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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一词的引进与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的初
步形成

吴稌年　 顾烨青

摘　 要　 据目前所见文献，“图书馆学”一词最早引入我国是谢荫昌于 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发表的连载译文《图书馆教

育》，三个月后，《图书馆教育》一书正式出版。 随着清末民初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教育和图书馆学研

究均取得进展。 １９２０ 年代，文华图书科的创办、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等，标志着我国图

书馆学学科的确立。 我国图书馆学人在吸纳国外图书馆学体系的基础上，逐步补充发展，１９３４ 年以刘国钧为核

心创建的最具代表意义的图书馆要素说，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此外，关于“图书馆学是一门科

学吗？”的疑问，以李景新、李惠君等为代表的图书馆学人从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为什么研究图书馆学、研究图书

馆学有什么用处等方面予以解答。 参考文献 ３６。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史　 图书馆教育　 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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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图书馆学”一词引入我国

我国图书馆界曾一度认为“图书馆学”一词

首现于中国是在 １９１７ 年 ６ 月 １６ 日《交通日报》
刊载的江中考所著《图书馆学序论》一文中。 这

一提法在 １９８６ 年多校合编的图书馆学教材中就

已出现［１］ ，１９９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的多部教材［２－５］

和学科史著述［６］ 也采纳此说。 追溯源头，这一

说法的依据最早出自孔敏中于 １９２８ 年所编的

《中国图书馆学术文字索引》中，著录信息为“图

书馆学序论，江中孜著，濬明译，北京交通日报

民国六年六月十六日” ［７］ 。 后在李钟履 １９５９ 年

编制出版的《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一辑）中被

著录为“图书馆学序论，江中孜著，浚①明译，交
通日报，１９１７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８］ 。 又见 １９８１ 年台

湾地区出版的著作中，被记为“江中考：图书馆

学序论，交通日报，民国 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９］ 。

２０１３ 年，据郑锦怀考证，“江中考” 是对“江中

孜”的误记［１０］ 。 据 １９３０ 年宋景祁主编的《中国

图书馆名人录》，濬明是杨昭悊的别号，“姓名杨

昭悊，别号濬明，通信处江西省立图书馆” ［１１］ 。
２０１６ 年，范凡认为李钟履所著录的书目信息有

误，其正确的记载应该是“《图书学序论》，田中

敬著， 浚 明 译， 《 学 林 》 １９２７ 年 第 ３ 卷 第 ３
期” ［１２］ 。 范凡的依据是经过原文的对比后发

现，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田中敬所著《圖書學概論》的第

一章总论的内容正是 １９２７ 年《学林》 第 ３ 期上

濬明所译的《图书学序论》。 但范凡并没有找到

刊登在《交通日报》上的原文这一最直接、最根

本的证据来进行对照，即便如范凡所言“江中

孜”和“田中敬”在字形上高度相似，也还是有不

同之处，而且李钟履的著录并非是最早的著录

源头，孔敏中的著录更早，所以她的判断还是存

疑的，仍不能排除江中孜所著《图书馆学序论》
与田中敬所著《圖書學概論》是两种完全不同、

１０５

① “濬”同“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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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关联的著作的可能性。
２０１３ 年，平保兴指出 “ 图书馆学” 一词在

１９１０ 年就由谢荫昌引入，他在当年《四川教育官

报》发表的长篇译文《图书馆教育》（原作者为日

本人户野周二郎）中出现了三处“图书馆学”一

词［１３］ 。 该文后来成为奉天图书发行所印行的

《图书馆教育》 （宣统二年十二月印刷发行，即
１９１１ 年 １ 月）一书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据笔者对《图书馆教育》一书的深入研究，
发现该书中共出现了 １０ 次“图书馆学”。 《图书

馆教育》的译者谢荫昌，江苏武进人，近代教育

家，１９０３ 年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１９０４ 年回国，
主办《东三省公报》，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任奉天

提学司图书科副科长。 他深感身上责任之重，
认为急需在我国推行图书馆教育，于是，他选择

相关图书馆学著作，运用“三次滞东考察之心

得，译述是编，以质有道” ［１４］译者佐。 他将所译《图

书馆教育》一书呈给学部，“学部吁请于宣统三

年春，速颁府厅州县城镇乡中初等图书馆章

程” ［１４］译者佐。 可以说，是书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 有了章程，又有了创

办图书馆和图书馆教育的参考书，图书馆事业

的普及和图书馆教育工作即可有章有法地开展

起来。
在我国，《图书馆教育》一书最早讨论了师

范学校关于大力开展图书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

行性的问题。 在这方面的阐述中，自然地引入

了“图书馆学”一词。 如在介绍美国图书馆学家

的演说中，即有“余曾指定亚美利加七十个之图

书馆，征其意见报告，除一二处外，悉以与学校

谋共同之作用为言。 且以教授图书馆学
∙ ∙ ∙ ∙

为必

要” ［１４］１５ 。 谢氏之译作对于师范学校大力开展

图书馆教育的介绍是重点之一，书中“图书馆

学”一词主要集中在这部分内容中：“布氏之演

说，尚有详细之师范学校教授之图书馆学
∙∙∙∙

，及可

供参考之点不少”；“师范学校之生徒，课以手

工，不得谓师范学校即实业学校也。 课以图书
∙∙

馆学
∙∙

，亦不得谓师范学校即图书馆学校也。 然

如以师范生徒课以手工为必要，亦可知课以图
∙

书馆学
∙∙∙

之必要矣”；“然造就图书馆员尽其本职

之课业，与师范生徒所学图书馆学
∙ ∙ ∙ ∙

之课业有

异”；“则图书馆学
∙∙∙∙

之与师范生，实具有密切不可

离之关系”；“列入师范学校所授图书馆学
∙∙∙∙

之细

目”；“开关于图书馆学
∙∙∙∙

之讲习会” ［１４］１７－２１ 。
另外，在该书的“绪言”中也出现两处“图书

馆学”，该“绪言”亦在“宣统二年十二月” 出版

的《奉天教育官报》上单独发表。 “是书著者户

野氏，曾躬服于东京之通俗图书馆，为日东研究

图书馆学
∙∙∙∙

之经验家。 其著是书，本名‘学校及老

师与图书馆’大致本美国图书馆学
∙∙∙∙

大家达那氏

之说。” ［１５］ 序言虽短，但给当时的国人带来了多

方面的信息：作为图书馆学家而言，在日本国内

著名的户野是“经验家”，而在美国国内著名的

达那氏 （ 即约翰 · 科登 · 达纳， Ｊｏｈｎ Ｃｏｔｔｏｎ
Ｄａｎａ，１８５６—１９２９，笔者注）则是“大家”；是书虽

由日本户野而作，但大致源自达那之说，说明日

本的图书馆学是向美国学习而来；美国有图书

馆学大家，说明了美国此时在世界上具有图书

馆学的中心地位；此时的日本图书馆学界，仍然

处于经验时期。
《图书馆教育》一书主要引入了欧美的图书

馆思想，并大力介绍了欧美的图书馆事业，阐述

了创设图书馆的要旨、内容和方法等，对于我国

如何建立图书馆具有很好的借鉴指导作用。
除翻译介绍国外图书馆教育的理念外，谢

荫昌还呼吁通过改组图书馆系统、开展巡回图

书馆活动等方法，加强我国的图书馆教育工作。
针对我国实际情况，他提出了若干条建议：①各

省高等图书馆应设图书馆讲习会，招收各县一

些愿以图书馆馆员为职的师范生，入馆研习图

书馆教育学三个月；②各师范学校仿美国师范

教育，一律讲授图书馆学；③所学者明确图书馆

的宗旨、性质，以便更好地开展图书馆服务工

作；④小型图书馆所购图书以适合当地读者需

求为目的；⑤以部颁书目为指导购书，以免购书

不当、随意［１６］ 。 在普及图书馆的宣传中，他大力

倡导：“巡回书库之办，当采用免费主义，并定四

个月一巡回之制” ［１７］ 。 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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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较早的关于开展图书馆教育的阐述。
１９１７ 年，由日本图书馆协会编、我国通俗教

育研究会所译的《图书馆小识》一书中，也出现

了“图书馆学”一词，在“馆员之资格”中有此阐

述：“经营图书馆，属专门之业，非有特殊知能

者，不可任用。 欧美诸国，作为养此等人材，设
图书馆学校，或开图书馆讲习会。 至师范学校，
亦添课图书馆学，储养此等专门人材” ［１８］ 。 虽

然同年《交通日报》所载《图书馆学序论》一文没

有找到原文支撑，从当时出版的文献可以看出，
“图书馆学” 这一概念已进一步得到学界的关

注，１９２０ 年后，出现了更多标题中含有“图书馆

学”的文章，说明我国开始进入重视图书馆学理

论研究的阶段。

１　 我国图书馆学科的建立与图书馆学专
著的产生

１９１７ 年，沈祖荣开始在国内演说图书馆事

业，促进了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１９１８ 年，戴
志骞发表《论美国图书馆》一文，专门介绍美国

的图书馆，重点介绍了图书馆学内容中的管理

法部分，美国图书管理会“对于图书管理法，详
细研究，不厌烦屑，对于如何设立图书馆，如何

购办书籍杂志，如何分类编目，均详细印成最简

明之小本” ［１９］ 。 １９１９ 年，刘国钧在《近代图书馆

之性质》 ［２０］ 一文中，专门研究了图书馆的多种

性质，指出图书馆可随时供读者阅览的这种公

共性质，便是近代图书馆根本的特征。 该文是

我国较早研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章，说明

此时图书馆学思想已经开始影响我国图书

馆界。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韦棣华、沈祖荣、胡庆生在文

华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关，
即文华图书科。 他们仿照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

学校制度招生，其课程设置也大同小异。 至此，
在我国作为学科体系之一员的图书馆学正式

诞生。
是年，学成归国的戴志骞在《约翰声》上发

表《图书馆学》 一文①。 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年，戴志骞

赴美留学，就读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学成回国后，立刻投入到

“新图书馆运动”中，大力宣传美国式的图书馆，
并用所学知识，投入到我国图书馆建设事业中。
在《图书馆学》一文中，他不是要研究图书馆学

的理论问题，而主要是阐明图书馆学所起的作

用，阐明图书馆学在美国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欧洲每年均送学生到美国学图书馆学” ［２１］ ；指
出此时期美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的引领作

用，向我国学界介绍了英美通过设立图书馆学

专科培养专职管理员，在师范及高校亦教授浅

近的图书馆学科目，以引导学生利用图书馆、利
用参考书；阐明图书馆专门人才不但要有图书

馆学的学问，还要有较宽的知识面、和蔼耐心热

情的态度，主动帮助读者释疑解难，“所以我的

意见，现在男女高等师范的本科，可加图书馆学

一科。 如有愿学图书馆学的，即可选图书馆学

的科目，预备将来作图书馆事业” ［２１］ 。 尽管这

些内容并没有超出谢荫昌的介绍，但其影响却

远超出了谢荫昌，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这已不

是“拿来主义”，而是通过戴志骞深入的专业学

习，以及对美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科发展

的亲身体验和经过调研得出的一些结论，极具

宣传力与说服力。 这些宣传，随同我国图书馆

学课程的开展，开始将我国对图书馆学的研究

逐步引向深入。
１９２２ 年，杜定友在广州创办图书馆管理员

养成所，培养图书馆人才。 是年 ７ 月，中华教育

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图书馆教育组

１０７

① 该文原文未有署名，但内容跟戴志骞的《论美国图书馆》颇有相似之处，内含一份“爱希噸军营图书馆及

十七处分馆借出书籍统计表”，郑锦怀所著《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一书（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据此认为“应当是出自戴志骞之手，或者至少是据戴志骞著述编选而成”。 韦庆媛和邓景康主编的《戴志骞文

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将此文列为戴志骞所撰。 笔者亦认同此文作者是戴志骞。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七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７

提出了 ８ 条议决案，包括中国师范学校及高等

师范学校应增设图书馆管理科案、成立图书馆

教育研究委员会等内容，说明我国图书馆界已

形成了具有全国意义的学术团体并开展相关学

术研究工作。 会后，当时担任广州市立师范学

校校长的杜定友，根据会议精神，迅即在校内增

设了图书馆学课程，开创了我国在师范学校设

置图书馆学课程之先河。 １９２３ 年，南京东南大

学开办暑期图书馆讲习科，奉天省立第一师范

学校张秉彝老师在没有名额的情况下，自费前

往听课，回校后，将所学课程内容结合自己学习

心得，整理成册而形成《讲习图书馆学程报告》
一书，是书“条理清晰，图式详明，公诸各图书馆

作为参考，不无小补” ［２２］ 。 同时，张秉彝本人也

改任为图书馆管理员。 这说明此时对图书馆学

的学习与研究，已经逐渐为界内所重视。
１９２３ 年，杨昭悊所编的《图书馆学》一书问

世，这是我国图书馆学者所著的首部以“图书馆

学”命名的著作。 该书序言说明此书的撰写目

的是要使我国学界无论何人，“一看就知道图书

馆的原理和应用” ［２３］编书人的序。 书中十分之八九

参考名家的著作，增之以作者十分之一二的意

见，为读者提供了完整系统的图书馆学概念。
全书共 ８ 篇 ５０ 章，全面阐述了图书馆学的内容，
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阐明了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价值。
这一时期，对图书馆学的理解主要是通过

课程体系加以分类和认识，包括文华图书科的

课程设置、各暑期讲习班的课程设置、广州市立

师范学校设立的图书馆学课程等。 杨昭悊在

《图书馆学》一书中所构建的图书馆学范畴，也
是采用美国图书馆学校的课程设置，将美国图

书馆学校的课程类别分为两大类：一是纯正的

图书馆学，专为说明图书馆原理原则或现有的

事实；二是应用的图书馆学，专为指导图书馆实

施的方法［２３］１２－１３ 。 戴志骞在 １９２３ 年的《图书馆

学简说》 ［２４］ 一文中，介绍了欧美的图书馆学校

情况，列出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及伊利诺伊大

学的图书馆学课程。 这些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

我国图书馆界的认识水平。

２　 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

创建我国图书馆学科的实践，源于文华图

书科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暑期讲习班。 起初

主要是引入、吸收、模仿美国的图书馆学，之后

又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去加以认识和

补充。 １９２５ 年，杜定友发表《图书馆学之研究》
一文，通过图书馆学的意义，阐述了图书馆学在

科学体系中的价值和应占的位置。 通过对图书

馆学的范畴的论述，列出了图书馆学所包含的

各种科目，通过对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
指出“研究图书馆学的入手方法，就是多读书。
对于普通各门科学，都要涉猎一点。 有广阔的

兴趣” ［２５］ 。 关于图书馆学的定义，杜定友表述

为：“图书馆自身的处理，和应付各方面的事很

多；而且各种事体的处置，都要根据一定的原

则、一定的方法去办理的。 久而久之，这种原则

和方法，日多而日专；我们把他会集起来，加以

全体的研究。 因此，图书馆学，就成为专门的科

学。” ［２５］ 此时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

图书馆。 翌年，杜定友发表了《图书馆学的内容

和方法》长文，从图书馆学为什么能成为科学说

起，引进了 Ｈ Ｂ Ｍｅｙｅｒ 的图书馆学定义：“图书

馆学是人类学问中的一部分。 专研究人类学问

纪载底产生、保存与应用” ［２６］ 。 并进一步阐述

了产生、保存、应用的研究内容，他所阐述的内

容类似于图书馆学研究范畴的构建，从图书馆

史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的需要和图书馆学校

的产生出发，阐述了图书馆学能成为一门科学

的历史必然，图书馆学校的宗旨、种类、组织及

人员的入学和培养，并介绍了美国图书馆学校

课程。 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国民大学图书馆学

系拟开设的课程体系，包括：①图书馆概论，由 ８
部分组成；②图书馆原理大纲，由 １０ 部分组成；
③图书馆行政学，由 ３２ 部分组成；④图书馆实

习，由两部分组成；⑤图书选择法，由 １５ 部分组

成；⑥图书分类学，由 ４ 部分组成；⑦图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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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由 ７ 部分内容组成；⑧图书参考法，由 ４ 部分

组成；⑨学术研究法，由 ５ 部分组成。 这是在

《图书馆学之研究》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

研究的成果。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图书馆学季刊》创

刊，其宗旨是：“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

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

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

学” ［２７］ 。 自此，我国图书馆学界集整体之力，开
始探讨、研究中国的图书馆学。

我国学者最先自行对图书馆学下定义者是

洪有丰，他于 １９２６ 年出版的《图书馆组织与管

理》一书认为：“故图书馆对于图书，若何处理，
对于阅览者，若何指导，以及一切事业，若何推

广，若何改进。 研究其原理，而应用适当之办

法。 此种学术，是谓之图书馆学” ［２８］ 。 “由于这

部著作第一次超越了前人图书馆学著作的‘编

译’痕迹，它被后人高度评价为中国图书馆学处

女作” ［２９］ 。 从现有文献来看，洪有丰关于图书

馆学的定义，是我国学者关于图书馆学的最早

定义。
在我国图书馆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刘国

钧是较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编辑《图

书馆学季刊》过程中，尤其重视本国图书馆的历

史、现状及改进之方法，刊载了许多具有本国特

色的文章。 他于 １９２５ 年留美回国后，就以金陵

大学图书馆为平台，研制图书分类法和编目规

则，并于 １９２９ 年发表出版《中国图书分类法》和

《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这些都是当时我国

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结合我国传统文化而产生的具有代表意义

的图书馆学理论是图书馆学要素体系的提出。
１９３４ 年，刘国钧编的《图书馆学要旨》出版，该书

是我国早期图书馆学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著

作。 在第一章“图书馆学的意义与范围”中，阐
述了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解答了“图书馆学的

意义”“什么是图书馆” “现代图书馆的特征”
“现代图书馆的功能” “图书馆学的分科” “图书

馆学和其他科学”等问题，提出了图书馆学的定

义：“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

法和使用法的学科” ［３０］ 。 该书的两大主要特征

是：其一，对近代图书馆性质的表述。 早在 １９２１
年，刘国钧便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 ［３１］

一文中，根据国际图书馆界的现状，吸收了美国

图书馆界的理论与实践，详细列出了图书馆的

八种性质，然后将其归纳为自动、社会化、平民

化三大性质。 在《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刘国

钧又将图书馆的性质进一步表述为现代图书馆

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使用的而非保存的，民众

的而非贵族的，社会化的而非个人的。 其二，提
出图书馆“要素”说。 他在书中从哲学的、方法

论的角度提出了以“要素”为研究方法的图书馆

学体系，认为图书馆的成立要素有图书、人员、
设备和方法四种，分别研究这四种要素便可成

为各种专门学问。 图书馆学也可用这四个方面

进行分科，其分科内容为：图书，包括： ①图书

史，②印刷术和装订术，③图书原料，④版本学，
⑤校勘学，⑥目录学，⑦藏书制度史，⑧图书收

藏史。 图书馆人员，包括：①图书馆教育，②图

书馆学，③课程编制，④人员标准制定，⑤人员

等级区分，等；设备，包括：①器具，②房屋；管理

方法，包括：①行政，包括图书馆的组织、经费、
方针、政策等，②采访，包括选购和登录， ③整

理，包括分类、编目和典藏等， ④使用，包括参

考、借贷、推广等。 这一理论是以刘国钧为核

心，包括戴志骞、梁启超、杜定友、陶述先等在内

的图书馆界学人共同培育形成的［３２］ ，是我国对

世界图书馆学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３　 “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吗？”的解答

关于“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吗？”的疑问，自
我国开始出现图书馆学时就存在。 新图书馆运

动之初，藏书楼思想还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
“图书馆没有多大用处” “图书馆没有什么学

问” ［２３］４的认识还较为普遍。 但之后随着我国图

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很快就扭转了“图书馆没

有多大用处”的思想，不过“图书馆没有什么学

问”之观点仍然存在，之后又有轻视图书馆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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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倾向出现。 １９２０ 年代下半叶至 １９３０ 年代

的中叶，王云五出版多种丛书，发行款目卡片，
撰写《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开办讲习班，讲解

图书馆工作及四角号码的使用方法，等等，在图

书出版界影响较大。 他认为办图书馆事业是一

件很容易的事：“有一件事足以证明：去年我主

持东方图书馆暑期学校，其中学员很多是素来

对于图书馆学没有研究过的，可是他们听讲了

一个星期，都能够明瞭了，二个月出来，都能够

办理图书馆事业了；可见研究图书馆学，的确不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３３］ 。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对图书馆学理论的深入研究。 到了

１９４８ 年时，周连宽还特别指出：“有一班人以为

图书馆的工作，极其简单，多买些书，借给别人

来看，就可以尽其能事了，那里还需要小题大

做，看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呢？ 其实这完全是外

行的话” ［３４］ 。
针对当时对图书馆学的一些模糊认识，必

须要解答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为什么要研究图

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有什么用处等问题。 为

了解答“图书馆学的科学性”问题，李景新撰文

《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 这是一篇

长文，以专著的体例写成，全文长达 ６ 万余字，论
据严谨规范，前后呼应，层层分析，是当时图书

馆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作，文中充分体现出了作

者对学术研究的深刻的领会：“学术进步顺序，
一曰思，二曰辨，三曰证，四曰用。 思想是学术

的生命，辩论是学术的灵魂，证验是学术的筋

骨。 我们要从这四方面探讨过去的学术而求学

术的进步” ［３５］ 。 他从科学的概念与体系说起，
充分论证了图书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

用，进而构建出了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图

书馆定义、图书馆学定义、图书馆学体系、图书

馆学的价值和研究方法、图书馆学史的进展，等
等。 图书馆学的定义是：“图书馆学是人类学问

中的一部份。 是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专研究

人类知识学问及一切动态的记载的产生、保存

与应用；使它成为教育化、学术化、社会化、科学

化的一种科学” ［３５］ 。 简单地说，“图书馆学就是

以科学方法研究关于图书馆的一切事项的学

问” ［３５］ 。 进而根据两分法，将图书馆学划分为

“历史的图书馆学”和“系统的图书馆学”，“历

史的图书馆学”由三部分组成：图书馆史、图书

馆学史及图书史（包括书写史、印刷史、装璜史、
收藏史、目录学史、分类学史、编目学史、校雠学

史、书影学史） ［３５］ 。 “系统的图书馆学” 由两部

分组成：理论的图书馆学，包括图书馆学原理、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图书馆学的目的与价值、图
书馆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实际的图书馆学，由
三部分组成：①行政论，包括组织、建筑、法规、
设备、管理、馆员训练等，②经营论，由选购法、
登记法、分类法、编目法、收藏法、陈列法、统计

法、参考法、交换法、互借法、广告法、出纳法、索
引法、编纂法、翻译法、书写法、笔记法、打字法、
标目法、修理法、装订法、校雠法等 ２２ 种方法组

成，③形式论，由儿童、学校、专门、特别、机关、
团体、公立、私立、个人、流通、纪念等 １１ 种图书

馆及巡回文库和“其他”组成［３５］ 。 “历史的图书

馆学”和“系统的图书馆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图书馆学体系。
为解答“为什么要研究图书馆学”和“研究

图书馆学有什么用”的疑问，李惠君撰文《图书

馆学的内容》，认为“图书馆学是人类学问中一

部分专研究人类学问记载底产生、保存及应用

的学问” ［３６］ ，并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
如关于图书印刷出版等科目，包括各国书目、各
科书目、参考书目、绝本书目、善本书目、版本

学、校雠学、书史学、印刷术、编辑术、装订术、造
帛化学、索引法、提要学、遗阙书目；图书管理方

法之科目，包括选择法、购订法、登记法、分类

法、编目法、图书保护法、出纳法、互借法、阅览

指导法、图书馆建筑、图书馆设备法、唱片保管

法、学校图书馆管理法、流通图书馆管理法、各
地方机关图书馆管理法、邮寄法、算术行政；图
书馆行政之科目，包括图书馆组织法、图书馆法

规、图书馆推广事业、图书馆员管理法、图书馆

经济学、出版法、图书馆运动、图书馆统计学、社
会调查法、图书馆新闻学、行政法［３６］ 。 在李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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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记载人类所经历的事物和传达的思想文化

是有价值的事情，而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如何更科

学地处理这种事情的一门专门科学，这就是研究

图书馆学的原因，同时也是图书馆学的用途。

４　 结语

清宣统二年九月（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谢荫昌在

译著《图书馆教育》 一文中引入了“图书馆学”
“图书馆教育学” 等词。 １９１２ 年，他又发表了

《图书馆改组系统办法议》一文，进一步推广了

“图书馆学” “图书馆教育学” 等的传播。 １９１７
年沈祖荣在全国各地大力宣传美国式的图书

馆，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１９２０ 年文华

图书科开设，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图书馆学

讲习会开创；１９２２ 年全国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

下设“图书馆教育组”，研讨有关图书馆事业与

图书馆学问题；１９２３ 年杨昭悊的《图书馆学》一

书出版，成为欧美和日本两大图书馆学术思想

潮流集大成之作，产生了我国首个以美国图书

馆学课程为基础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 １９２５ 年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提出了创建中国

的图书馆学；１９２６ 年《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其目

的是“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同
年，洪有丰提出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定义；
１９２９ 年刘国钧编著发表《中国图书分类法》 和

《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是当时我国图书馆

学研究的重要成果；１９３４ 年刘国钧的《图书馆学

要旨》一书出版，该书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奠

基之作。 自“图书馆学”于 １９１０ 年传入我国以

来，经过 ２０ 余年的发展，我国初步形成了被图书

馆界认可并得到广泛应用的图书馆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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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ａｄｉｏ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２８．）

［ ５ ］ 吴慰慈．图书馆学基础［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８．（ Ｗｕ Ｗｅｉｃｉ．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５８．）

［ ６ ］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 Ｍ］．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４：６．（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６．）

［ ７ ］ 孔敏中．中国图书馆学术文字索引［Ｊ］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２８，４（３）：２－１０．（ Ｋｏｎｇ Ｍｉｎｚｈｏｎｇ．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９２８，４（３）：２－１０．）

［ ８ ］ 李钟履．图书馆学论文索引［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１４．（ Ｌｉ Ｚｈｏｎｇｌü． 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９：１４．）

［ ９ ］ “国立中央图书馆” ．“中华民国” 图书馆年鉴 １９８１［ Ｍ］．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１９８１： ２６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１ ［Ｍ］．Ｔａｉｂｅ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９８１：２６６．）

１１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七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７

［１０］ 郑锦怀．民国图书馆学家杨昭悊生平活动考辨［Ｊ］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３，３１（２）：１１９－１２７．（ Ｚｈｅｎｇ Ｊｉｎｈｕａｉ．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ｕｎｋｎｏｗ 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Ｙａｎｇ Ｔｓａｏ－ｔｓｕ：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３，３１（２）：

１１９－１２７．）

［１１］ 宋景祁，等．中国图书馆名人录［ Ｍ］．上海： 上海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０：３０． （ Ｓｏｎｇ Ｊｉｎｇｑｉ， ｅｔ ａｌ． Ｗｈｏｓ ｗｈｏ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ｉｐ［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３０：３０．）

［１２］ 范凡．图书馆学翻译先驱杨昭悊及其译著小考［ Ｊ］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６（ ５）：２８－ ３２．（ Ｆａｎ Ｆａｎ．Ｔｈｅ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ｏｚｈｅ ａｎｄ ｈｉ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６（５）：２８－３２．）

［１３］ 平保兴．关于三个图书馆学术史问题的商榷［Ｊ］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３，３１（６）：１０９－１１１，９６．（ Ｐｉｎｇ Ｂａｏｘ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３，３１（６）：１０９－１１１，９６．）

［１４］ 户野周二郎．图书馆教育［Ｍ］．谢荫昌，译．奉天：图书发行所，１９１１．（Ｔｏｎｏ Ｓｈｕｊｉｒｏｕ．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Ｘｉｅ

Ｙｉｎｃｈａ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Ｍｕｋｄｅｎ： Ｂｏｏ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１１．）

［１５］ 谢荫昌． 图书馆教育绪言 ［ Ｊ］ ． 奉天教育官报， １９１１ （ ５０）： ４９ － ５３． （ Ｘｉｅ Ｙｉｎｃｈａ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Ｍｕｋｄ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ａｚｅｔｔｅ，１９１１（５０）：４９－５３．）

［１６］ 谢荫昌．图书馆改组系统办法议［ Ｊ］ ．通俗教育研究录，１９１２（４）：１１－１５．（ Ｘｉｅ Ｙｉｎｃｈａｎｇ．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ｃｏｒｄ，１９１２（４）：１１－１５．）

［１７］ 谢荫昌．巡回书库普及方法议［ Ｊ］ ．通俗教育研究录，１９１２（ ４）：１５ － １７． （ Ｘｉｅ Ｙｉｎｃｈａｎｇ．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９１２（４）：１５－１７．）

［１８］ 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小识［Ｍ］．通俗教育研究会，译．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１９１７： ２９－３０．（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１９１７：２９－３０．）

［１９］ 戴志骞．论美国图书馆［Ｊ］ ．留美学生季报，１９１８，５（ ４）：１２１－ １２９．（ Ｔａｉ Ｔｓｅ－Ｃｈｉｅｎ．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１８，５（４）：１２１－１２９．）

［２０］ 刘衡如．近代图书馆之性质［Ｎ］．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３２号），１９１９－０９－２９．（Ｌｉｕ Ｈｅｎｇｒｕ．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Ｎｏ．３２），１９１９－０９－２９．）

［２１］ 佚名（戴志骞） ．图书馆学［ Ｊ］ ．约翰声，１９２０，３１（ ４）：２０－ ２７．（ Ａｎｏｎ（ Ｔａｉ Ｔｓｅ－Ｃｈｉ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 ．Ｓｔ．

Ｊｏｈｎｓ Ｅｃｈｏ，１９２０，３１（４）：２０－２７．）

［２２］ 奉天教育厅．奉天教育厅训令 第三○二号［ Ｊ］ ．奉天公报，１９２３（４１８１）：１１－ １２．（ Ｍｕｋｄ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Ｍｕｋｄ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ｒｄｅｒ Ｎｏ．３０２［Ｊ］ ．Ｍｕｋｄｅｎ Ｇａｚｅｔｔｅ，１９２３（４１８１）：１１－１２．）

［２３］ 杨昭悊．图书馆学（上） ［ 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 （ Ｙａｎｇ Ｔｓａｏ－ｔｓｕ．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ｎｅ ［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３．）

［２４］ 戴志骞．图书馆学简说［Ｊ］ ．新教育，１９２３，７（４）：２２７－２３８． （Ｔａｉ Ｔｓｅ－Ｃｈｉｅ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 ．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２３，７（４）：２２７－２３８．）

［２５］ 杜定友．图书馆学之研究［Ｊ］ ．图书馆，１９２５（创刊号）：１８－２５．（ Ｄｏｏ Ｄｉｎｇ Ｕ．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２５（ｔｈｅ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１８－２５．）

［２６］ 杜定友．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未完） ［ Ｊ］ ．教育杂志，１９２６，１８（９）：１－ １５．（ Ｄｏｏ Ｄｉｎｇ Ｕ．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Ｊ］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２６，１８（９）：１－１５．）

［２７］ 佚名．本刊宗旨及范围［Ｊ］ ．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２６，１（１）：封一．（Ａｎ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ｏｕ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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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稌年　 顾烨青：“图书馆学”一词的引进与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ＷＵ Ｔｕｎｉａｎ ＆ ＧＵ Ｙｅｑ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ｒｍ “Ｔｕ Ｓｈｕ Ｇｕａｎ Ｘｕ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２６，１（１）： ｆｒｏｎｔ ｃｏｖｅｒ．）

［２８］ 洪有丰．图书馆组织与管理［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６：２．（Ｈｕｎｇ Ｙｕ－ｆｅ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６：２）

［２９］ 范并思．点评《图书馆组织与管理》 ［ Ｇ］ ／ ／ 中国图书馆学会．百年文萃：空谷余音．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２００５：５３．（Ｆａｎ Ｂｉｎｇｓｉ．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 ／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ｈｏｌｌｏｗ ｅｃｈｏ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５３．）

［３０］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Ｍ］．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４：２．（Ｌｉｕ Ｋｗｏｈ－ｃｈｕ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ｄｅａ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ｕｎｇ Ｈｗａ Ｂｏｏｋ Ｃｏ．，１９３４：２） ．

［３１］ 刘衡如．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 Ｊ］ ．金陵光，１９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４．（ Ｌｉｕ Ｈｅｎｇｒｕ．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１９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４．）

［３２］ 吴稌年．要素说的“体用合一” 观［ Ｊ］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０（ ５）：６０ － ６６． （ Ｗｕ Ｔｕｎｉａｎ．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ｓ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ｏｎｅ［Ｊ］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５）：６０－６６．）

［３３］ 王云五．图书馆学［Ｊ］ ．茅宗杰，笔记．教育与民众，１９２９，１（５）：１－１０．（ Ｗａｎｇ Ｙｕｎｗｕ．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 ．Ｍａｏ

Ｚｏｎｇｊｉｅ， ｎｏｔ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ｓ，１９２９，１（５）：１－１０．）

［３４］ 周连宽．中国图书馆学教育［Ｊ］ ．上海教育，１９４８，６（１）：１０．（Ｚｈｏｕ Ｌｉａｎｋｕ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４８，６（１）：１０．）

［３５］ 李景新．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Ｊ］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１９３５，７（２）：２６３－３０２． （ Ｌｉ Ｃｈｉｎ

Ｓｉｎ． 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ｅ 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 ．Ｂｏ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３５，７（２）：２６３－３０２．）

［３６］ 李惠君．图书馆学的内容［Ｊ］ ．书林，１９３７，１（２）：１３－１５．（Ｌｉ Ｈｕｉｊｕ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 ．Ｓｈｕｌ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ａｎｔｏｎ Ｃｉｔｙ，１９３７，１（２）：１３－１５．）

吴稌年　 江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２２。
顾烨青　 江南大学图书馆馆员。 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２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４－０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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