
为我国边疆学、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做了一件好

事。” ［５２］ Ｐ．Ｏｌｂｒｉｃｈｔ 于该书出版当年就在法国的

《汉学书评》 （Ｒｅｖｕ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 ｄｅ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ｅ）
上对该书做了推介［５３］ 。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

（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１９０７—１９９１）曾在其研究中

说到：“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腹地边

疆》一书，仍然是所有研究亚洲腹地学者的基本

读物。 最易看到的赛诺所编《中部欧亚大陆研

究》是一部列举欧洲文著作的总书目，但其中有

关 １８００—１８６２ 年清朝亚洲腹地的著作很少。 中

文著作书目有邓衍林编的 《 中国边疆图籍

录》。” ［５４］ 可见该目录在国际汉学界也引起了关

注。 李永明借此曾论费正清的汉学研究得法：
“费氏提供的两部书目著作中还有邓衍林的《中

国边疆图籍录》，这种书目介绍中又包含着书目

著作的介绍，多少含有引文追溯法的色彩。 所

提供的文献线索无疑被拓宽了。” ［５５］ １９６２ 年，袁
同礼在美国编成《新疆研究文献目录》，应与此

前朱士嘉、陈鸿舜、邓衍林等人所整理的边疆研

究资料有关。 总之，该书在边疆地理研究方面，
提供了重要的查找线索［５６］ 。 虽然不免存在局部

错误，如有学者指出邓衍林将何西夏的《西夏经

义》人名误作古代的国名，但瑕不掩瑜，该书仍

是“查考我国历代有关边疆图书资料的重要工

具书。” ［５７］

２．４　 《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与《参考工作与

基本参考书讲授提纲》

《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 ［５８］ 是邓衍林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在南京省市图书馆人员进修班的讲稿。
该进修班是“第一次全国省市图书馆人员进修

班”，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 ６ 个单位

联合举办，刘国钧、王重民、杜定友、陈鸿舜、邓衍

林、丁志刚等担任教学任务①，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 ７８ 位学员参加了进修班，修业时间为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５ 月 １８ 日［５９］ 。 该讲稿分为两大部分，第一

部分是参考工作概论，分三章讲述，分别论述参

考工作的意义和任务、内容与方法、组织和计划；
第二部分是基本参考书，讨论参考书的特征和功

用，并详细介绍字典、辞典和百科全书、年鉴和手

册、历表和年表、地理志、地图、人物志、传记索

引、姓氏类书、书目和索引等参考书之内容。
《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讲授提纲》 （以下

简称《讲授提纲》）是邓衍林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在高等

教育部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的讲稿，笔者所

见的是手写油印本。 邓衍林在“引言”部分有自

注：本提纲系借用文化部今春在南京举办的省

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讲稿略加删节，该讲

稿系以公共图书馆参考工作为对象，附此注明。
在“引言”中，邓衍林说明：本课程的目的在协助

高等院校和科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关于参考工作

的展开和基本参考书使用方法，以搞好图书馆

如何为科学研究服务。 根据教研组的讨论，本
课程的教材除略述中文的主要参考书外，以介

绍外文参考书刊为重点讲述［６０］１ 。 该提纲分为

三个部分：（一）大学科学图书馆参考工作概论；
（二）基本参考书使用；（三） 专科参考书选要。
最后设有 ４ 个附录：（一）中文基本参考书选录；
（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外文基本参考书

１１５

① 担任本次研修班教学任务具体情况是：采访工作（陈鸿舜）、地方文献（杜定友）、科学发展及科技书刊介绍

（袁翰青）、古典文学（陈中凡）、现代文学（陈瘦竹）、分类原则与省市图书馆分类法问题（杜定友）、省市图书馆目录

制度与目录组织问题（刘国钧）、普通目录学（王重民）、书目、索引编制法（吕绍虞）、参考工作与参考书（邓衍林）、马
列主义目录学（李枫）、三大系统协调（汪长炳）、联合目录（钱亚新）、馆际互借（李钟履）。 此外，苏联专家雷达娅同

志根据采访、分编和书目参考工作等主要课程分别为学员作专题报告。 可谓名流云集，盛况空前。 参见：李钟履．第
一届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开学［Ｊ］ ．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５７（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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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录；（三）北京图书馆参考组出版的参考书目

录（６１ 种）；（四）北京图书馆参考组答复读者咨

询举例三则。 另有湖北省图书馆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翻

印的 ３７ 页的同名打印稿，也标明是“省市图书

馆工作人员进修班讲稿”。
这三份讲稿，虽然前后有增删，尤其是《讲授

提纲》相对简单（后半部分，很多地方仅有纲目，没
有更为细化的说明），但也补充了一些内容。 通读

三份讲稿，还是可以发现不乏心得之处。 如在论述

目录和书目的区别时，邓衍林这样讲到：“目录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是具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必须在特定

的时间和地点可以找到某本书的目录；书目（Ｂｉｂｌ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是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的……所以专

门记载某一图书馆的藏书，叫馆藏目录，而不叫馆

藏书目（这是我个人对于划分‘目录’‘书目’两个

名词涵义的意见）。”［５８］１２这种观点与杜定友是一致

的。 杜定友云：“目录所载以一时一地所藏为限，书
目所载为泛指一切之书或特种之书。”［６１］ 在阐述书

目参考的工作效率时，邓衍林要求：“参考工作馆员

要养成勤于劳动，功成不居，累积而专，锻炼成家的

作风。”在关于答复问题的基本限度上，邓衍林提

及：“（１）不越俎代庖，（２）不鼓励懒汉，（３）注意保

密。”［５８］１４而在论述书目参考的劳动精神时，邓衍林

说书目参考是：“一种生产性的劳动，积流成渠的劳

动（由散漫到集中），细水长流的劳动（由片段到积

累）、科学工作的劳动（由广泛到专精）。”［５８］１５

在第九章“书目和索引”中，邓衍林还阐述了

“图书目录事业国家化和科学化问题”。 在目录

工作国家化方面，邓衍林提出有两个原则，第一

个原则是消除书籍的散漫现象，要由散漫到集

中，由文化部来计划；第二个原则是由片段到积

累，目录工作要细水长流，然后要有组织地印刷

卡片。 而目录工作科学化问题上，邓衍林认为要

研究目录工作组织化问题、标准化问题、经济化

问题，并介绍了电子学和电子计算机在目录上的

应用远景［５８］６０－６９。 《讲授提纲》其后所附的“北京

图书馆参考组答复读者咨询举例三则：（一）江苏

某医生访问中国古代尸腊的资料；（二）读者问箜

篌的资料；（三）中国建设杂志社问雪涛小说的作

者和作者的年代” ［６０］４４－４９，详细生动地展现了参

考咨询工作的过程，非常有代表性。
张德芳在回忆中再现了邓衍林讲授该课程

时的风采，他说：“邓衍林先生则是刚从美国回

来的，他讲参考咨询，却另是一种风格，有问有

答，师生互动， 妙趣横生， 获得满堂笑声、 掌

声。” ［６２］ 令人为之神往。

２．５　 邓衍林所编制的其他目录

（１）《关于太平天国史料史籍集目》
清政府被推翻后，太平天国之历史研究成

为学界所关注的话题之一，相关研究也随之开

展起来①。 但最初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即“文

献无征”，原因在于太平天国文献多被清政府禁

毁殆尽。 为了改进相关的研究，势必急需对残

存的各种文献进行搜集整理。 １９２５ 年，日本学

者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发表《大英博物馆所

藏太平天国史料》一文，引发国内学者赴海外求

书的热潮。 １９３５ 年我国图书馆学家王重民亦有

《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 ［６３］ 一

文。 邓衍林所编的《关于太平天国史料史籍集

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编制的。 该集目

分为五类，具体是：（一）太平天国旨准诏书总目

所载 ２９ 种，（二）其他史料（２７ 种），（三）太平天

国史籍（ １０ 种）， （ 四） 太平天国战役史料 （ ４３
种），（五）杂录（４０ 种），共收 １４９ 种，成为当时

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 每种下一般注明刊刻时

间（太平天国纪年与公元纪年均加以标注）、文
献特征（每页行数、每行字数、特殊格式如抬格，
总页数）、馆藏地、题名信息、内容简介，部分加

按语说明版本源流。 有著者信息的加著者姓

名，未经眼的书籍标“未见”。
萧一山 １９３５ 年出版《太平天国诏谕》、１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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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３４ 年，陈独秀在狱中读到罗尔纲未刊稿《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 （１９３３ 年修贵县志时撰，已佚），特意

托人请罗尔纲来南京与他晤谈，可见其时相关研究已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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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太平天国丛书》，郭廷以 １９３７ 年出版

《太平天国历法考订》，１９４４ 年简又文出版《太

平军广西首义史》，其时太平天国的研究论著不

断问世，而邓衍林所编的《关于太平天国史料史

籍集目》可说正逢其时，为促进该领域的学术研

究提供了支持。
（２）《元太祖成吉思汗生平史料目录》
清道光、咸丰以来，文史学界均比较关注西

北边疆史地以及蒙元史的研究，如 １９３４ 年冯承

钧就出版有《成吉思汗传》。 １９３６ 年邓衍林所编

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生平史料目录》，由中华图

书馆协会印行，是迄今稀见的元太祖成吉思汗

生平史料目录。 该目录集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生

平史料，共收录中文书籍 ２９ 种，５５ 个版本；论文

７ 篇；日文书籍 ５ 种；论文 ８ 篇；西文书籍 ３３ 种。
是了解和研究成吉思汗的重要资料。

为资考证，该目录还加有一些按语，如对张

相文与屠寄的论战予以备注说明：“以上诸篇论

文因皆张屠两氏讨论成吉思汗陵寝问题：一在

外蒙古说（屠寄）；一在西夏河套说（张相文），所
见虽各有不同，而印证之资料均有价值。” ２００９
年，尽管时间过去了 ７３ 年，这份目录还被东方出

版社编辑附在冯承钧的《成吉思汗传》 之附录

（初版并没有该附录） ［６４］ 中，以为参考，然而未

标邓衍林姓名。 新资料不断出现，相关研究成

果日益增多，然而后人未再增订成吉思汗生平

史料目录，７０ 余年后仍沿用邓衍林之目录，且未

注明编者名姓，是否可以说明后人为学之日趋

苟简呢？ 走笔至此，不禁让人汗颜。

３　 邓衍林的联合编目思想及实践总结

３．１　 邓衍林联合编目之思想

３．１．１　 联合编目之意义与制度保障

前文已说明，联合编目在国立北平图书馆

已多有实践，相关目录也早经编制，邓衍林就曾

编撰有《北平市各图书馆所藏算学书籍联合目

录》。 １９５６ 年，“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响，联合

目录工作再度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国务院召集的回国人员座谈会上，
邓衍林记录了他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我说，
回国后，虽然到了几个大城市看了看，但了解情

况不多，据说美国《化学文摘》就进口了几十部

……当总理听到一部文摘就花了一千多美元

时，表示非常惊讶，随即问我多少份够用，我说

四份，一份存北京图书馆，一份存科学院图书

馆，一份存化学会，一份供复制……” ［２７］ 可见，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科技期刊诸如《化学文摘》
之类的价格已经非常高昂。 如何应对，已成为

图书馆界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为节约经费，邓
衍林再一次提出编订联合目录，以实现馆藏最

大程度的共享，节约经费。 而半个多世纪后，图
书馆界仍然在为节约经费而群策群力，其困境

之出路仍不外求联合以解决［６５］ 。
对于联合目录之意义，邓衍林有清晰的认

识：“是充分发挥图书资源和潜力，以便更好地

为科学研究服务，是为国家总书目工作创造有

利的基础条件，是使图书目录事业走向合作化、
科学化和国家化的起点。” ［６６］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国务院在《人民日报》批准公布了国务院科

学规划委员会制订的《关于图书协调、档案资

料、仪器供应和化学试剂等协调改进方案》。
《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所提出的主要工作是：一
是建立中心图书馆，二是编制全国图书馆联合

目录。 在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下成立一个全

国图书目录编辑组（于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正式

成立），附设于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
内。 邓衍林被任命为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

会委员和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编辑组组长，负
责领导联合目录的编制工作，具体工作由北京

图书馆李钟履主持①，这为国家总书目的编订做

好了基础工作，有力地提供了机构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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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钟履对联合目录工作贡献颇多，见：敬文．怀念一位有成绩的图书馆工作者———李钟履先生传略［Ｊ］ ．图
书馆学研究，１９８５（６）：４９－５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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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编制联合目录应注意的基本问题

国立北平图书馆一直将编订联合目录工作

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不仅在实践中编制联合

目录，还在全国年会上予以倡导。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４ 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青

岛举行，会议讨论议题就有：编制全国图书馆联

合目录、推广馆际互借、统一图书分类法、编制

全国善本书目、中国图书年鉴，统一索引检字

法，等等。 但在具体做法上，还缺乏深入的理论

探讨。 邓衍林在《编制联合目录中的几个基本

问题》 ［６６］ 一文中，除概括了联合目录的意义和

功用，还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
（１）明确类型问题。 邓衍林在比较总结苏

联、德国、英国、美国、瑞士、荷兰等国编制联合

目录的经验后，认为应该采用苏联的全国性、重
点计划式，即选择重点，分区进行，采用且清且

整，联合会报的方式，编制全国性的联合目录。
这种方式固然与当时“向苏联老大哥” 看齐有

关，但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图书馆事业主

要集中在大城市，“选择重点，分区进行”也比较

适合。
（２）著录范围问题。 邓衍林认为期刊优先

于书籍，外文书刊优先于本国出版的书刊。 在

书刊内容的选择上，不必采取“以全为尚”的办

法，须予以精选。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期刊在信

息传播和知识更新方面已远超图书，对其优先

著录是合乎科技界需要的。
（３）断代编制问题。 邓衍林认为以资料的

利用率作为资料分期的断代根据比较合理，并
归纳出三个原则：先新后旧，断代分期处理；外
文期刊和书籍优先编制；本国书籍则断代分区

编制。 这样做到了旧书“断代分区”编制，新书

“从此不乱”，外文书刊能“速战速决”。
（４）编制方式问题。 邓衍林认为应采用“全

面进行，分题选印”的折衷办法，并建议用字顺

目录，易于速成。
（５）整理旧书问题。 鉴于北京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所藏古籍较多，积压严重，邓衍林认

为应从这两个图书馆着手，并提出“著录应详

明，分类可粗疏”的标准。
（６）外文书目录编制问题。 邓衍林建议编

印“外文书联合目录通报”，作为经常的联合目

录的补编和新书通报，还建议统一各馆新书通

报的书目标准规格以代卡片汇报制。
总体上，邓衍林认为“标准化是科学化的基

本条件”，为此，他对联合编目所涉及的问题均

做了深入思考，也提出了可行的操作办法。 虽

然民国期间袁同礼所领导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

编制联合目录方面就多有实践，钱亚新也曾在

１９５７ 年为第一届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

班撰写《联合目录》的讲稿［６７］ ，但从理论方面对

联合目录进行深入阐述和概括的，学界通常认

为毛坤的《试论联合目录》和邓衍林的《编制联

合目录的几个基本问题》论述得最为深刻和详

尽（二人在文华图专也是师生关系） ［６８］１５２ ，具有

重要影响［６９］ ，这两篇文献也成为“２０ 世纪重要

文献、人物、事件”中重要“国内文献”的代表性

篇章［７０］３３６ 。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后所编制的联

合目录，基本是按毛坤、邓衍林两文所拟定的方

向进行的。

３．２　 邓衍林对新中国联合编目实践之总结

１９５９ 年，邓衍林《联合目录工作的成就及其

展望》 ［７１］ 一文回顾了解放后联合目录的开展成

就。 邓衍林统计，到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底全国所编全

国性和地方性联合目录约计 ７９ 种，其中全国性

的联合目录就占 ３８ 种。 其他的成就还有：《全

国西文新书联合目录通报》于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创刊，
分两辑编印，《解放前中文期刊联合目录》 《全国

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已完成编辑，而《全国俄文

期刊联合目录》和《全国日文期刊联合目录》正

在积极编制，在专题联合目录的编制上也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以一个馆为基础，其他馆做

补充”，并建立了卡片目录中心。 邓衍林还分析

了我国联合目录工作的体系和特点，并对我国

联合目录工作予以展望：加强联系，分工合作；
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确立制度，健全组织；改进

工作方法，统一编目规格。 文后附有：全国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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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目录调查简表（初稿）。 在邓衍林看来，联合

目录的编制是一项永久性的事业，他希望成立

一个永久性的机构，确立固定的编制人员，以更

好地为科学研究服务。 《联合目录工作的成就

及其展望》一文是对 １９５７—１９５９ 年间联合目录

工作的全面总结。 其时，正值各个领域“大跃

进”，各方面工作斗志昂扬，后期虽不免有浮夸

之风，但最初人们对工作的投入是值得肯定的。
短短两年，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就编制了

多部目录，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对全国的联合目

录工作进行了摸底、部署和规划，因其所取得的

成绩， 还被表彰为先进集体， 其事迹得到了

介绍［７２］ 。
这一时期是联合目录发展的高峰期，一直

到文革前，光北平图书馆就编制了不下 ２０ 余种

联合目录和专题联合目录［４０］２１８－２２０ 。 而全国图书

联合目录编辑组自成立后总共编制 ３００ 多种全

国性和地区性的书刊联合目录，文革中停滞。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全国图书联合目录工作组恢复工

作，１９８０ 年成立了新的机构———全国联合目录

工作协调委员会，延续了该工作组的工作。

４　 邓衍林的学术特点及成就

４．１　 无私奉献，为研究者提供便利

个人总是受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影响，民
国期间邓衍林对一些目录的编制，固然与当时

以袁同礼为代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学者所编制

的 ３００ 余种目录有关［４４］ ，但其早期所编制的一

些专门目录和联合目录，为其后来组织和领导

联合目录事业奠定了基础。 或有人说，邓衍林

此种工作少发明多征实，均是为他人做嫁衣，不
值一提，但其所秉承的正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

“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早在 １９２９ 年，国立北

平图书馆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本馆为行政机关

而非研究机关，其形式与科学研究院迥不相同，
故其事业不在研究本身，而在如何供给研究者

之便利。” ［７３］ 可见，邓衍林一如其他图书馆学家

一样，是“供给研究者之便利” 理念的践行者。

他在抗战期间所发表的《图书馆员与国防总动

员》一文中，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 他说：“我们

认为图书馆员与国防总动员的关系，除了投笔

从戎去流血，和消极的组织战地团外，主要的工

作是要总动员的搜集关于国家建设和国防资源

之研究资料，随时准备一般学者研究便利之用，
成为战时国防研究参考的中心工作，这是我们

最大的使命。” “我们图书馆员能够替科学家节

省一分钟时间和精神，很便利地供给他们所需

要研究参考资料，使他们的研究能够早一分钟

成功，也许我们的前线可以少死伤一万人！” ［７４］

其爱国的拳拳之心以及对图书馆员工作的深刻

认识尽表无遗！
正如学者们所说：“编目就是要在书与人之

间架起传递知识信息的桥梁，读者可以凭借它

获得很多有用的资料，然后经过研究和升华，最
终硕果累累，成为学者方家；而编目者却始终隐

在幕后，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４０］４５６我国地方志

专家朱士嘉就曾表示对国立北平图书馆邓衍林

等人的谢意，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朱士嘉得以

充实其 １９３５ 年编纂《中国地方志综录》 ［７５］ 。 而

实际上，在“供给研究者之便利”的同时，学者们

也成就了自己的学术。 民国期间，国立北平图

书馆人才荟萃，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学者专家，
如王重民、徐森玉、向达、钱存训、吴光清、贺昌

群、谢国桢、刘节、赵万里、谭其骧、孙楷第、于道

泉、邓衍林、万斯年、张秀民、刘修业、汪长炳、李
钟履、吕绍虞，等等，不尽枚举，他们都有编制书

目的人生经历。 可见，“为人”与“为己”并不矛

盾，目录编制工作意义大焉。 地方文献专家于

乃义表示是受向达、万斯年、邓衍林等人感召，
而立志终身做一名资料员的［７６］ 。

４．２　 锻炼成家，为学术发展备参考

参考咨询向来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图书馆

工作，业内按顺序而列，有“一参考，二编目，三
阅览”的说法。 邓衍林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参考

组任职近 １０ 年，编制了较多的书目，除以上正式

出版的目录外，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参考组的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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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工作人员，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他还编制了《馆藏

西文化学书分类目录》《中国工程学书目》《馆藏

教育杂志目录》《南洋问题书目》等目录，既有自

然科学类的，也有社会科学类的，被誉为“全科

参考职员” “在民国参考咨询史上具有重要地

位”。［７７］ 在参考咨询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工

作经验，并在实践工作中力主“勤于劳动，功成

不居，累积而专，锻炼成家”的作风，并将书目参

考视为：“一种生产性的劳动，积流成渠的劳动

（由散漫到集中），细水长流的劳动（由片段到积

累）、科学工作的劳动（由广泛到专精）”。 诸如

此类的心得应是其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的切身体

会。 在提供参考咨询服务过程中，他还不忘撰

写文章，积极进行图书馆学研究，这样“不仅可

以提高自身参考咨询服务能力，还可以（提高）
北平图书馆参考工作整体服务水平。” ［７８］ 遗憾

的是，邓衍林在参考咨询方面的贡献较少受到

学界的关注。
如前所述，邓衍林在 １９５７ 年的参考咨询课

程讲授中，对目录工作科学化的问题，他就认为

要研究目录工作组织化问题、标准化问题、经济

化问题，并介绍了电子学和电子计算机在目录

上的应用远景。 因他刚自美国回来，了解世界

图书馆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带回了较为前沿

的信息，并借由课程讲授，播下了在目录上应用

计算机技术实现图书馆自动化的种子。 遗憾的

是，后来未见邓衍林公开发表相关的论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刘国钧开始对 ＭＡＲＣ（机读目

录）撰文介绍，成为我国“系统介绍、研究机读目

录的第一人。” ［６８］１５５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也是

学术史上常见的现象。

４．３　 矢志不移，推动联合目录事业发展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２４ 日文化部召开的图书

馆学专家座谈会上，图书馆学家们满腔热情，提
出了许多问题。 邓衍林指出：“图书馆事业是一

个没有得到照顾和缺乏营养的孩子。 科学家需

求资料急如星火，而各图书馆却人少、事多、房
缺、书乱。 图书馆担任着科学进军的第一线任

务———大军未发，粮草先行，可是领导上并没给

它提供条件，这是不合理的。”①［７９］ １９５７ 年的

“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实施期间，图书馆学家多

投入其中，邓衍林、毛坤、钱亚新等人都有专文

论述联合目录的问题。 联合目录研究，一时成

为热点问题。 邓衍林身为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

辑组的组长，更是全力投入其中。 因 １９５７ 年在

联合目录上的贡献，邓衍林被列为中国图书馆

学史之“２０ 世纪重要人物” ［７０］３４１ 。
然而联合目录事业的开展绝非易事，需征

集大量目录卡片，统筹规划众多图书馆参与，在
分类法尚未统一的情况下，编例亦须考虑多种

因素。 我国图书馆众多，三大系统图书馆各有

归属，为此，在高教部召开的“高等学校图书馆

工作会议”上，邓衍林先生曾就图书馆“三军无

统帅” 的问题， 呼吁统一全国图书馆领导机

构［８０］ 。 他具体主张“应该拆除三系统图书馆各

自为政的外墙，如由国家建立全国性国家目录

中心研究机关，协调图书馆事业基本方针，编制

全国性联合目录、索引，统筹外文书选购与分

配，主持书刊调配、国际交换，推进图书馆学方

法研究等。” ［８１］ 然而言易行难，编制联合编目谈

何容易。 就 １９６１ 年所编成的《全国中文期刊联

合目录（ １８３３—１９４９）》 来说，征集工作历时两

年，编辑又历两年才出版，收录期刊 １９ １１５ 种

（包括补遗 ９５１ 种），参与馆共 ５０ 个［８２］ 。 尽管如

此，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仍然做了大量的

编辑工作，以《中小型图书馆分类表》的基本大

类为基准，编就《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

《１３ 种分类法大类换算表》 以供联合编目者

参考。
经各方努力，产生的主要目录成果有：《全

国西文新书联合通报》，分为“哲学社会科学部

１２０

① 在其《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中，该问题被概括为“三荒”“二难”的现象。 所谓“三荒”，即书荒、人荒、
房荒；“二难”，是从整理上说的，即书有新旧之分和多少之别，也即是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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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自然技术科学部分” 两辑，全年各出 ６
期；《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及《全国西文期刊

联合目录》（续编），另还有各专题目录，如《矿业

冶金工程联合目录》 （草目，北京图书馆西文编

目组 １９５８ 年编）、《机械工程西文图书联合目

录》（清华大学图书馆 １９５９ 年主编）、《电机工程

西文图书联合目录》（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１９５９
年主编），等等。 据 １９６３ 年底统计，参与馆最多

时达 ６００ 余馆，１６００ 余馆次，投入联合目录的人

手，平均每一种为 １００ 人左右。 解放前共出版 ８
部联合目录，自 １９５７ 年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

组成立到 １９６３ 年底的 ７ 年内，全国性和地区性

的联合目录出版了 １６２ 种，尤其是全国和地区的

１９ 种新书通报更是旧中国所没有的。 《全国西

文新书联合通报》一共也出版了 ６２ 期［８３］ 。 这是

我国图书馆学前辈们在联合目录事业上所建立

的不朽功绩。

５　 结语

除以上所论的主要学术论著外，邓衍林还

做了一些编译工作。 如译录日本学者长泽规矩

也的《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一文，以供学人

考订版本时参考。 长泽规矩也精研我国目录版

本之学，是最早系统研究刻工的学人。 该文录

有 １３０ 种刊本，再按笔画对刻工进行分类统计，
共计列有 ６４７ 余名刻工姓名。 邓衍林将其翻译，
在当时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沟通中日学

术交流是大有裨益的。
邓衍林一生足迹遍及国内外多个学府与机

构，主要从事图书馆事业、教育事业，其个人经

历不可谓不丰富。 一般认为，“邓氏一生从事图

书馆教学和图书馆实际工作，有丰富的理论和

实践经验，尤于目录学成就显著。” ［８４］ 其论述图

书馆学与目录学关系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８５］ 。 他兴趣广泛，在编制目录过程中，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均有所涉猎，包括文史古籍、经济、
教育、边疆地理、化学、数学、工程，等等，确不负

“全科参考咨询馆员”之誉，也是学界公认的“参

考咨询专家” ［８６］ 。 本文对邓衍林之生平、著述

和贡献做了初步探索，关于邓衍林在目录编制、
目录国家化、参考咨询方面的功绩，还值得进一

步深入挖掘，又如他在联合国任职以及北京大

学图书馆学系任教方面还有一些空白，期待以

后能做更深一步研究。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江南大学图书

馆顾烨青先生、国家图书馆邱奉捷女士、中科院

理化技术研究所付杨同学提供部分资料，特致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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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ｈｅ ｗａｓ ｉｎ Ｋａｎｇｚｈａ［Ｊ］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ａｉｐｅｉ），１９６６，８（２）：４０）

［１１］ 张光润．袁同礼与北平图书馆———以１９３８年初的平馆南迁风波为中心［ 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２：
５－１０．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ｒｕｎ． Ｔｕｎｇ⁃ｌｉ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３８ ［ 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２：
５－１０．）

［１２］ 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 Ｍ］．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 Ｐｅｋ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ｅｋ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２．）

［１３］ 李致忠．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１９０９—２００９ ［ Ｍ］．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７． （ Ｌｉ Ｚｈｉｚｈｏｎ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１９０９－２００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９：２７．）

［１４］ 赵其康．北京图书馆变迁纪略［ Ｇ］ ／ ／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苑撷英．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８７．
（Ｚｈａｏ Ｑｉｋａ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Ｇ］ ／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Ｇａｒｄｅ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８７．）

［１５］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６年的北大、清华、南开［ Ｍ］．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４８４．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ｌｕｍｎｉ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ｒｏｍ １９３７ ｔｏ １９４６，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
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４８４．）

［１６］ 昆明天祥中学喜迎７０华诞［ ＥＢ ／ ＯＬ］．中新网，（２０１０－ ０５－ ０７） ［２０１６－ １１－ ０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ｅｄ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０ ／ ０５－０７ ／ ２２６９６９５．ｓｈｔｍｌ．（Ｋｕｎｍｉｎｇ Ｔｉｅｎ Ｈｓｉａ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ｓ Ｈｅｒ ７０ｔｈ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ＥＢ ／
Ｏ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２０１０－０５－０７）．［ ２０１６－ １１－ ０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ｅｄ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０ ／
０５－０７ ／ ２２６９６９５．ｓｈｔｍｌ．

［１７］ 王明坤．历史记述的天祥中学［ Ｇ］ ／ ／ 昆明市盘龙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盘龙文史资料：第２１辑：盘龙纵

横：献给盘龙区建区５０周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７１ － １７４． （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ｋｕ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ｉｅｎ
Ｈｓｉａ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 Ｇ ］ ／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Ｐａｎｌｏ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Ｐａｎ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２１，Ｐａｎｌｏ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ｔｏ ｔｈｅ ５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ｎｌｏ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１７１－１７４．）

［１８］ 西南联大讲坛．西南联大校友创建的昆明天祥中学［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 １１－ １９） ［ 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ｉｇｕ．ｃｏｍ ／ ａ ／ ９９３５６ ／ ９５５５２６１．ｈｔｍｌ．（Ｆｏｒｕｍ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Ｔｉｅｎ Ｈｓｉａ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ｌｕｍｎｉ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１１－１９） ［２０１６－１０－２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ｉｇｕ．ｃｏｍ ／ ａ ／ ９９３５６ ／ ９５５５２６１．ｈｔｍｌ．）

［１９］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６：经费校舍设备卷［ Ｍ］．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ｕ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ｕｍｅ ６ ［Ｍ］． 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２０］ 许渊冲． 往事新编： 许渊冲散文随笔精选 ［ Ｍ］． 深圳： 海天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２１８ （ Ｘｕ Ｙｕａｎｃｈｏｎｇ． Ｆｒｅｓｈ

１２２



周余姣： 邓衍林之生平、 著述与贡献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ａｏ：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ｓ Ｌｉｆ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Ｘｕ Ｙｕａｎｃｈｏｎｇ ｐｒｏ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Ｈａｉｔｉａ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２１８．）
［２１］ 黄蓓蓓． 许渊冲：诗译英法７０年［Ｎ］．北京日报，２０１４－０８－１２（１９）．（Ｈｕａｎｇ Ｂｅｉｂｅｉ． Ｘｕ Ｙｕａｎｃｈｏｎｇ． Ｗｈｏ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ｅｍ 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ｏｒ ７０ ｙｅａｒｓ［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４－０８－１２（１９）．）
［２２］ 李春元．天祥校友，群星灿烂［ 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１ － ３． （ Ｌｉ Ｃｈｕｎｙｕａｎ． 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ａｌｕｍｎｉ，ｔｈｅ

ｓｈ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ｓ ［Ｍ］． 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１－３．）
［２３］ 程焕文．裘开明年谱［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 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Ａｌｆｒｅｄ Ｋａｉｍｉｎｇ

Ｃｈｉｕｓ Ｌｉｆｅ ［Ｍ］． Ｇｕｉｌ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２４］ 吴文津． 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 ［ Ｊ］ ． 张寒露，译． 图书情报知识， ２０１１ （ ２）： ４ － １２． （ Ｅｕｇｅｎｅ Ｗｕ．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Ｊ］ ．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ｎｌｕ， ｔｒａｎ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１（２）：４－１２．）

［２５］ 李铁城．联合国里的中国人（ １９４５—２００３）：下册［ 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１２９． （ Ｌｉ Ｔｉｅｃｈｅ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４５—２００３）：ｖｏｌｕｍｅ ｔｗｏ［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４：１１２９．）

［２６］ 钟韶琴．海外赤子的知音———《美洲华侨日报》［Ｇ］ ／ ／ 党德信．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２３辑（文化）．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１７２ － １７３． （ Ｚｈｏｎｇ Ｓｈａｏｑｉ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 ／ ／ Ｄａｎｇ Ｄｅｘｉｎ． Ｄｒａｆｔ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３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１７２－１７３．）

［２７］ 邓衍林．幸福的回忆，深切的怀念［Ｊ］ ．图书馆工作，１９７７（１）：２０－２２．（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 Ｈａｐｐｙ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１９７７（１）：２０－２２．）

［２８］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北戴河接见邓衍林副教授的谈话（１９５８年８月９日） ［ Ｇ］ ／ ／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资料选编：上．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７３－７５．（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ｉｄａｉｈｅ ｒｅｓｏｒｔ （ｏ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９，１９５８）［Ｇ］ ／ ／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ｕｃｈａｎｇ：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７３－７５．）

［２９］ 许京生．周总理最早提出要“送书下乡”［Ｊ］ ．政府法制，２０１２（３５）：３３．（Ｘｕ Ｊ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Ｚｈｏｕ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
ｎａｌｌ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ｓｅｎｄ ｂｏｏ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Ｊ］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２０１２（３５）：３３．）

［３０］ 刘纬毅．中国方志史初探［Ｊ］ ．文献，１９８０（４）：１９６－２１０．（Ｌｉｕ Ｗｅｉｙｉ．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 ．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０（４）：１９６－２１０．）

［３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上课时间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学年第一学期） ［ Ａ］．北京大学教学行政处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学年

课程表（第一学期）（档案） ．全宗号：１３，目录号：３０３１９５９０２８，案卷号：３０３５９０２８． （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ｓｃｈｏｏｌ ｙｅａｒ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Ａ］．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ｂ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ｙｅａｒ （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 ｆｉｌｅ） ． Ｔｈｅ ｆｏｎｄｓ ｎｏ：
１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ｎｏ：３０３１９５９０２８，ｔｈｅ ｆｉｌｅ ｎｏ：３０３５９０２８．）

［３２］ 编者．邓衍林先生逝世［Ｊ］ ．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８０（２）：１７． （Ｅｄｉｔｏｒ． Ｍｒ．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ｓ ｄｅａｔｈ［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０（２）：１７．）

［３３］ 沈国强．树根集———信息管理文集［Ｍ］．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２：编后记．（ Ｓｈｅｎ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Ｒｏｏｔｓ ｓｅ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ｉａｎｍ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ＬＴＤ．，２００２：Ａｆｔｅｒｗｏｒｄ．）

［３４］ ６０ 年系评选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材料［Ａ］．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总支定期案卷目录（１９５３－１９６５） （档案）．
全宗号：１，目录号：１２，案卷号：１７．（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 ｉｎ １９６０ （Ａｒｃｈｉｖｅ）［Ａ］．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１９５３－１９６５）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ｎｄｓ ｎｏ．：１；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ｎｏ．：１２； ｆｉｌｅ ｎｏ．：１７．）

［３５］ 北京大学通讯组．北大图书馆学系讨论目录学的对象［ Ｎ］．光明日报，１９６１ － ０７ － １３ （ ２）．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１９６１－０７－１３（２）．）

［３６］ 编者．学术委员会名单［Ｊ］ ．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７９（２）：２０．（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ｌｉｓｔ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９ （２）：２０．）

［３７］ 邓衍林．中文参考书举要（初稿） ［ Ｍ］．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６：自序． （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ｏｒ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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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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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 （ｆｉｒｓｔ ｄｒａｆｔ）［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３６：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３８］ 何多源．中文参考书指南［ Ｍ］．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１９３６． （ Ｈｅ Ｄｕｏｙｕ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ｕｉｄｅ ［ Ｍ］．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Ｌｉ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３６．）
［３９］ 王恩保．谈谈评介中文工具书的文献资料［Ｊ］ ．文献，１９８０（１）：２１５－２２９． （ Ｗａｎｇ Ｅｎｂａｏ．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ｓ ［Ｊ］ ．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０ （１）：２１５－２２９．）
［４０］ 李致忠．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 ［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９．（ Ｌｉ Ｚｈｉｚｈ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９．）
［４１］ 邓衍林．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中国算学书联合目录［Ｍ］．李俨，校．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暨北平图书馆协会，

１９３６（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Ｍ］．Ｌｉ Ｙａｎ，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ｉｐｉｎｇ，１９３６．）

［４２］ 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十一年度报告［Ｊ］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６，１１（６）：２１－２３．（ Ｔｈ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９３６，１１ （６）：２１－２３．）

［４３］ 吴文俊．《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出版贺词［ Ｊ］ ．自然科学史研究，１９９９（４）：２９１－ ２９２．（ Ｗｕ Ｗｅｎｊｕ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Ｌｉ Ｙａｎ ＆ Ｑｉａｎ Ｂａｏｃｈｏｎｇ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９ （４）：２９１－２９２．）

［４４］ 全根先，陈荔京．民国时期国家图书馆目录学论著编年［ Ｊ］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３（ ３）：１０２－ １１２．（ Ｑｕａｎ⁃
Ｇｅｎｘｉａｎ，Ｃｈｅｎ Ｌｉｊ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ｎ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 （３）：１０２－１１２．）

［４５］ 李俨．中国算学史［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４．（民国沪上出版书·复制版）：序．（ Ｌｉ Ｙａ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ＴＤ．，２０１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Ｂｏｏｋｓ，Ｃｏｐｙ
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４６］ 王重民．清代文集算学类论文［Ｊ］ ．李俨，校．学风，１９３５，５（２）．（Ｗ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Ｊ］ ． Ｌｉ Ｙａｎ，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１９３５，５ （２） ．）

［４７］ 韩琦，邹大海．李俨、严敦杰往来书信（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 （一） ［ Ｊ］ ．自然科学史研究，２０１０，２９（ １）：１０４－ １２６．
（Ｈａｎ Ｑｉ，Ｚｏｕ Ｄａｈａｉ．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 Ｙａｎ ＆ Ｙａｎ Ｄｕｎｊｉｅ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１） ［ Ｊ］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２９ （１）：１０４－１２６．）

［４８］ 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二十一年度七月至二十二年度六月） ［ Ｍ］．北平：国立北平图

书馆，１９３３：２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ｆｒｏｍ Ｊｕｌｙ，１９３２ ｔｏ Ｊｕｎｅ，
１９３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３３：２９．）

［４９］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消息［ Ｊ］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９，１３（６）：１２．（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ｎｅｗｓ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９３９，１３ （６）：１２．）

［５０］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出版前记． （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１］ 王樵．李小缘和《云南书目》［Ｊ］ ．云南社会科学，１９８８（２）：９２－９５．（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ｏ． Ｌｅｅ Ｘｉａｏ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ｕｎｎａｎ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１９８８ （２）：９２－９５．）

［５２］ 林荣贵．《中国边疆图籍录》简介［Ｊ］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８９（６）：４０． （ Ｌｉｎ Ｒｏｎｇ－ｇｕｉ．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Ｊ］ ．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ｏｒｄｅｒ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８９ （６）：４０．）

［５３］ Ｐ．Ｏｌｂｒｉｃｈｔ．Ｒｅｖｉｅｗ：Ｃｈｕｎｇ－ｋｕｏ Ｐｉｅｎ－ｃｈｉａｎｇ ｔｕ－ｃｈｉｌｕ ｂｙ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评邓衍林编《中国边疆图籍录》） ［ Ｊ］ ．
Ｒｅｖｕ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 ｄｅ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ｅ（汉学书评），１９５８（４）：２９－３０．

［５４］ （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Ｍ］．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６４３． （ 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Ｌｉｕ Ｈｕｉｑｉｎ，ｅｔ ａｌ，ｔｒａｎ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１：６４３．）

［５５］ 李永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谈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书目提要［ Ｊ］ ．图书馆论坛，１９９３（ ６）：７８－ ８０．
（Ｌｉ Ｙｏｎｇｍ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ａ ｇｏｏｄ ｊｏｂ，ｍｕｓ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ｓｈａｒｐｅｎ ｈｉｓ ｔｏｏｌ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ｂｉｂｌｉ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ｗｏｒｋ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１９９３ （６）：７８－８０．）

［ ５６］ 吴浩坤．如何查考中国古代的人名地名［Ｊ］ ． 历史教学问题，１９８２（４）：６１－６２．（Ｗｕ Ｈａｏｋｕｎ． Ｈｏｗ ｔｏ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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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余姣： 邓衍林之生平、 著述与贡献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ａｏ：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ｓ Ｌｉｆ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Ｊ］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２ （４）：６１－６２．）
［５７］ 王明根，吴浩坤，柏明．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７３．（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ｇｅｎ，Ｗｕ

Ｈａｏｋｕｎ，Ｂａｉ 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ｏｏｋｓ ［ Ｍ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０：７３．）

［５８］ 皮高品，编，邓衍林，讲． 图书分类法 ／ 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 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３． （ Ｐｉ
Ｇａｏｐｉｎ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 ｓｐｅａｋ．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ｓ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３．） ．

［５９］ 纪维周．南京举办“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 ［ Ｊ］ ．图书馆工作，１９５７（４）：４９． （ Ｊｉ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ｅｌ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ｔａｆｆ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１９５７ （４）：４９．）

［６０］ 邓衍林．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讲授提纲［ Ｍ］．北京：高等教育部，１９５７．（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５７．）

［６１］ 杜定友．校雠新义（下） ［ Ｍ］．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１：１６．（ Ｄｏｏ Ｄｉｎｇ Ｕ． Ｊｉａｏ ｃｈｏｕ ｘｉｎ ｙｉ （ ＩＩ） ［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１９９１：１６．）

［６２］ 张德芳．兰台寻踪———三位已故的富有特色的图书馆学专家［Ｊ］ ．四川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３（１）：７３－７６．（ Ｚｈａｎｇ
Ｄｅｆａｎｇ． Ａ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Ｌａｎ Ｔａｉ：ｔｈｒｅｅ ｌａｔ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ｘｐｅｒ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
ｔｙ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２００３ （１）：７３－７６．）

［６３］ 王重民．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Ｊ］ ．图书季刊，１９３５，２（２）：８５－９４． （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ｍ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Ｈｅａｖｅｎｌｙ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ｋｅ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ｉｓ ［ Ｊ］ ． Ｂｏｏｋ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３５，２
（２）：８５－９４．）

［６４］ 张振佩，冯承钧．成吉思汗传［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６５－２７３． （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ｐｅｉ，Ｆ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ｊｕｎ． Ａ ｂ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Ｇｅｎｇｈｉｓ Ｋｈａｎ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２６５－２７３．）

［６５］ 程焕文，黄梦琪．在“纸张崇拜”与“数字拥戴”之间———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Ｇ］ ／ ／ 程
焕文，刘洪辉，刘洪．程焕文之问：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６：５－２５．（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
ｎｗｅｎ，Ｈｕａｎｇ Ｍｅｎｇｑｉ．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 ／ ／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Ｌｉｕ Ｈｏｎｇｈｕｉ，Ｌｉｕ 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ｗ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ｄａｔａ ｄｅａｌｅｒ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ｗｏｌｆ？． Ｂｅｉ⁃
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６：５－２５．）

［６６］ 邓衍林．编制联合目录的几个基本问题［Ｊ］ ．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５７（６）：７－１３． （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５７ （６）：７－１３．）

［６７］ 钱亚新．我是怎样研究联合目录的（写作生活之四） ［ Ｊ］ ．黑龙江图书馆，１９８７（４）：５２－５５．（Ｑｉａｎ Ｙａｘｉｎ． Ｈｏｗ
ｄｉｄ Ｉ ｓｔｕｄｙ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ｌｉｆｅ 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８７ （４）：５２－５５．）

［６８］ 周文骏，王红元．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 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 Ｚｈｏｕ Ｗｅｎｊｕｎ，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ｒａｆ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４９ ｔｏ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６９］ 李东来，韩继章．“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时期图书馆协同思想指导下的馆际协作的回顾与思考［ Ｊ］ ．图书馆，
２００９（５）：５１－ ５５． （ Ｌｉ Ｄｏｎｇｌａｉ，Ｈａｎ Ｊｉｚｈａ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０９ （５）：５１－５５．）

［７０］ 范并思，邱五芳，潘卫，等． ２０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菲法测评的理论史纲［ Ｍ］．北京：北京

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４． （Ｆａｎｇ Ｂｉｎｇｓｉ，Ｑｉｕ Ｗｕｆａｎｇ，Ｐａｎ Ｗｅｉ，ｅｔ ａ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ｌｐｈｉ ｍｅｔｈｏｄ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７１］ 邓衍林．联合目录工作的成就及其展望［Ｊ］ ．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５９（１１）：１９－２５．（ Ｔｅｎｇ Ｙｅｎ－ｌｉｎ． Ｗｏｒｋ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５９ （１１）：１９－２５．）

［７２］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在大协作中前进的全国图书联合目录工作———先进集体全国联合目录编辑组

事迹介绍［Ｊ］ ．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６０（３）：２８－２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ｒａ：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ｗｈｉｃｈ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ａ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６０ （３）：２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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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二七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２７

［７３］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六月） ［ Ｒ］．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０：５－ ６．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ｆｒｏｍ Ｊｕｌｙ，１９２９ ｔｏ Ｊｕｎｅ，１９３０）［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３０：５－６．）

［７４］ 竹筠．图书馆员与国防总动员［Ｊ］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７，１２（５）：４３－４４． （ Ｚｈｕ Ｙｕ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９３７，１２ （５）：４３－４４．）

［７５］ 朱士嘉．我所知道的袁同礼先生［Ｊ］ ．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８５（３）：９０－９２． （ Ｃｈｕ Ｓｈｉｈ⁃ｃｈｉａ Ｔｕｎｇ⁃ｌｉ Ｙｕａｎ：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Ｉ ｋｎｅｗ［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５（３）：９０－９２．）

［７６］ 于乃义．立志终身做一名资料员　 学习前辈有益经验举隅［ Ｇ］ ／ ／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
二次科学讨论会论文摘要．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２３－ １２５．（ Ｙｕ Ｎａｉｙｉ． Ａｓｐｉｒｅ ｔｏ ｂｅ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ｒ，
ｌｅａｒｎ ｕｓｅｆｕ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 ［Ｇ］ ／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ｈｅｌｄ ｂ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１２３－１２５．）

［７７］ 蔡成普．民国时期北平图书馆参考工作机构及人员述评［ Ｊ］ ．河北科技图苑，２０１６（ １）：１０ － １２，５５． （ Ｃａｉ
Ｃｈｅｎｇｐｕ．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ｋ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 Ｊ］ ． Ｈｅｂｅ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 （１）：１０－１２，５５．）

［７８］ 蔡成普．民国时期北平图书馆参考工作探究［Ｊ］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１６（７）：６１－６５． （Ｃａｉ Ｃｈｅｎｇｐｕ． Ａｎ 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ｋ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６ （７）：６１－６５．）

［７９］ 记者．担任科学进军第一线的任务，而人少、事多、房缺、书乱，图书馆事业存在着危机———北京图书馆学专

家在座谈会上发出呼吁［ Ｎ］．光明日报，１９５７－０５－２５（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 ｌｏｔ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ａｕｓ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ｅｓｓ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ｍｏｒ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ｂｏｏｋ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Ｎ］．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１９５７－０５－２５
（３））

［８０］ 周士群．“三军无统帅”的状况何时了？［ Ｊ］ ．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１９８１（２）：４２．（ Ｚｈｏｕ Ｓｈｉｑｕｎ． Ｗｈｅｎ ｃａ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ｅｆ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ｇｏ ｔｏ ａｎ ｅｎｄ？［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１９８１ （２）：４２．）

［８１］ 文津．图书馆事业上存在的矛盾问题：文化部召开的图书馆专家座谈会记要［ Ｊ］ ．图书馆工作，１９５７（７）：９－
１５．（Ｗｅｎｊ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ａｒｅｅｒ：ａ ｓｕｍｍｅ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ｘｐｅｒｔ ｐａｎｅｌ ｈｅｌ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１９５７ （７）：９－１５．）

［８２］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 １８３３—１９４９） ［ Ｍ］．北京图书馆，１９６１：说明．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Ｂｏｏｋ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８３３－１９４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６１：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８３］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李希泌执笔） ．我国联合目录事业的发展［Ｊ］ ．图书馆，１９６４（３）：２６－２９，６１．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Ｂｏｏｋ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Ｌｉ Ｘｉｍｉ）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Ｊ］ ． Ｌｉ⁃
ｂｒａｒｙ，１９６４ （３）：２６－２９，６１．）

［８４］ 申畅，陈方平，王宏川．中国目录学家辞典［ 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４６２．（ Ｓｈｅｎ 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 Ｆａｎｇ⁃
ｐｉｎｇ，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ｃｈｕａｎ． Ｔｈ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 Ｍ］．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８：４６２．）

［８５］ 鲍学根，秦铭，黄淑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Ｍ］．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９２．（Ｂａｏ Ｘｕｅｇｅｎ，Ｑｉｎ Ｍ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ｕｑ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Ｘｉｎｈｕ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５：１９２．）

［８６］ 吴晞．图书馆史话［ 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３０．（ Ｗｕ Ｘｉ．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１３０．）

周余姣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后。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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