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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钱存训是著名的书史、印刷史、图书馆学专家，然至今未见学者专门探讨其目录学思想。 大学期间，他就

曾在《图书馆与学术研究》一文中对目录学理论有所探讨，也编制了部分目录索引。 赴美后，钱存训选修了艾西

汉、谢拉等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开设的相关课程，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方目录学的认识。 其代表性目录学作品有

《译书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中国书目解题汇编》《中国印刷史书目》等。 其目录编制思想先后受到刘国钧、杜定

友、袁同礼、艾西汉、休谟等中西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的影响，可谓融通中西。 钱存训认为目录是开启学术之门

的万能钥匙，目录学素养应为图书馆工作者之基本素养，强调目录编制工作者应有奉献精神等等。 参考文献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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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存训（１９１０—２０１５） 是享誉海内外的书

史、印刷史、图书馆专家，目前学界对其生平、著
述、贡献以及思想的研究较为多见，但至今未见

探讨其目录学思想的专文。 本文拟就钱先生与

目录学研究这一主题做一考察，以促进相关领

域的研究。

１　 钱存训对书目工作的早期认识和实践

１．１　 早期认识

钱存训金陵大学求学时，主修历史，副修图

书馆学。 在校期间修读过多门图书馆学课程，
如刘国钧的“书史学”、李小缘和陈长伟等人所

主讲的图书馆学类课程等。 “目录学”也是其中

一门重要课程，其课程介绍为“研究中西目录学

原理及其范围，说明目录种类及实用目录之意

义与编制法，辨别目录学与编目法之同异，目的

在能运用原理而自行编制实用目录，参考讨论

及课外阅读， 每周上课三小时， 必修， 三 学

分。” ［１］钱存训在 １９３１ 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季

刊》第 １ 卷第 ２ 期上所发表第一篇学术论

文———《图书馆与学术研究》 ［２］３－１５，据说就是

１９３０ 年听刘国钧先生授课时所作［３］１６５。 其时先

后师从刘国钧，受“目录学”启发且日后在目录

学方面造诣较深的还有曹慕樊（１９１２—１９９３）、

程千帆（１９１３—２０００）等人。 在该文中，钱存训

不但表达了对学术研究的看法，还对目录编制

的相关问题做了阐述。
（１）目录之作用———指示寻找材料之途径

在钱存训看来，“所谓学术研究，乃是搜集

关于某一问题或某一事件之零碎事实，加以整

理及解释，注重其原理与事实之学科的探讨，寻
得其间之相当关系，使其事实贯串，成为一有系

统之具体新产物，而有参考上之价值。 此种散

佚之事实，本无价值可言，若一旦加以整理解

释，乃显然成为重要之资料。 故学术研究有两

点重要：①研究之结果乃系事实与原理；②以前

未尝经人发现者。” ［２］５要达此目的，需要进行资

料之搜索，目录之作用则凸显出来。 钱存训还

谈到，“利用目录可对于材料搜集上节省不少

时间，目录之目录尤能指示寻找材料之途

径。” ［２］７“材料搜集之第一步为编制目录，其意

义在将图书馆中所有关于该题目之材料，均集

中一处，依次排列，以便随时检取参考，为研究

之初步。” ［２］９这是其早期对目录作用最直观的

看法。
钱存训笃定地认为，“学术研究之成绩与图

书馆内容丰俭为正比，图书馆可供给丰富之材

料，然后研究事业乃有丰富之收获。” ［２］４－５ 其最

初所提之学术研究中的“图书馆方法”，包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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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编目法、图书选择法、图书分类法、图书参考

法、出纳管理法等，均与目录有着不可分割之关

系，这也形成了其对书目工作最基本的认识。
（２）目录之种类及编制

钱存训对目录之种类及其利弊进行了一一

分析：“目录之排列，通常有下列数种，或斟酌情

形，合用两种或数种。 ①按书名或著者首字排

列，其利在简单，其弊在未涉及目录之内容。 ②
按出版时间或著作人之时代排列，以示一学科

发展之程序，多用于历史的研究。 ③按照地理

区域，依出版地或所用文字排列。 此法多用于

比较的研究。 ④按图书材料或文字体裁排列，
如将专书、小册、杂志分列，或依诗、文、图书分

别。 ⑤按书籍内容性质排列，此法常取某种分

类法按其纲目排列。 此法对于读者寻检材料颇

为便利，如能附有著者或书名索引则更见完

备。” ［２］１０当然目录的分类标准不一，并非只有这

几种。 古代目录还多按是否有小序、解题等形

式要件划分，钱存训所述这几种是从现代目录

的分类标准着眼的。
（３）评价目录之标准

对于所编目录之评价，钱存训也提出了他

的评价标准：“故一目录编成是否足供参考，应
以四种标准为定：（一）正确，各项记载不能错

误。 （二）详细，关于本题目之范围不能遗漏，
对于一书内容之记载尤应详尽。 （三）一致，各
项记载不得或详或简，前后互异。 （四）条理，
整个目录应分析清楚，排列有序。 否则乖误迭

见，遗漏更多，以之用为参考，定将影响于研究

者所获得之成绩。” ［２］１０－１１这为评价目录提供了

一个参照标准，也成为其日后编制目录的指南。
该文发表五十余年后，有评论认为：“钱存

训的文章是当年一个大学生的课程作业，但他

对图书馆学术研究功能的论述经受了历史的考

验，至今仍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足见作者远在

青年时代， 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已经颇具功

力。” ［３］序言我们也由此可知，钱存训在刘国钧等

师长的指导下，通过对目录学课程的学习和训

练，产生了基本的认识。

１．２　 早期目录索引编制实践

１９３２ 年，钱存训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被推荐

到上海的交通大学图书馆杜定友馆长麾下，主
管西文图书。 他为交大图书馆编印了《西文图

书编目规则》一册和《西文图书目录》五册［４］１６，
继续应用其习得的目录学知识服务。 在此期

间，他所做的书目索引工作如下：
（１）编制《东北事件之言论索引》
其早期编制的目录索引是 １９３２ 年发表于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的《东北事件之言论索

引》 ［５］ 。 该篇索引材料采用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１１ 月 ３１ 日期间所出版之中文专书、小册、重要

杂志及报纸 ３９ 种，大纲分为“中日关系剖析、东
北事件纪述、国际情势观测、抗日救国方案”四

大类，每大类下再划分各子目，共收入约 ３２４ 种

论著。 每款目中记入题目、著者及出处，以便检

索，符号“：”代表“卷”。 在此索引之后，编者在

文后附注：国人对于东北事件所发之言论极多，
本篇所收材料有限，遗漏实多。 编者当于相当

时期后，收集以后材料，更加增订，以期完善。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金陵［５］ 。 其时“九一八事

变”爆发甫 ３ 月，担任交通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

员的钱存训就已将“东北事件”之言论索引编

出，体现了其特有的学术敏感和快速的应变能

力，也使该索引成为日后研究东北问题的参考

资料之一。 大概由于后期事繁，该索引未再

增补。
（２）参编《普通圕图书选目》
据潘铭燊所编的《钱存训教授著述目录》可

知，钱存训与喻守真 １９３５ 年合编出版有《普通

图书馆图书选目》 （中华书局） ［６］ 。 但据笔者所

查，该书目的编者为杜定友［７］ 。 “圕”为杜定友

自造字，为“图书馆”之意，常通用，所以两者可

视为一书。 潘铭燊先生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回

复笔者的信件称，此书可能是职务作品，钱存训

与喻守真在其中出力甚多，但署的是杜定友之

名。 这也在杜定友《六十退休》一文中找到了证

据：“１９３６ 年与钱存训合编《普通图书选目》，凡
３４０ 页，１１９ ０００ 字。” ［８］但此处时间记录应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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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 １９３５ 年，且应为《普通圕图书选目》。
该书是指导县立图书馆、民众图书馆、通俗

图书馆等普通图书馆购书的目录，如序中所言：
“我们要有一本经过比较详细选择而内容分配

得当的图书目录，以供普通圕选购图书的参

考”。 编者从全国重要出版家书目、各图书馆书

目及各类专门书目、四部要籍及新出版品中选

出中文书 ５ ０００ 种，合价是 ５ ８００ 元 （折实约

５ ０００元）；更就其中选出次要者 ３ ０００ 种，以星

号为记，合价 ３ ６００ 元（折实约 ３ ０００ 元）；更就

次要中选出最要者 １ ０００ 种，以双星号为记，合
价 １ ４００ 元（折实约 １ ０００ 元）。 所选之书，截止

到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底，分别程度之高下，因此各图书

馆可根据其财力按目选书。 该目采用“杜氏图

书分类法”分类，类目大纲列出，每一书籍均予

以一详细的分类号码。 每一款目著录分类号

码、书名、著者、出版处、丛书注、册数以及价格

等信息。 所选书之内容所占比例则考虑读者之

需要而定，如文学一类占 ２５％，自然科学与应用

科学亦合占 ２５％。 书中还设有类目索引、书名

索引、全国出版家指南，以备查考。 虽然此书目

也有不少瑕疵，陈豪楚在为该书目做书评时指

摘不少，但仍指出：“然吾人仍信此书纵有若干

缺点，要为今日极需要之作。 各图书馆之选购

图书，今仍多借报纸上之书坊广告为唯一之指

导，而购置错误百出，毫无价值之读物者，则此

书终为一比较忠实之选书标准也。” ［９］ 这也是钱

存训在杜定友先生指导下参编的第一部大型

书目。
（３）主编《杜氏丛著书目》
１９３６ 年，为庆贺杜定友四十初度（从业二十

周年，以及杜太夫人六十寿诞，戏称“六四二”），
钱存训等十余人为杜定友编制了《杜氏丛著书

目》（Ｍｒ． Ｄｉｎｇ Ｕ Ｄｏｏ： Ａ Ｂｉｏ⁃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０］ 一

书，主编为钱存训。 虽然部分索引著作误将之

著录为钱亚新编，后承金戈 （钱亚新） 本人纠

谬［１１］ ，指出确为钱存训主编。 该书前半部分有

蔡元培先生题签，孙科、叶恭绰题词以及杜先生

及友朋同人所撰写之 ２２ 篇文章，共 １００ 页，后半

部分为 “杜氏丛著书目”， ４０ 页，还有 Ｌｉｌｌｉａｎ
Ｔｈｏｍｓｏｎ 所写的英文序文以及吴光清之《评杜氏

图书分类法》（英文）。 例言中说明：照杜氏图书

分类法依次编并分为号码，以便索引；凡各种单

行本均用大字排印，并注明出版年份，地点，以
资识别；论文每条款目列出篇名、刊时、刊名、刊
期、页数、字数；篇末附书名篇名索引，统照汉字

形位法排列。 该书目计收入中西文图书 ３６ 种，
论文 ２０１ 篇。

该书中的“杜氏丛著书目”，为个人著述目

录。 钱存训所撰写《杜定友先生之著述》一文，
就是依据后半部分之杜氏从著书目而作。 该文

从类别、种数、字数、书数、文数、页数等角度对

杜定友的著述进行统计，从而客观评定杜定友

先生的贡献及影响［２］１６－２２。 这是钱存训最初使

用文献计量方法开展研究的成果，此种方法使

研究结果较为直观，有很强的说服力。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４７ 年，钱存训转职到国立北平

图书馆南京、上海办事处。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

馆长袁同礼的主持下，在目录编制上取得了突

出的成就，这是学界所共知的史实。 据全根先

等人统计，该馆民国期间所编的目录学论著达

３３９ 种（尚不包括其他个人学术著作），覆盖了多

个领域，古今兼治，中西相融［１２］ 。 在该馆工作

时，钱存训负责保管图书，担任英文《图书季刊》
的编辑工作，还负责文献采购，曾经手购买《中
国版画史图录》 ［１３］ 等。 虽此段时间钱存训未编

制过书目，但在这样的大学术背景下，其对同人

的目录编制工作加深了了解；后其所编《中国书

目解题汇编》一书也大量地收入了国立北平图

书馆员工所编制的书目。

２　 钱存训的目录学教学与研究

２．１　 目录学之教学

１９４７ 年钱存训赴美，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整理藏书。 自 １９４９ 年起，兼任东方语文系教职，
接替邓嗣禹（邓由芝加哥大学去往哈佛大学任

教）讲授目录学和史学方法的课程［１４］ 。 华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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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外域，鉴于目录学对学术研究之大用，多讲授

目录学之课程。 如邓嗣禹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此

课程，严文郁 １９６４ 年至 １９７１ 年在俄亥俄州立大

学中文系也讲授过该课程。 据钱存训称，其“中
国目录学”的授课方法是：“‘中国目录学’的内

容分为三大部，第一部分为‘通论’，包括目录学

的定义、范围和功用，图书印刷史，版本名词和

术语，使学生了解图书的历史与文献资源的基

本知识。 第二部分为‘研究方法’，包括：采访、
分类、编目、检字法、资料组织、目录编排、写作

格式；以图书馆作业的步骤，应用于搜集资料以

及写作论文的标准格式等实际知识。 第三部分

为‘参考工具书’，包括：各类目录、书报索引，字
典、辞典、丛书、类书等主要参考资料，以增进学

生对一般工具书的知识与使用能力。” ［４］７４－７５ 笔

者目前只见到了钱存训 １９７７ 年《中国目录学导

论（通论）》（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的大纲散页，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目录之

历史和技术，第二部分为参考书与书目，每部分

下各分十章阐述。 虽结构有部分不同，但内容

较为相似。
除了课堂教授外，钱存训还让学生进行实

习，如版本鉴定以《战国策》为题，考察历代版

本。 教学相长的结果是，钱存训不但为英文版

的《战国策》写了书评［１５］ ，还发表了一篇关于

《战国策》的专文———《〈战国策〉析评》 ［１６］ 。 钱

存训所讲的“中国目录学” “中国史学方法”课

程，因为运用目录和索引较多，对学生所开展的

学习研究大有裨益，大多数的论文选题由此而

产生，因此被列入远东系博士班的必修课程。
其后图书馆学院也将这两门课程列入该学院课

程。 除此两门课程外，钱存训还开设了“中国参

考书概论”“古籍选读”等课程。
１９５８ 年夏，钱存训担任夏威夷大学“亚洲研

究暑期讲习班”教授，也讲授“现代中国文化史”
“东亚图书目录学”两门课程［１７］ 。 在教学和研

究中，钱存训逐渐构建起自己对目录学的独特

认知体系。

２．２　 目录学之研究

开展目录学之教学活动，还须有目录学研

究做支撑，钱存训在教研活动中不断提高对目

录学知识的应用能力。
２．２．１　 目录学中计量方法的运用

钱存训在芝加哥大学工读期间，受到了时

为芝加哥教师艾西汉 （ Ｌｅｓｔｅｒ Ａｓｈｅｉｍ， １９１４—
１９９７）的影响。 艾西汉是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
１９５３ 年所撰写的《非审查，而是选择》（Ｎｏｔ Ｃｅｎ⁃
ｓｏｒｓｈｉｐ， Ｂｕ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一文所提出的图书馆馆藏

发展观点，被誉为与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

律”一样深刻的图书馆职业理念。 其时，艾西汉

讲授“大众传播” “读物研究” “内容分析”等课

程，在指定参考书中，指导学生阅读英国学者休

谟（Ｈｕｌｍｅ Ｅ Ｗ）１９２４ 年的《统计目录学》（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ｉｖ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钱存训深受启发，遂采用计量方法分

析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１９５２ 年，钱
存训芝加哥大学硕士毕业，其论文为《译书对中

国现代化的影响》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ｕｄｙ） 即采

用计量方法以分析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

响。 这篇硕士论文摘要 后 发 表 于 《 远 东 季

刊》 ［１８］ ，后文还将对此展开论述。
２．２．２　 中西目录分类思想之比较

１９５２年，钱存训发表首篇英文论文《中国图书

分类史》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９］。 该论文是谢拉 （ Ｊｅｓｓｅ Ｈ Ｓｈｅｒａ，
１９０３—１９８０）讲授的《图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
的学季论文，撰于 １９４８ 年，正式发表时有修改。
该文回顾了中国分类法的缘起和发展、七分法、
四分法、其他分类体系以及现代分类体系，指出

了中国分类法的特征和问题，如无标记法、无法

扩充等。 并述及：“西方分类法的理论基础是十

六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所倡导

的‘三分法’（Ｔｒｉａ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将人类知识分

为 哲 学、 历 史 和 诗 歌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ｏｅｔｒｙ）三大类；这和中国自三世纪晋代以来所

采用的经、史、子、集，除中国特有的经部外，完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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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同。 他在哲理之下再细分为神道、自然、人
文（Ｄｉｖ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三项，这更和中国

《易经》中天、地、人三才的说法完全相同。 因为

培根的著作对中国的各种发明和事物多有征

引，以此，我以为他的分类思想可能是受到中国

文化的影响。” ［２０］这篇文章获得了谢拉的激赏，
并得到他的推荐予以发表。 这是钱存训从纵向

历史的角度较为系统地探讨书目分类等问题，
也是其从横向运用中西比较之方法所取得的初

步成果。
２．２．３　 对华人所编目录的评价

（１）高度评价袁同礼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

论文目录》等书目

目录之最大的作用就在于提供一本“总帐

本”，可供查考。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袁同礼馆长

晚年在美国编制了十三种书目，树立了目录工

作的典范，所编目录具有工具价值、线索价值、
学术积累价值［２１］ 。 钱存训曾数次评价袁同礼的

《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并予以高度赞

赏：“袁先生所编辑的目录涵盖了 １９０５—１９６０ 年

间中国学生在美国所撰写２ ７８９份博士论文……
其中列举了 ６ 份图书馆学的博士毕业论文，来
自芝加哥大学的就有 ４ 个……这份目录是一份

珍贵的中美文化交流和关系的记录。” ［２２］ “袁先

生的调查和著录，是中国现代史中一项最详细

而最重要的记录。 其中不仅可查到中国的风云

人物当年在校时研究的专题，即使一些冷僻、传
奇名士，翻查亦可得知其详。 譬如美国的皮蛋

博士，在国内久闻大名，却不悉其人，如检阅袁

目，即可知道是芝加哥大学化学系王季茞所作

《中国皮蛋及食用燕窝之化学分析》……袁先生

对此种资料穷搜博访，著录详明，尤其对每一作

者皆加注中文姓名及生卒年月，其功力实非他

人所可及。” ［４］２９６－３０６

目录看似无用，但在检索关键问题时，则有

大用。 如胡适何时取得博士学位的问题，曾引

起学界论争，就有赖于两份目录作为佐证材料。
一份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先生

所编的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

硕士论文目录》，里面没有胡适的名字。 另一份

则是袁同礼这一份目录。 袁同礼曾委托唐德刚

查询，最后列出两个时间，“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２３］２７，为
后人留下线索。 后经学者考证：胡适获得博士

学位的两个年份：１９１７ 年博士学位口试和 １９２７
年正式授予博士学位［２４］ 。 笔者也曾在做我国台

湾地区图书馆学者沈宝环的研究时，借此目录

查到了沈宝环 １９５３ 年的博士论文信息［２３］４９。 其

他在美获得博士学位的著名学者，如蒋梦麟、金
岳霖、朱士嘉、刘国钧等人之博士论文信息，均
可在此目录中查到。 钱存训也据此目录，断定

自己是华人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图书馆学博士学

位的第四人（前有桂质柏、谭卓垣、吴光清）。
（２）推介彼得·波顿（Ｐｅｔｅｒ Ｂｅｒｔｏｎ）和吴文

津等编的《当代中国：研究指南》
彼得·波顿（Ｐｅｔｅｒ Ｂｅｒｔｏｎ）和吴文津等编的

《当代中国：研究指南》 出版于 １９６７ 年，包含

２ ３００条解题目录，收录大陆 １９４９ 年、台湾地区

１９４５ 年后的文献，时间下限是 １９６３ 年，偏重于

社会和人文科学。 钱存训对该目录进行了推

介，认为该书目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解题非

常到位，也设有互见，书后还附有两个独立索

引。 其特点在于 “全” （全面）、 “精” （到位）、
“便”（便利），总体上看是一部精心组织的书目，
也是从事当代中国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 同

时，钱存训也指出其缺点，即主题索引的不完备

和不系统———主题索引更多是从文献形式上着

眼而不是将主题作为考察重点，并建议如果有

一份详细的、分析性的、关联性强的索引将会使

该书目使用起来更为便利［２５］ 。
通过开展目录学的教研活动，以及对相关

目录论著的分析和研究，钱存训对目录学的作

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其所负责的芝加哥大

学图书馆也时常编印书目，供读者参考，如不定

期的《新书目录》、１９６９ 年的《中文地方志目录》
（收该馆所藏地方志 １ ８４０ 种），由其学生潘铭燊

校补的 《芝加哥大学中日文藏书书本目录》
（１９７３ 年出版，１９８１ 年增补）以及 １９７３ 年的善本

特藏展览《远东书展目录》，１９７７ 年《远东期刊

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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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内收中、日、朝鲜文和西语期刊５ ０００种）
和日文《池田文库目录》等［２６］１６８。 除这些工作目

录外，钱存训还产出了几份有代表性的目录学

论著。

３　 钱存训代表性的目录学论著

３．１　 《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１９５２ 年，钱存训获得硕士学位，其硕士论文

《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即是学习“统计目

录学”的产物。 该文分 ８ 章，约 １０ 万字。 这一研

究成果是采用计量法搜集中外文目录中所记载

的 １６—１８ 世纪耶稣会教士的著作，１９ 世纪基督

教传教士的译述以及 ２０ 世纪政府机构、各种团

体和个人的译书，共约８ ０００种，分析其原作的来

源、类别、数量、动机以及影响，反映当时中国知

识分子一般思想的趋势［２０］ 。 钱存训在该文中提

出“中国学者对于目录学的观念，向来重视其中

著录的内容。 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际

是一种内容分析，这与现代所谓统计目录学的

理论十分相似，即从分析书目的内容进而追溯

文化的长成。” ［４］５０－５１该文之摘要首发于 １９５４ 年

的《远东季刊》，１９７４ 年中译文发表于香港的

《明报月刊》，大陆可见的文本是 １９８６ 年发表于

《文献》的文本［２７］ 。
此文的资料也是钱存训在图书馆学术研究

活动中悉心收集的，来源有：王韬所著的《泰西

著述考》、韦利（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ｙｌｉｅ）所著的《追思

集》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８６７）、《全国总书目》、英文《图
书季 刊 》 以 及 其 他 西 文 目 录 和 学 术 期 刊

等［４］５１－５２。 通过对这些书目的分析，借用计量方

法，钱存训总结出译书的基本规律，并挑选出有

代表性的译著进行内容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

的结论。 这是他以英文写作和发表的第二篇学

术论文，是一篇基于书目分析而成的成果，为他

日后编制其他书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３．２　 《中国书目解题汇编》
《中国书目解题汇编》（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２８］ 出 版 于 １９７８
年。 从该书目所汇总的状况看，在美国的汉学

研究者非常注重书目之编制，如大名鼎鼎的费

正清博士，本书可见他参与编制的书目著作就

有 １０ 种。 晚年的袁同礼，在美国所从事的也是

书目编制工作，该书目也汇集了其所编制的书

目 １４ 种。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书目解题汇编

也有出版，如《泰国书目解题汇编》 ［２９］ 等。 可知

为促进区域研究，在美国编制书目的学术风气

较为浓厚。
３．２．１　 《中国书目解题汇编》的编制缘起

该书目的编制据说是源于钱存训在芝加哥

大学所开设的“中国书目和历史研究”课程中所

编制的参考资料，是从钱存训的“中国参考书概

论”讲义中分出［４］８９。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 年，选修该课

程的学生将该书目的专科书目款目进行了更

新，并给部分款目做了解题。 １９７６ 年起，在郑炯

文的协助下，该书目得以大幅扩充。 郑炯文借

助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资料，在原有的范围上

增加了许多款目，并撰写解题，在细节上予以完

善。 钱存训做了最后的筛选、编辑和分类工作。
但据笔者所见，该书目似最早可追溯到 １９５９ 年

纳恩·雷蒙德（Ｇ．Ｒａｙｍｏｎｄ Ｎｕｎｎ）①与钱存训发

表的《美国图书馆中的东亚资源》一文，该文罗

列了涉及美国和加拿大的 １４ 个东亚馆藏的 ５９
种目录和其他出版物［３０］ ，这是钱存训较早与美

国目录学家、汉学家合编英文书目。
钱存训的十余位学生参与了《中国书目解题

０９９

① Ｇ．Ｒａｙｍｏｎｄ Ｎｕｎｎ（１９１８－２００９），曾任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馆长，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的第

一任馆长，后成为该中心主任，亚洲历史研究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图书馆远东资料委员会（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ＣＡＬＲＦＥ）主席，曾编有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１９６６）、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１９６７）、Ａｓｉａ ：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ｓ（１９７０）、Ｃａｎａｄａ ａｎｄ Ａｓｉａ：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 （１９９８）等书目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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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的专题子目的编制，做了文稿的打印和索

引的准备工作。 其中，马泰来进行了校订审阅，
并提供了建议。 在“致谢”部分［２８］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ｍｅｎｔｓ，钱
存训表达了对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远东研

究中心所有成员的感谢，并在扉页题写：献给芝

加哥大学著名汉学家顾立雅夫妇（Ｌｏｒｒ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ｅｒｒｌｅｅ Ｇ Ｃｒｅｅｌ）。
３．２．２　 《中国书目解题汇编》的编制方法

（１）书目的范围和选取标准

钱存训二人在该书中引用了王鸣盛“目录

为学中第一紧要事”来说明目录的重要性。 在

他们看来，既然寻找有记录的文献是任何学习

和研究开始的第一步，那么目录控制的需求则

是显而易见的。 而书目数量繁多，种类各异，价
值不等，没有一个系统的指导工具，学生将很难

打开知识的大门［２８］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该书目列举了 ２ ６１６ 种关于中国的目录性

文献和资料，主要语种涉及西方语言（含英语、
法语、德语、俄语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汉语

和日语。 所收款目有独立的著作、期刊和丛书

中的书目、目录学论文、关于特定时期或领域的

文献调查以及专著中的书目综合列表等，资料

范围时间下限一般为 １９７７ 年，少量到 １９７８ 年。
该书目款目的选取主要依据目录的参考价

值，同时也考虑资料的可获取性。 为展现学科

发展的历史状况，在大部分时新的综合书目之

外，部分年代久远的书目也在选择之列。 在语

种选择上，西文文献处于优先选择的地位，当
没有足够的西文文献时，一些中文和日文资料

也会被替代性地选入，以更好地覆盖各学科

种类。
（２）书目结构

本书目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总

类和特殊的书目，第二部分是专题书目。 每一

部分分为十章。 第 １—６ 章由总类书目构成，主
要包括一般参考资料，汇编、选编和历史书目，
期刊索引和图书馆目录；第 ７—１０ 章是一些特殊

书目；第 １１—２０ 章为多种主题目录。 台湾地区

的郑恒雄曾将该书目的分类类目详细列译，并

为每小类统计数目［３１］３５－３７，可参看。 每一章按照

语言、资料类型或主题以及文献大小和可获取

的资料来划分，类目下子目和款目进一步按照

主题和语言进行排列。 一般而言，语言排列顺

序是先西文，再中文，后日文。 同一子目下的款

目则主要按照编辑和出版的时间编年排列，不
按时间先后排列的特殊情况是款目中有同一主

题或同一作者的，这样通常会被放在一起。
每一条款目都有丰富的书目信息，包含作

者、题名、版本、特征、页码，以及丛书编号。 作

者所处年代在 １８５０ 年前的尽可能考证其生卒

年。 相连款目的同一作者，为避文繁，用下横线

表示，不再写出。 一般作者在前，书名在后，也
有 书 名 在 前， 后 用 “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 Ｅｄｉｔｅｄ 或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或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ｂｙ ＸＸＸ（作者）”等形式。
中文和日文的标题给出音译、字符和翻译，中文

用威妥玛氏拼音法，日文也用平假名，并进行一

个简短的内容介绍或自由翻译。 对于中文和日

文标题，会写出汉字或日语，汉字部分由钱存训

夫人许文锦题签，而日语部分，则由 Ｙｏｋｏ Ｋｕｋｉ
书写。 题写汉字的形式，类同袁同礼的《中国留

美博士论文目录》，尽量考证出华人作者的中文

姓名。 如果在原标题中有英文翻译，会直接打

上双引号。 所有的款目前都会标上数字序号，
使款目具有唯一专指性，便于查找。 每右页的

右上角都会注明章节、子目、细目和该页的最后

一个款目的序号，以便翻阅核查。 如右上角标：
“Ｖ．Ｄ．ａ．３８６” ［２８］８３，即表示“第 Ｖ（５）章，Ｄ 类，ａ
小类，该页最后一条款目数是 ３８６。”除此外，为
了便于检索，文后还附录了作者、题名、主题三

种索引，极为方便。 作者索引中，包含个人和机

构名称，而主题索引中包括在标题和解题中出

现的个人和地理名称，所有的主题索引均按字

顺用互见注释进行分析说明。 这与钱存训对索

引的认识有关，他曾在《对中国图书出版工作的

几点建议》中提到，“不仅古籍需要索引，新书也

应该附加索引，这是中国出版品中的一大缺

陷。” ［２］２４因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很注意编制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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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书目解题、互见和征引文献来源

本书目的一大特点就是属于解题目录。 该

书目除了少量款目不便核查，几乎所有款目都

有解题。 解题一般包括简短介绍该书目的内

容、构成、特点，是否有索引等，少部分还有对其

价值的评价。 如款目 ２２ 邵瑞彭（注：本条书目

漏掉第二作者阎树善）编的《书目长编》的解题

为：“采用新分类法编制书目之书目之一，内有

１ ３００多个款目，分为 ４ 大类：贮藏、史乘、征存以

及评论，袁同礼曾在《北平图书馆月刊》１９２８ 年

１ 卷 １ 期上有书评。” ［２８］５第一次出现款目时会有

较为详细的解题。 部分款目直接引用他人的评

价，再加编者对内容的简短介绍。
在该书目中，互见有类目互见和款目互见，

用 Ｃｆ．（拉丁文“参见、参看”的缩略语）表示。 在

类目、子目和细目下一般会有解释性的说明或

互见参考性的注释，以说明哪些入此，哪些参考

其他类目等。 款目互见时，第一次出现的款目

解题会比较详细，第二次出现的款目解题则会

相对简单或不再含解题内容。
除了少部分难以核查外，期刊和丛书中的

书目和出处全部标出。 该书目所引的中日文图

书、期刊标题均按罗马拼音、字符、译名以及出

版地或时间在文首排列，不确定的打上问号以

示疑问。
书末的附录部分，列举一些就近出版或遗

漏的书目，部分附有解题。
３．２．３　 《中国书目解题汇编》的学术反响

（１）简洁的重要参考资料

哈佛大学吴文津［３２］认为对一本好书最直观

的评价就是推荐购买，而钱存训此书即属于此

类，当属最为重要的参考工具书之一。 在此之

前，英文的中国研究参考书应用最为广泛的是

邓嗣禹和毕乃德（Ｋｎｉｇｈｔ Ｂｉｇｇｅｒｓｔａｆｆ）的《中国参

考 书 目 解 题 》 （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ｓ）。 该书初版于

１９３６ 年，１９７１ 年出了第 ３ 版，１９７４ 年台北予以

重印。 而中文方面的参考书，则有何多源的《中
文参考书指南》和邓衍林的《中文参考书举要》，

但限于语言，西方对此所知甚少。 钱著有别于

以上三种参考书目，它是书目的书目，不包含这

三种参考书目所描述的其他参考书类型，如百

科全书、年鉴、字典等。 钱著最独特之处或许是

其书目选自期刊、丛书出版物和专著。 其中，期
刊来源有 １４７ 种中文期刊和 １０５ 种日本期刊，这
提供了很重要的文献线索，因为这些期刊在单

一图书馆馆藏中很难被注意到。
关于该书目的解题，吴文津认为是简洁的、

编写良好的。 大部分客观描写，带有少量的评

价。 由于此书篇幅较大，不难发现些许错误。
如款目 １４２１ 是 Ａｎｎｅ Ｂ Ｃｌａｒｋ 的“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
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但 Ｃｌａｒｋ 和

Ｋｌｅｉｎ 的“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ｓｍ”却未被收集在内，而前者似并不属于该

目。 款目 ２４４ 是 Ｐ． Ｋ． Ｙｕ 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ＣＲ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该书出自于“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如
果再进一步指出这一书目信息将更为有益。 吴

文津还就其自有的知识背景，提出应将日本的

几种关于红卫兵报的书目书籍列入。 尽管有这

些疏漏，但钱存训无疑是可以与高第（Ｃｏｒｄｉｅｒ）、
袁同礼等其他重要的汉学研究书目编制者同提

并列的。
（２）严格选书的产物

书目的编制工作，正如词典编纂家约翰逊

博士（Ｄｒ．Ｓａｍｕｅｌ Ｊｏｈｎｓｏｎ）说的一样，是一种“无
害的苦工” （Ｈａｒｍｌｅｓｓ Ｄｒｕｄｇｅｓ）。 此种工作通常

不被视为“研究”，然而又非常有益，助力学术研

究颇多。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杰姆

斯·Ｍ·哈格特（ Ｊａｍｅｓ Ｍ Ｈａｒｇｅｔｔ） ［３３］ 同样介绍

了该书目的体例、内容和特点，并指出编辑目录

最重要的因素是选择，例如通过剪裁和整合，选
择最有助于研究者工作的书籍。 钱著制定了严

格的选书标准，这些都是值得赞赏的。 杰姆斯

相信无论是专家还是业余的研究者都会对钱著

这一有价值的参考工具表示欢迎，其所附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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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作者、题名和主题索引，对于传统汉学

和当代研究都大有帮助。 该文的介绍较为简

单，但肯定了钱著之参考价值。
（３）留下补遗与增修的空间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的郑继宗于 １９８０ 年也

对该书以中文做了评介［３４］ ，首发表于香港《开
卷》１９８０ 年第 ６ 期。 总体而言，郑继宗认为该编

“各种皆备，中西兼顾”，如该书与梁子涵先生的

《中国历代书目总录》 ［３５］ 并用，“则古今中外有

关中国的书目虽不尽在其中，但所遗决不致太

多矣。”“的确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人所不可或

缺的宝典，此书对于中国研究方面的贡献虽非

‘绝后’，至少算是‘空前’了。” ［３４］

郑继宗对各章所含款目数均做了详细的分

类统计，并建议该书修订时补入《出版与研究》
半月刊、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及现代出版史料及

补编》等 １１ 种文献，还对该书指出了较多的问

题，如存在各章分类及每章英文名不够恰切、类
名模糊、分类依据不明确、分类乱入、分类标准

不一、文献失收、解题太简等问题，并提出建议，
希望发行中文版或中英文对照版，并“年年有补

遗，数年有增修，使该书成为中外有关中国书目

的总汇。”
（４）瑕不掩瑜的重要工具书

据笔者看来，该书确存有不少问题。 如部

分款目前后不一致，如款目 ２３３ 和 ２８２（与 １３１１
互见）的作者都是赵国钧，但款目 ２８２ 未标赵国

钧之中文姓名。 部分目录的华人编者未能标出

其中文名，如王冀（Ｃｈｉ Ｗａｎｇ）（款目 ３３９ 等）、杨
联陞、裘开明、余秉权、周策纵、余英时、刘广京、
吴文津、朱士嘉、刘修业、傅惜华等。 部分题名

标注不完全正确，如款目 １２４２ 为王重民的《剑
桥文献新录》，实为《记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太

平天国文献》 ［３６］ ，可见未能一一核对。 这一点

上看，似不如袁同礼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

目录》，袁氏书目为找出作者的中文姓名付出了

较多的心力。 该书目部分文字也有印刷瑕疵，
如款目 １８５８ 中文题名倒错等。 乔衍琯也曾道

及：“本书所选，大体上很精审。 唯版本项记载

不够明确，尤其是重印本，仅有地方和年代，而
不管底本如何。 有些书目台湾地区有重印本而

未注明。” ［３７］

总体而言，对该书目的评价，多从查阅便捷

入手，评其为“收录最广”“详尽” ［３１］３９，并肯定其

是很宝贵的工具书。 但目录编制所费功力较

多，分类未妥、文献失收、解题过于简单等问题

也在所难免。 词典研究者还常爱引用《英语词

典》 主编约翰森 （ Ｓａｍｕｅｌ Ｊｏｈｎｓｏｎ，又译为约翰

逊）的一段话来说明词典编纂之难：“追求十全

十美，就像阿卡狄亚（Ａｒｃａｄｉａ）的原始居民逐日

一样，当他们追到似乎是太阳栖息的山顶时，却
发现太阳依旧遥不可及。” ［３８］ 同样，书目著作不

可能尽善尽美，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部书目著

作都会提供一定的文献线索。 这也是钱存训自

许该书“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必需首先搜

索的一部重要参考工具书” ［４］２０９的原因。

３．３　 中国印刷史系列书目

３．３．１　 《中国印刷史简目》
此简目原系 １９７２ 年钱存训在芝加哥大学讲

授“中国印刷史”（曾是美国大学中唯一开设过

的这一专题的课程）时，由其门生马泰来襄助编

辑的参考书目。 随时日陆续增补，为钱存训撰

写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纸和

印刷》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并附录在该书英

文本的参考文献中。 其后继续增补至 １９８９ 年

底，并由张琏女士补录六十余条，张树栋先生补

录三十条。 该简目曾发表于我国台湾地区《“国
立中央图书馆”馆刊》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后又刊于

大陆《中国印刷》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３ 期，并被收入《中
国印刷年鉴》 ［３９］ 以及 １９９３ 年的《中国印刷史史

料选辑》第 ４ 册。
该简目选择近人对中国印刷、刻书及其相

关之版本目录学的著述约五百种，依性质分为

十五类，其分类大纲如下：
一、通论：（１） 专著 （２） 论文集 （３） 论文

（４）书影、图录；二、发明、背景；三、唐代印刷；
四、五代印刷；六、辽、金、西夏、元代印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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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印刷；八、地方印刷；九、活字印刷；一○、
版画、年画；一一、套色印刷；一二、形制、装订；
一三、传播、影响；一四、新发现古印刷品；一五、
外文著述：（１）西文（２）日文（３）朝文

其中，专著著录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处

及最初出版年代，论文著录刊物名称、卷期、年
代及页数。 每类之下，大致按相关专题及最初

出版或发表之年代序列，可略窥各类专题著述

之渊源及进展。 专著重版或翻印以及论文转载

者大都未收。 选录范围以编者知见可供参考者

为限，报纸及期刊论文不易查阅者亦多未收［３９］ 。
“通论”下细分四种，外文著述又分为三种。 由

此可知，该目录是一份知见目录，是辅助研究所

用，并不以收全为直接目的。 不设解题，确如其

名，是为“简目”。
３．３．２　 《中国印刷史简目》续编

为成系列之作，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

张树栋先生接受钱存训博士委托，为其原刊之

《中国印刷史简目》续写了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年部分，
即成“续篇”。 该续篇分 ３ 期在《中国印刷》２００２
年第 ５—７ 期刊 出， 后 收 入 《 中 国 印 刷 年 鉴

２００２》 ［４０］ 。 续篇体例基本沿袭旧目，只标注经钱

存训审阅、定稿，未标共收多少种著作。 据笔者

计数，共收入 １９９０ 至 ２００１ 年间 ３８０ 余种论著。
原“一五、外文著述（１）西文（２）日文（３）朝文”
部分空白，一种未收，可能是因续编者张树栋先

生无法查得其他语种的文献所致，这是较为遗

憾的地方。
３．３．３　 《中国印刷史书目》

《中国印刷史书目》原附录在钱存训著、郑
如斯编订的《中国书和印刷文化史》 ［４１］ 中，后又

整体收入《钱存训文集》第 ２ 卷［４２］ 中。 所收论

著约 １ ０００ 种，是在原有书目基础上经张树栋增

订，并由潘铭燊、周原、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ｌｓｐａｕｐｈ、奥泉荣

三郎、曹炯镇诸人友好提供台湾及港澳地区出

版及外文资料约 ５００ 种，时间下限为 ２００３ 年。
分类大纲由《中国印刷史简目》的十五大类缩减

为五大类，同时细目上划分更加详细，具体

如下：

一、印刷通论。 １．专著 ２．论文集 ３．论文 ４．
书影·图录。 二、历代印刷。 １．发明·背景 ２．唐
代印刷 ３．五代印刷 ４．宋代印刷 ５．辽·金·西

夏 ·元代印刷 ６．明·清印刷 ７．近代印刷。 三、
印刷分论。 １．地方印刷 ２．活字印刷 ３．版画·年

画 ４．彩色套印 ５．形制、装订 ６．传播·影响。 四、
古印刷品。 １．新发现古印刷品报导 ２．唐·五代

实物 ３．宋·辽·金印本 ４．早期活字印刷品和版

画 ５．早期雕版及活字实物。 五、外文著述。 １．西
文 ２．日文 ３．韩文。

笔者认为该体例大类、细目上更为清晰，更
有条理。 第四大类“古印刷品”一项“系郑如斯

教授所编订，将现存中国古代稀见印刷品实物

以及新发现的早期活字印刷品和版画，加以介

绍，使读者对现存稀见的古印刷品实物增加了

解。” ［４２］ 但目录形式还是照旧，没有加解题，也
无小序。 学界评价较好，如有学者认为“非常珍

贵”“该《书目》中既搜罗研究中国印刷史的著作

书目，也同样收入研究中国书籍史、出版史的著

作书目，所收研究成果大致反映了近百年来中

国书籍史、印刷史、出版史研究的情况。” ［４３］

４　 钱存训之目录学思想

由钱存训之书目论著看，其所编撰之目录

既含有无解题的简目，也有解题目录；既有个人

著述目录，也有供选择的购书目录；既有论著之

目录，也有书目之书目；有综合性目录，也有专

门目录；还有知见目录。 其目录编制先后受到

来自刘国钧、杜定友、袁同礼、艾西汉、休谟等中

西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的影响，现试总结其目

录学思想如下：

４．１　 目录是学术研究之万能钥匙

钱存训治学之重要特征，为目录学思维的

全面渗透。 在晚年，他曾总结治学方法，谈到：
“必须阅读大量有关的参考资料”“对于资料，凡
与主题有关的著述，我都全部收集，再加选择，
编成参考书目，以供阅读。” ［４］２０８ 对于目录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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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钱存训更是运用熟稔，经验独到，他说：“利
用目录是作任何研究的第一步。 从选题、拟定

大纲、搜集资料、写作，以至编制参考书目，都必

须首先检查目录，确定前人有无做过相同或相

近的著作，如此可以避免重复，并据以改定主题

或调整范围。 在拟定大纲时，目录可以提供相

近的著述，丰富内容。 至于搜集资料，更必须依

靠各种目录的帮助，否则就无法求其完备。”“目
录的利用，首先应该检查‘目录之目录’，因为目

录是治学的基础，研究的指南，对检查任何有关

目录，当然要先求教于目录的提示，才不致有所

偏失。”“我的写作资料能够比较完备，充分利用

目录，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４］２０９ 这些观点

的提出与其对目录之早期认识是分不开的，也
可以说是其学术生涯一以贯之的看法。 如在其

撰写《纸和印刷》时，曾油印了一份 ６５ 页的大纲

和书目资料，包括 ６ 个报告提纲和一系列中文、
日文和西文书目［４４］ 。 后发展为收集和整理插图

约二百幅，编制参考书目约二千条［４］８５。 正是因

为对目录之重视，１９７８ 年钱存训退休时在芝加

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设立的 “钱存训图书基

金”，即每年以专款购置目录学及善本图书。

４．２　 目录学应为图书馆工作者之必备素养

钱存训在《美国东亚图书馆员之教育》一文

中曾谈到，东亚图书馆工作人员“需要很多特殊

知识，例如书史、书业、印刷、出版、著录、索引、
书目和工具书等。 特别是在一个庞大的研究图

书馆中，馆员常常需要解答有关目录、版本、校
勘以及关于图书馆的各种内在外在问题。 在这

些问题上的无知或浅见，时常引致学术圈内对

图书馆员的轻蔑。 因此，东亚图书馆学作为一

门学问，不单要融合远东研究和图书馆学，还要

在两者之外有更深的专精研究。” ［２６］１４５ 在其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提交给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东亚图书

馆指导委员会的报告《东亚图书馆员工之学术

培训：需求、问题和展望》中，同样提出培养称职

的图书馆员工需要从 ３ 个方面着手：一是对该

地区语言和文化的胜任能力，二是接受过图书

馆学的基本教育，三是对东亚目录学和图书馆

学科的特殊知识……如果缺乏关于书、购书、印
刷、出版、编目、索引、书目和参考工具书的基本

知识就无法胜任东亚馆藏的日常管理工作［４５］ 。
可见其对图书馆员目录学素养的重视。

为了进一步培养东亚图书馆员相关的素

养，芝加哥大学于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８ 月 １ 日

举办 了 为 期 六 周 的 远 东 图 书 馆 员 讲 习 班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包括三

个主要科目，分别讲授中日文图书的历史、图书

管理以及参考书概要。 参考书部分，涉及目录、
工具书、原始文献、研究方法，该暑期班特编印

中日参考书目各一册，各含参考书 １ ０００ 种，其
中只有甚少部分为参加者熟习。 学习者应当熟

悉该书目中的 １００ 种工具书，方能应付工作所

需［２６］１４９。 该研修班的讲师有裘开明、吴光清、万
惟英、吴文津等中外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 １５
人，阵容可谓强大，可惜后来因经费问题未能

续办。

４．３　 目录编制者应具有奉献精神

书目汇编之作本是“为人之学”，钱存训在

推介《袁同礼中国考古艺术目录》中说：“编制这

样一个综合性的主题目录既需要语言能力、目
录素养，也需要专业水平，很少学者能同时具备

这样全面的才能，更少人愿意为他人受益而甘

心奉献自己。” ［４６］编制一份目录需积累多年，下
不少苦功，钱存训在编制《中国书目解题汇编》
之前，已有多种草案。 如其中之一为《中国学研

究参 考 资 料 指 南 》 （ 草 案 ）， 即 “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ｒａｆｔ） ［４７］ ，油印出版于 １９７０ 年，１１４
页，并于 １９７７ 年增订 ２８ 页。 在目录编制的要求

上，钱存训主张从细从全。 如其主张编制古籍

联合目录，认为联合目录至少应该包括“善本”
“特藏”两大类，而著录方面，“譬如善本，不仅传

统目录中的基本著录项目，如书名、著者、年代、
行格、尺寸可以录入，即刊行者、刻工、刻印地

点、字体、插图、纸张、装订、印鉴，以及过去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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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存藏处所都可输入，分别制成索引，作出统

计，一检即得。” ［２］１２１－１２２没有长期的学术积累，没
有对学术的奉献精神，没有“成事于细、于细求

实、于实求效”的工作风格，就难有高质量书目

著作的产生。
在钱存训的倡导下，学生多受其影响。 马

泰来编制了《林琴南所译小说书目》（１９６７ 年），
卢秀菊参与编制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藏

中文地方志目录》，谭黎宗慕编制《杜牧研究资

料汇编》 ［４８］ ，潘铭燊编制了《近百年来各国汉学

研究书目索引》（１９７５ 年，油印本）、《钱存训教

授的著述》等多种书目，郑炯文更是协助钱存

训编著了《中国书目解题汇编》一书。 正如许

倬云所评：“六十年来，美国学术界的中国研

究，发展迅速。 在美国高等学府，将中国目录

学融入西方图书馆学，钱先生正是这一代学者

中的重要人物。” ［４］许倬云序 与钱存训一样，裘开

明、邓嗣禹、吴光清等华人目录学家也做出了

不凡的贡献。

５　 结语

钱存训在 １９７９ 年跟随美国图书馆访华代

表团参观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时，特将

珍藏的高士奇蓝格写本《江村书画目》赠给北

京图书馆，作为其曾在此（前身为国立北平图

书馆）工作十年的纪念。 在为该书目所撰写的

题记中，钱存训称“其中书画大部皆评定真伪、
等次以及当日售价，为研究书画鉴赏及美术经

济的重要参考资料。” ［４９］ 正是其所具有的目录

学素养，才能做出这样的学术判断，而将自己

所珍藏多年的书目献出，也体现了其一片赤诚

之心。
目录学在我国一度为显学，１９３９ 年何多源

在《教育杂志》第 ８ 期上发表《论“目录学”及

“参考书使用法”应列为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程》
一文，声援严文郁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中国教育学术

团体联合会上通过的《请教育部指定“目录学”
及“参考书使用法”为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程案》。
近年来却有衰退之趋势，诸多高校已很少开设，
或已非其必修课程。 但目录学作为一种“治学

之舟楫”一直未曾缺位。 从钱存训之为学经历

就可以看出，目录学方法是其治学方法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大力呼吁弘扬传统文

化的今天，重新提起目录学之教学和研究问题，
或许值得我们更多的深思。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芝加哥大学东

亚图书馆钱孝文先生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潘铭燊

先生提供部分资料和文献线索，特此申谢！

参考文献

［ １ ］ 文学院院长室．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 民国二十年至三十一年 第２号［Ｍ］．南京：文学院院长室，１９３０：

９８．（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ｎｋｉｎｇ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Ｎｏ． ２ ［Ｍ］．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ｎｋｉｎｇ， １９３０： ９８．）

［ ２ ］ 钱存训著，国家图书馆编．钱存训文集（第３卷） ［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２．（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ｖｏｌｕｍｅ 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２．）

［ ３ ］ 《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编委会．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Ｍ］．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 （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ｔａｆ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ｔａｆｆ［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７．）

［ ４ ］ 钱存训．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Ｍ］．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８．（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Ｓｉｘ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Ｍ］． Ｈｅｆｅｉ：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１０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三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３

［ ５ ］ 钱存训．东北事件之言论索引［Ｊ］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２，７（５）：６－１８．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ｋｄｅ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９３２，７（５）：６－１８． ）

［ ６ ］ 吴格． 坐拥书城 勤耕不辍———钱存训先生的志业与著述［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３：４０３．（Ｗｕ

Ｇｅ． Ｃｅａｓｅｌｅｓｓ ｐｅｎ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ｏｋｓ—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３：４０３．）

［ ７ ］ 杜定友．普通圕图书选目［Ｇ］ ／ ／ 广东省立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杜定友文集．第六册．广州：广东教育出

版社，２０１２．（ Ｄｏｏ Ｄｉｎｇ Ｕ ．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ｆｏｒ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Ｇ］ ／ ／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Ｄｏｏ Ｄｉｎｇ Ｕ， ｖｏｌｕｍｅ ６ ．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２．）

［ ８ ］ 杜定友，钱亚新，钱亮，等．六十退休（《著述生活》之六） ［ Ｊ］ ．图书馆学刊，１９８６（１）：６７－７２．（ Ｄｏｏ Ｄｉｎｇ Ｕ，

Ｑｉａｎ Ｙａｘｉｎ， Ｑｉａｎ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ｔ ６０ （“Ａ ｌｉｆｅ ｆｏ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Ｎｏ． ６）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８６ （１）： ６７－７２．）

［ ９ ］ 陈豪楚．［书评］《普通图书馆图书选目》 ［ Ｊ］ ．浙江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５，４（４）：１０１－１０５． （Ｃｈｅｎ Ｈａｏｃｈｕ．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ｆｏｒ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９３５， ４ （４）：

１０１－１０５．）

［１０］ 钱存训等．杜氏丛著书目［Ｍ］．上海：中国图书馆服务社，１９３６．（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Ｍｒ． Ｄｏｏ Ｄｉｎｇ Ｕ： ａ ｂｉｏ⁃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９３６．）

［１１］ 金戈．《图书馆学目录学书目索引》评误［ Ｊ］ ．宁夏图书馆通讯，１９８５（３）：６３－６４． （ Ｊｉｎ Ｇｅ． Ａ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ｗｏｒｋｓ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９８５ （３）： ６３－６４．）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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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ｎ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Ｐｅｉｐ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 （３）： １０２－１１２．）

［１３］ 编辑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１９０９—１９４９）下［Ｍ］．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８９７－８９８．（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２：８９７－８９８．）

［１４］ 钱存训．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教授［ Ｊ］ ．文献，１９９７（３）：２４３－２４８．（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 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ｅｒｒｌｅｅ Ｇ． Ｃｒｅｅｌ，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Ｊ］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７ （３）： ２４３－２４８．）

［１５］ Ｔｓｉｅｎ Ｔ 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Ｉｎｔｒｉｇｕ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ｋｕｏ Ｔｓｅ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６６（２５）：

３２８－３２９．

［１６］ Ｔｓｉｅｎ Ｔ Ｈ． Ｃｈａｎ ｋｕｏ ｔｓｅ［Ｇ］ ／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１９９３： １－１１．

［１７］ 钱孝文．钱存训教授百岁年表［Ｇ］ ／ ／ 吴格．坐拥书城 勤耕不辍：钱存训先生的志业和著述．北京：北京图书

馆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１８．（Ｑｉａｎ Ｘｉａｏｗｅｎ． Ａ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ｉａｎ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Ｇ］ ／ ／ Ｗｕ Ｇｅ．

Ｃｅａｓｅｌｅｓｓ ｐｅｎ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ｏｋｓ—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３：１－１８．）

［１８］ Ｔｓｉｅｎ Ｔ 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ｕｄｙ［ Ｊ］ ．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５４，

１４（３）：３０５－３２９．

［１９］ Ｔｓｉｅｎ Ｔ Ｈ．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５２，２２（４）：３０７－３２４．

［２０］ 钱存训．回忆在芝加哥大学工读的岁月［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７（１）：４－９．（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Ｍ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 （１）： ４－９．）

１０６



周余姣：中美书缘———钱存训与目录学研究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ａｏ：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８

［２１］ 潘梅．袁同礼晚年的目录著作及其价值［Ｊ］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４）：１０１－１１０． （Ｐａｎ Ｍｅｉ． Ｙｕａｎ Ｔｕｎｇ⁃Ｌｉ ｓ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ｈｉｓ ｌａｔｅｒ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１ （４）： １０１－１１０．）

［２２］ Ｔｓｉｅｎ Ｔ Ｈ．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０５－１９６０ ｂｙ Ｔｕｎｇ⁃Ｌｉ

Ｙｕａｎ［Ｊ］ ．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６２， ３２（３）： ２４１－２４２．

［２３］ Ｙｕａｎ Ｔ Ｌ．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０５－１９６０［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Ｓｉ⁃

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６１．

［２４］ 易竹贤．胡适传［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８３ － ９０． （ Ｙｉ Ｚｈｕｘｉａｎ． 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Ｈｕ Ｓｈｉｈ ［ Ｍ］．

Ｗｕｈａ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８３－９０．）

［２５］ Ｔｓｉｅｎ Ｔ Ｈ．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ｕｉｄｅ ｂｙ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ｒｔｏｎ， Ｅｕｇｅｎｅ Ｗｕ， Ｈｏｗａｒｄ Ｋｏｃｈ［Ｊ］ ．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６８， ３８（３）： ２７６－２７７．

［２６］ 钱存训．东西文化交流论丛［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

［２７］ 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Ｊ］ ．戴文伯，译．文献，１９８６（２）：１７６－ ２０４． （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 ． Ｄａｉ Ｗｅｎｂｏ，Ｔｒａｎｓ．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６（２）：１７６－２０４． ）

［２８］ Ｔｓｉｅｎ Ｔ Ｈ，Ｊａｍｅｓ Ｋ 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Ｍ］．Ｂｏｓｔｏｎ： Ｇ．Ｋ． Ｈａｌｌ ＆ Ｃｏ．， １９７８．

［２９］ Ｖｏｒｈｉｓ Ｈ Ｄ．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Ｍ］． ＤｅＫａｌｂ：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７７．

［３０］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Ｎ Ｇ， Ｔｓｉｅｎ Ｔ Ｈ．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 １９５９， ２９（１）：２７－４２．

［３１］ 郑恒雄．中文参考资料［Ｍ］．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２．（Ｚｈｅｎｇ Ｈｅｎｇｘｉｏ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 Ｔａｉｐｅｉ：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Ｃｏ．， Ｌｔｄ， １９８２．）

［３２］ Ｗｕ Ｅ Ｗ．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７９，３９（１）：１５９－１６０．

［３３］ Ｈａｒｇｅｔｔ Ｊ Ｍ．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Ｊ］ ． Ｗｏｒｌ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ｏｄａｙ， １９８０，

５４（１）：１６９．

［３４］ 郑继宗．《中国书目解题汇编》评介［Ｇ］ ／ ／ 吴格．坐拥书城 勤耕不辍：钱存训先生的志业和著述．北京：北京

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３：３７５－３８１．（Ｚｈｅｎｇ Ｊｉｚｏｎｇ．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Ｇ］ ／ ／ Ｗｕ Ｇｅ． Ｃｅａｓｅｌｅｓｓ ｐｅｎ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ｏｋｓ—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ｓ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３：３７５－３８１．）

［３５］ 梁子涵．中国历代书目总目［Ｍ］．台北：“中华出版事业委员会”，１９５３．（Ｌｉａｎｇ Ｔｚｕ⁃ｈａ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ｉｂｌ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Ｍ］． Ｔａｉｐｅｉ：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１９５３．）

［３６］ 王重民．图书与图书馆论丛［Ｍ］．上海：世界出版社，１９４９：６５－８０．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ｇ⁃ｍｉｎ． Ｏｎ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Ｗｏｒ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４９：６５－８０．）

［３７］ 乔衍琯．书品———《中国书目解题汇编》 ［ Ｊ］ ．图书与图书馆，１９７９，１（１）：９５－ １０３． （ Ｑｉａｏ Ｙａｎｇｕａｎ．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Ｊ］ ．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１９７９， １ （１）： ９５－１０３．）

［３８］ 江蓝生．学术自传：追回流失的岁月［Ｇ］ ／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编辑部编．历史

语言学研究 第６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３７３ － ３８６． （ Ｊｉａｎｇ Ｌａｎｓｈｅｎｇ．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ｍｙ ｌｏｓｔ ｙｅａｒｓ ［Ｇ］ ／ ／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 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３７３－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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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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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钱存训．中国印刷史简目［ Ｇ］ ／ ／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编．中国印刷年鉴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４：３１３－３２３．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 ／ ／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３１３－３２３．）

［４０］ 张树栋，钱存训．《中国印刷史简目》续编［Ｇ］ ／ ／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印刷年鉴社编．中国印

刷年鉴 ２００２．北京：中国印刷年鉴社，２００２：４０５－４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ｄｏｎｇ，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 ／ ／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０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４０５－４１４．）

［４１］ 中国印刷史书目［Ｇ］ ／ ／ 钱存训，郑如斯．中国书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６７－４２２．

（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 ／ ／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Ｚｈｅｎｇ Ｒｕｓ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３６７－４２２．）

［４２］ 中国印刷史书目［Ｇ］ ／ ／ 钱存训著，国家图书馆编．钱存训文集 第２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４３－

５２２．（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Ｇ］ ／ ／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２．：

４４３－５２２．）

［４３］ 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９：２．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ｈｙｇｉｅｎ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２．）

［４４］ Ｔｓｉｅｎ Ｔ 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１９７７． Ｍｉｍ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ｄ．

［４５］ Ｔｓｉｅｎ Ｔ 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１９７６． Ｍｉｍ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ｄ．

［４６］ Ｈａｒｒｉｅ Ｖ． Ｔｈｅ Ｔ Ｌ Ｙｕａｎ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９７５：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４７］ Ｔｓｉｅｎ Ｔ Ｈ．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ｒａｆｔ）［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Ｇｒａｄ⁃

ｕａｔ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１９７０，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１９７７． Ｍｉｍ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ｄ．

［４８］ 谭黎宗慕．杜牧研究资料汇编［Ｍ］．台北：艺文印书馆，１９７２．（Ｔａｎｌｉ Ｚｏｎｇｍｕ．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Ｄｕ Ｍｕ ［Ｍ］． Ｔａｉｐｅｉ：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２．）

［４９］ 钱存训．精写本《江村书画目》题记［ Ｊ］ ．文献，２００２（３）：１４４－１４６． （Ｔｓｉｅｎ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 Ａ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Ｇａｏ Ｓｈｉｑｉｓ 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Ｊ］ ．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３）： １４４－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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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０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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