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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图 书
一

馆
、

学 史序论

谢 灼 华

一 序 说

“

图书馆学是一门既古 老 又 年 轻 的科

学
” ,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图书馆界的同志们这

样评价图书馆学
。

但是
,

.

在 现 实
:

生 活中
,

有的同志只说到汉代有 目录学
, 二十世纪有

图书馆学
,

没有明确地指出古代图书馆学有

哪些著作
,

有哪些学说
,

取得过哪些成绩
,

那么
, “

既古老
”

的说法
,

只是一种比较性说

法而已
。

三十年代有人提出
“

中国无分类法
” 、 “

中

国无目录学
”

的论点
。

无论从当时什么背景

下的认识
,

这种看法终究是偏颇的
,

不全面

的
。

“

图书馆学是二十世纪以后出现的
” ,

这

又是一种看法 ; 究其本意
,

实质上是指我国

近代图书馆学而言
。

无可讳言
,

我国近代图

书馆事业的兴起是在十九世纪末叶
。

二十世

纪以后
,

适应图书馆工作的需要
,

我国学者

分别从介绍西方图书馆技术
,

融合中西图书

馆学说
,

加以改造
、

提高
,

逐步发展起中国

近代图书馆学
,

亦即资产阶级图书馆学
。

如

果从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而言
,

说是二十世

纪 中国才有图书馆学
,

那是可以接受的
。

但

是
,

统而言之
,

图书馆学是二十世纪以后出

现的
,

这种表达是不准确的
。

学术研究 中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
,

这是

客观存在
,

过去有这种现象
,

今后永远会有

这种现象出现
,

这并不可怕
。

但是
,

牵涉到

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上的种种看法
,

有些是

必须澄清的
,

有些当然是可以深入研究
,

不

断探讨和争论的
。

因此
,

分析一下关于中国

图书馆学史的一些典型论点
,

是 非 常 必 要

的
。

图书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 ? 持有这种看

法的同志
,

当然不会认为中国有图书馆学的

发展史了
。

古代只有 目录学
,

当时并没有形成图 传

馆学
。

所以
,

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是近代才出

现的
。

古代只有藏书管理 (图书管理 )的知识
,

并没有系统的图书馆学
。

因此
,

中国古代只

有藏书管理的经验总结
,

并没有形成图书馆

学的
“

学科
”

体系
。

古代只有藏书经验的总结
,

没有系统的

藏书思想体系 (理论 )
,

这能说是 图 书 馆 学

吗 ?

产生以上这些看法是不奇怪的
,

除了认

识上的原因外
,

还有属于我们学术研究上的

一系列问题
,

诸如学科内容深度
、

学术理论

与技术方法的关系
,

研究力量和水平
,

以及

其他社会因素等
。

图书馆工作是实践性较强的工作
,

长期

以来
,

人们 比较重视图书馆工作 的 各 个 方

面
,

诸如图书采集
,

整理加工
,

提供图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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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为读者服务等方面的研究
,

至于图 书馆学

理论上的诸多问题
,

一直未花力量
、

下苦工

夫组织去做
,

存在着深度不够和理论化
、

系

统化不强的缺陷
。

因此
,

我国产生过哪些图

书馆学基本思想和理论
,

图书馆学的体系包

括哪些
,

图书馆学学科的层次与结构如何等

问题
,

都没有系统地整理和研究
,

人们提出

的图书馆学的疑问也是必然的
。

图书馆学各学科发展 的不平衡
,

一

也
一

导致

了客观上的种种议论的出现
。

图书管理与利

用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

直接推动了图 书馆工

作的发展
,

提高了图书馆工作效率
。

但是
,

图书馆学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

从整个管理系

统来看
,

把图书馆办成社会事业的一部分
,

就应加强图书馆组织与图书馆事业的研究
,

这正是解放三十五年来
,

图书馆学研究的薄

弱环节
。

从认识规律来看
,

吸取成功经验
,

应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规划
,

总结历史

教训
,

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
,

就应加强图书

馆史和图书馆学史的研究
。

但这种研究并未

安排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地位上
。

解

放 以来
,

我国没有出现一部图书馆史或图书

馆学史专著
,

说明了我们研究工 作 上 的 薄

与马
。

学术研究上的实事求是之风是十分必要

的
。

二十世纪以来
,

我国古代藏书楼和藏书

管理经验的研究
,

往往因为某种政治因素社

会 因素的影响而受到干扰
。

我国新图书馆运

动兴起
,

批判了旧 的图书馆 (藏 书楼 )
,

但是
,

当时
,

学术工作者都未能比较全面地分析古

代藏书楼 的成功经验
,

未能积累必要的资料
。

图书分类学的成绩较大
,

但对待图书分类上

如何解决古今统一分类的问题
,

并没有在理

论 上加以说明
。

随着新的技术方法的采用
,

对传统图书馆学的总结和新的技术方法的推

广
,

往往又顾此失彼
,

这也是一种不实事求

是的态度
。

所以
,

我们在回顾这些问题的争

论时
,

要分析这些看法产生的历史原因
。

对于什么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
,

图书馆
·

学是否是一门科学
,

这个问题 已经逐步解决

了
。

所以
,

我们在这 里
,

不准备系统地讨论

什么是图书馆学的问题
。

而比较着重讨论的

是我国有没有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
,

也就是

中国古代能否形成图书馆学
,

以及中国古代

图书馆学的内容包括哪些
,

有哪些主要论著
,

从而证明中国有图书馆学发展的悠久历史
,

应该建立一门《 中国图书馆学史》
。

二 界 说

中国古代能否产生图书馆学 ? 或者说
,

古代关于藏书管理的知识 (经验 )能否称作图

书馆学的范围 ?

回答是肯定的
。

科学是在社会历史生活过程中所积累起

来的关 J
“

自然
、

社会和思维的各 种 知 识 体

系
,

是知识的长期发展的总结
。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
,

人们在

实践过程中直接所取得的经验
,

以及继承
、

吸收
、

分析
、

批判前人积累的各种经验 (即

知识的积累 )
,

逐步形成对某一种事物的规律

性的认识
,

那么
,

这种认识就是一种知识体

系
。

图 书馆学的形成正是经历 了这种科学发

展的一般过程
。

所以
,

如果承认古代图书馆

工作内容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

而这种社会

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的
。

漫长的

封建社会中
,

丰富的图书馆工作内容必然逐

步促进了图书馆工作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

因

此
,

也就逐步孕育 了古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和

发展
。

作为图书馆学产生或形成的主要标志
,

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

一
、

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
,

图书馆作为

一种独立的事业出现以后
,

必然出现有这种

事业的工作程序与管理系统
,

即现在说的图

书馆工作
,

这决定了产生图书管理知识的可

能
,

并综合发展成图书管理知识 体 系 的 条

件
。

二
、

由于图书馆的发展
,

根据担负任务

不同与读者对象的不 同
,

形成了各种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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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

必然出现图书馆概况的研究
。

图书

馆由单一的发展成多样的
,

或者一个朝代变

成连续几个朝代的图书馆
,

记述王朝藏书兴

替沿革的文字出现了
,

把图书馆作为一种事

业与其他文化事业综合进行研究成为图书馆

事业研究的内容
。

三
、

由于以上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

的研究
,

开始出现的是单篇文献
,

以后逐步

出现系统性的专门著作
。

这就是图书馆学的

产生
。

科学史的发展告诉我们
,

作为一种知识

体系的建立往往是 由粗糙到精细 (作为描述

内容
_

L来说 )
,

由零碎到系统化 (作为阐述原

理上来说 )
,

也就是 由低级向高级方向逐步完

成的
。

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也是经历过这

样的一个过程
。

现代社会中
,

图书馆的作用表现为图书

馆和作为图书馆的读者
,

即社会各阶层及其

从事活动的各种机关和行业的相互关系
,

表

现为图书管理和阳书的使用的相互关系
,

同

时 , 也表现为图书馆藏书利用和读者需求所

必然产生的矛盾现象
,

因此
,

逐步出现了包

括图书馆学理论
,

图书管理方法
,

读者服务

与文献
、

目录研究
,

以及图书馆史与图书馆

事业的多内容的图书馆学
。

又因为图书馆的

发展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
,

图书馆学的研

究必然联系到其他学科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

因此
,

图书馆学内容更为丰富
,

体系更加完

善
,

这就决定了现代图书馆学的基本 内容是

多方面的
。

然而
,

`

占代图书馆学的内容与现代图书

馆学的内容是有区别的
,

当然
,

其中有必然

的联系和相互承袭的关系
。

笔者在《公藏是主流》的文章中
,

曾经表

达过这样的基本看法
:

延续二千年的封建主

义
,

表现出来的特点是
:

长期的封建生产关

系改变缓慢
,

政治制度是皇权集中于一身的

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

而思想统治的

特点则是儒家思想 占统治地位
。

因此
,

中国

封建社会图书馆的发展是在众多的图书馆类

型中
,

封建中央政权的皇家图书馆是所有类

型图书馆的主流
。

而在图书馆工作内容和方

法上
,

包括图书馆藏书的收集
,

整理与利用
,

也是突出地以收集
、

整理
、

宣传
、

利用封建

思想的主体— 濡学之书作为主要内容
。

正

因为这样的特点
,

决定了封建社会图书馆工

作的内容是以保藏为主
,

即表现出的特点是

管理程序与制度的集中
,

严密和封闭性
。

所

以
,

汉至五代
,

图书馆工作集中是搜求—整理— 编目
,

就是在雕板印刷 术 盛 行 以

后
,

图书馆工作仍旧是以内部整理为主
,

提

供使用为辅
。

基于以
_

L的认识
,

·

大致可以把

封建社会图书馆学内容归纳为
:

1
.

藏书沿革与馆阁制度的记述
;

2
.

藏书建设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

3
.

藏书管理方法的研究
;

4
.

典籍作用和藏书利用的认识
;

5
.

公私藏书史料的汇辑
。

当然
,

这些方面的内容并不一定是中国

每个朝代图书馆学发展史都具备的
,

而且有

些方面的内容的理论高度也是有差别的
。

但

是
,

这些方面构成了古代图书馆 学 的 总 框

架
。

三 概 说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

图书馆出现
,

有了图书搜集与整理等工

作
,

并不就出现了图书馆学
。

图书馆学的出

现
,

是在事业发展
,

工作多样
,

人员稳定
,

这种事业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重视
,

人们

认识了它的应有作用的情况下加以总结和提

高
,

才逐步形成为系统的知识
。

大致说来
,

我国古代图书馆学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这样的

阶段
。

1
.

古代图 书馆学思想的酝酿 时 期—
汉魏六朝

。

秦汉王朝的建立
,

为封建社会皇家图书

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

皇家图书馆积累先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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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书
,

分工校勘
、

整理旧籍
,

编定《
一

七略》
、

《别录》 ,

当时有一定的分类原则 和 编 目标

准
,

是我国目录学成熟的标志
,

也是图书馆

工作的内容系统
、

完整和专业化的开端
。

但

是
,

图书馆工作局 限于儿个专家分头进行
,

尚无需事先制订出统一的遵守规则
,

而图书

分类是在整理好全部藏书后
,

针对藏书品种

和门类而设置的类 目
,

也并非当今先编制分

类表据以分书
。

所 以
,

只能把 《七略》
、

《别

录》理解为目录学专书
。

但是汉代产生 了藏书沿革的记载
,

这主

要是根据《七略》的辑略而缩成的 《汉书
·

艺

文志》的总序
。

《汉书
·

艺文志
·

序 》
,

比较集中

地说明汉初收集图籍
,

武帝时建设皇家藏书

的经过
,

成帝时皇朝校书之组织
。

后人所借 以

考见群经授受源流
,

全据《艺文志》
。

而后人了

解汉代典籍之聚散
,

亦有赖《艺文志》的序
。

汉代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与皇家图书馆

是密切不可分的
。

后汉东观
,

人们 已十分重

视它的作用
。

李尤等作《东观赋》
、

谓
“

敷华实

于雍堂
,

集于质于东观
。

东观之艺
、

草孽洋

洋
。 ”

又谓
“

是谓东观
,

书籍林林
,

列侯弘雅
,

治掌艺文
。 ’

初步认识藏书之功用
。

当时
,

张衡

奏请《专事东观收拾遗文》 ,

也是在认识皇家

图书馆的地位后提出来的
,

这些都可说明对

皇家图书馆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已逐步提高
。

魏晋以后
,

朝廷专设秘书监官员管理图

籍之事
。

王肃等鉴于秘书属少府之不妥
,

曾

建言说
“

秘书司先王之载籍
,

掌制书之典漠
,

与中书相亚
,

宜与中书为官联
。 ”

他的建议不

仅在于提高藏书官员的地位
,

而且提出了如

果隶属关系不改变
,

实际上是直接影响朝廷

文化的发展
。

正是 由于社会生活 的 实 际 需

要
,

秘书监职掌对皇朝统治的重要性
,

魏晋

南北朝一段时期
,

秘书监属封建朝廷重要机

构
,

是朝廷中枢机关的一个部分
。

南朝梁时
,

沈约针对皇家图书馆管理不

善的情况
,

提出了皇朝藏书管理的方法
,

这

是最早论及皇朝图书管理方法的专文
。

齐
、

梁时是我国中古时期图书目录事业发展极盛

时期
,

王俭《七志》
、

阮孝绪《七录》都在 目录

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

现今存留的阮孝绪

《七录》序
,

继承《汉书
.

艺文志》的传统
,

序

中略记各代藏书故实
,

亦可看作是图书馆史

文献之一部分
。

由于图书 (典籍 ) 在社会生活中
,

特别是

在皇朝统治中的特殊作用
,

汉魏六朝从封建

统治者到图书馆官员
,

都有论述图书馆作用

和重要性的文字
。

首先
,

他们认为经书的作

用是治化的根本
。

汉陆贾之
“

天下不可马上

治之
” ,

提倡文教立国
。

汉武帝称
“

盖闻导民

以礼
,

风之 以乐
,

今礼乐崩坏
,

联甚阂焉 r
”

阮孝绪称
“

大圣挺生
,

应期命世
,

所以匡济风

俗
,

矫正彝伦
。

非夫丘索绩典
,

诗书礼乐
,

所以成穆穆之功
,

致荡荡之化也哉 !
”

其次
,

他们充分评价了经籍在皇朝统治中的作用
,

孙惠蔚称
“

六经百氏
,

图书秘籍
,

乃承天之正

术
,

治人之贞范
。 · ·

” 二故大训炳于东序
,

艺

文光于麟阁
,

斯实太平之枢宗
,

胜 残 之 要

道
,

有国之灵基
,

帝王之盛业
。 ”

这些都可看

成是图书馆学思想的一部分
。

综上所述
,

汉魏六朝从图书的作用
,

图

书馆的认识
,

藏书管理思想和图书馆官员职

能的分析
,

以及对历朝典籍兴聚 散 亡 的 记

载
,

构成 了当时图书馆学的基本内容
:

阐述

典籍作用
,

重视国家藏书
,

藏书管理的严密

化
。

这一般可称之为图书馆学思想和工作的

研究
,

加上图书馆史的研究
,

构成 了中世纪

图书馆学的初步结构
。

2
,

古代图 书馆学思想的形成 时 期—隋唐五代
。

隋唐五代是我国中古时期文化极为繁荣

的时代
,

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经汉魏六朝

的酝酿
,

到隋唐时已逐步趋于完善
。

其主要

表现在
:

(1 >图书典籍是
“

经邦立政
”

之大事之认

识
。

牛弘把
“

大弘文教
、

纳俗升平
”

视为
“

为

国之本
” 。

魏征等进而说明经典图籍是
“

经天

地
,

纬阴阳
,

正纪纲
、

弘道德
,

显仁足以利

物
,

藏用足以独善
。

学之者
,

将殖焉 ! 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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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将落焉 !’’ 把经典图籍视为皇朝统治的头
`

等大事
。

这是在汉魏六朝对图书典籍作用认

识的进一步深化
。

佗 ) 总结历代典籍聚散的五厄论出现
。

牛

弘在上 《请开献书之路表》 中
,

总结秦汉以来

典籍聚散的事实
。

归纳为五厄
:

即秦人吞六

国
,

愤籍扫地
,

一厄也 ; 王莽之末
,

并从焚
」

烬
,

二厄也 ; 献帝移都
,

西京播荡
,

三厄也 ;

晋世刘石凭陵
,

从而失坠
,

四厄也
; 侯景破

梁
,

悉送荆州
,

周师入郑
、

焚之外城
,

五厄

也
。

唐魏征修《隋书》作《经籍志
·

序》 ,

同样总

结了秦汉以来图书典籍之兴废
,

特别对魏晋

南北朝的图书聚散
,

藏书校勘
,

分类
,

编 目

状况作了回顾性的评述
,

这也可看成是图书

文献沿革史的著作
。

所以
,

都可认为是图书

馆史研究的开端
。

<3 >藏书管理制度的总结
。

这主要是开始

于《唐六典》关于监职和杜佑《通典
·

职官》中

关于秘 朽监
、

秘书承
、

秘书郎等的沿革
、

史

实
、

职掌之记载
。

这些书籍之记载职官
、

是

属于图书馆行政方面之专门材料
。

<4 >图书分类之理论化
。

阮孝绪《七录》
,

虽对所分类别有所说明
,

但仍然局限于部类

成立的见解
, 《隋书

·

经籍志
.

序》 中认为
“

夫

仁义礼智
,

所以治国也
。

方技数术
,

所以治

身也
。

诸子为经籍之鼓吹
,

文章乃政化之椭

撇
,

皆为治之具也
。 ”

这就是四部分类的理论

原则
。

同时
,

他们还对各类之类目设置
,

亦加

以说明
。

到后晋刘峋的《旧唐书
·

经籍志
.

·

序耽

则更把各部类之含义
,

内容分别加以论述
。

可 以说
,

古代分类理论化的过程是比较覆长

的
。

-

3
.

古代由书馆学体系建立 时 期—
宋

元时期
。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

社会经济的发达
,

城市经济的繁荣
、

雕板印

刷的兴盛
,

都为图书的传抄
、
汇集

、

刻印
、

流传创造了条件
。

因此
,

宋代官府藏书不仅

有皇家的宫廷藏书
,

而且有供政事参考
、

提

供公开阅览之国家藏书— 三馆秘阁
。

同时
,

还出现了大量的私人藏书和作为 教 育 机 关

—
书院的藏书

,

可以说
,

宋代已构成了封

建社会藏书制度的体系
。

藏书制度的发达
,

必然提供了对图书整理
、

利用的实践机会
,

这也就为形成图书馆学思想体系 提 供 了 条

件
。

我国古代图书馆学体系在宋代形成的主

要标志是
:

<1>全面反映馆阁制度的专著出现
。

我国

馆阁制度唐前是作为秘书监职责 分 别 记 载

的
,

唐代弘文
、

集贤院有藏书
,

有职官
,

但未

有专门著作记载它们
。

宋三馆秘阁是朝廷中

的文化学术重要机构
,

担负着图书征集
、

储

藏
、

校仇
、

整理
,

以及典籍利用等任务
。

南

宋时程俱出于祖述先朝遗训
、

加强当代文献

收集与保藏
,

使馆阁工作与管理制度化的目

的
,

编纂 了《麟台故事》
。

继之而起者有陈戮

等的《中兴馆阁录》以及《中兴馆阁续录》 ,

元

代王士点等的元《秘书监志》
。

这些论述和记

载我国古代馆阁制度的专著
,

由于书中论述

问题多样
,

反映馆阁职能与作用全面
,

可视

为古代图书馆管理制度的专门著作
,

也就是

图书馆学的专著
。

伦 ) 图书收集
、

分类与整理理论专 著 的

出现
。

南宋郑樵积累长期的实践经验
,

分别

从求书八道
,

总结了图书馆藏书采访的经验
,

这是我国藏书建设理论之系统化
。

郑樵又总

结自己在《艺文略》编撰中的实际体会
,

总述

了图书分类的重要性
、

图书分类的作用
、

图

书分类的归类方法等问题
,

这是图书分类工

作研究的新突破
。

<3 >公私藏书沿革综合研究之开始
。

隋牛

弘论藏书五厄后
,

唐代对藏书沿革之研究
,

主要表现在正史的
“

艺文
” 、 `

经籍
”

志体中
,

对私人藏书并未加以注意
。

宋元则有了显著

的改变
。

一
、

补充牛弘未论及之事
,

如封演

之说唐代藏书事实
; 二

、

增加私 人 藏 书 事

实
,

如洪迈
、

周密之论及宋 士 大夫 藏 书
,

郑樵之论及民间藏书之家
。

三
、

搜辑藏书史

料
,

如马端临《文献通考》之记载隋观文殿之

书库装饰与设备
,

唐开元之集贤书院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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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藏书制度研究深入之标志
。

4
.

古代图书馆学体系完善 时 期—
明

清
。

刘国钧先生一九二六年评述中文图书馆

学书籍时
,

曾说道
: “

我国藏书源流甚古
,

然

重藏而不重用
,

且不过极少数人之事
。

虽典

藏之道
,

亦语焉莫详
; 况流通管理之术乎

。

孙庆增之《藏书纪要》
、

号称精当
,
犹不能探

求原理
,

参稽异 同
,

考核得失
,

以成一有系统

的著作
。

况其他乎
。 ”

刘先生站在介绍新 的图

书馆学说
,

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角度
,

指

出古代图书馆学著作中之缺 陷
,

如
“

流通管

理之术
”

未能论及
,

确实是如此
。

但举及孙庆

增等的图书馆学著作
,

认为亦不是
“

一有系

统的著作
” ,

这种看法是 可以讨论的
。

明清两代
,

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中
,

己经进入后期阶段
,

从文化学术发展来

看
,

则又是我国文化学术发展的重要阶段
。

明清两代
,

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继

承
,

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的
。

现存大量古代

文化典籍
,

基本靠明清二代加以搜罗收集
,

辑佚而系统地保留下来
,

这是一
。

先秦
、

西

汉 以至隋唐的文学艺术之宝贵遗产
,

靠明清

两代文学艺术家加以积累与继承
,

并在此基

础上发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优 良传统
,

这是二
。

世界近代 自然科学发展 的成果
,

是

靠明清两代学者加 以介绍和研究
,

才逐步为

我国人民所了解和认识
,

这是三
。

明清两代
,

文化学术事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

如造纸
、

印

刷工艺的发达
,

书籍发行渠道畅通多样
,

一

也

是前代不可企及的
,

这是 四
。

正因为文化学

术的发展和书籍刻印流传的迅速
,

促进了我

国古代图书馆的发展
。

明清 两 代
,

无 论 国

家藏书 (宫廷藏书 )
、

私人藏书
、

寺院藏书
、

书院藏书都是很兴盛的
,

特别是适应文化学

术研究的需要
,

私人藏书家大量涌现
,

我国

古代图书馆学体系正是在私人藏书队伍中涌

现 出的图书馆学家完成的
。

明清两代图书馆学体系完善 的 主 要 标

志
:

<1 >官私藏书综合研究与专著之出现
。

这

方面较早的如邱溶的《大学衍义补》中论及历

代藏书情况
。

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 》中的

《经籍会通》篇论及历代公私藏书情况
。

到了

清代
,

专门论及官府藏书的有 《文澜阁志 》
、

论及私人藏书的有《藏书记事诗》 ,

论及地方

藏书的有《武林藏书录》等
。

这些公私藏书综

合研究之专章与专著的出现
,

说明图书馆在

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
,

说明各类型藏书的

数量增加
,

同时
,

由于藏书类型多样
,

作用

不同
,

一

也引起了藏书种类划分的不 同意见
。

这类专章与专著可谓之图书馆状况与发展的

研究
。

<2 ) 典籍作用与图书利用思想的发展
。

明

清二代
,

承袭宋元以来部分藏书家藏书公开

的传统
,

藏书家互相参观
,

互相借抄利用风

气已开
,

所以藏书公开
,

建立公共藏书的思

想和行动屡见于史料记载
。

曹溶 之 流 通 图

书
,

周永年之建立
“

儒藏
”

等思想是最有代表

性的
。

至于论述典籍作用之言论
,

上至明清

各朝帝王
,

下至馆阁臣僚
,

、

更是比宋元时集

中
、

深刻
,

更富于理论色彩 了
。

<3 >藏书建设思想之建立与发展
。

郑樵之

求书八法
,

较多着重于求书
,

即访书的经验

总结
。

祁承娅对藏书建设方面之理论
,

已有
l

所提高
,

图书购求之
“

眼界欲宽
” ,

`

精神欲

注
” 、 “

心思欲巧
” 、 “

抄校欲勤
”

四论
,

图书鉴

别之
“

审轻重
” 、 “

辨真伪
, ’ 、 “

核名实
” 、 “

权

缓急
” 、 “

别品类
”

五法
,

既融合前人经验
、

又

渗透着作者几十年经验之积累
。

其中
,

注重
_

当代史料之搜集
、

讲求实用之学
,

不求全求

多
,

注意鉴别等思想
,

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

至于孙庆增之《藏书纪要》 ,

论及藏书购求
、

鉴别
、

钞录
、

校仇
、

装订
、

编 目
、

收藏
、

曝

书
,

由此可知当时藏书建设之范围
,

藏书整

理工作之内容和工作方法
,

这是封建社会藏

书管理经验之集大成
,

是封建社会图书馆学

之系统化著作
。

<4 >图书分类之理论化
一

与图书目录体 系

之论述
。

图书分类之理论化可溯 源 于 唐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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