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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
:

20 世纪的厉程与反思

罗 德 运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
,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始于 20 世纪初
。

总结和描述 20 世纪以来中国近

代图书馆学形成
、

演变和发展的历程
,

记录这门学科在艰难曲折中跋涉前进的历史足迹
,

是

有意义的
。

本文试图通过粗略宏观的历史考察
,

勾勒出中国图书馆学几十年来从传统的古代

图书馆学到近代图书馆学
,

进而到现代图书馆学的变革发展的脉络
,

并对之进行反思
,

这对

于更好地借鉴过去
,

开拓未来
,

对于改革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建设
,

都是不无裨益的
。

一
、

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开创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非维新改 良派领袖梁启超莫属
。

出于那个时

代的需要
,

也许是他个人特定的地位和实践使然
, 1 8 96 年

,

梁启超率先敲响了封建藏书楼的

丧钟
,

开了近代图书馆的先河
。

他接受西方
’

图书分类思想的影响
,

亲撰《西学书目表 》 ,

刊于

是年 9 月《时务报》上
,

为后人废弃旧法
、

改用新法类分 图书开拓了局面
,

是为中国近代图书

馆学的先声
。

以此为界
,

从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诞生至今 已逾 90 年
。

梳理一下
,

近百年来它的

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

大体经历了创始
、

成长
、

发展
、

停滞
、

徘徊和新时期这样 6个时期
。

(一 ) 创始期 大约起自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
,
止于 1 9 1 9年

,

经历了20 年左右的时间
。

兴建公共图书馆
,

介绍西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技术
,

是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显

著特征
。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应运而生的
。

近代概念的
“

图书馆
”

一词见之于

报端
,

始于 1 8 9 4年
。

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仁人志士
,

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
,

把西方的图

书馆视为
“

兴国之盛举
” ,

因而纷纷仿效西方
,

拟立藏书章程
,

颁制阅书规则
,

创立公共图书

馆
。

从 1 9 0 4年湖南省图书馆成立
,

到辛亥革命前夕
,

其间不过数年
,

全 国 18 行 省 中
,

除 江

西
、

四川
、

新疆外
,

均设立了省立图书馆
,

从而奠定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基础
。

西方图

书馆事业的评述和图书馆技术的介绍
,

常见之于报端
。

辛亥革命之后
,

杜威《十进制图 书 分

类法 》传入我国
。

嗣后
,

各种仿杜分类法相继间世
。

「

19 14 年沈祖荣赴美专攻图书馆 学
,

是 中

国出国学习图书馆学的第一人
。

中国图书馆从建制到方法的运用
,

多效尤美国
。
1 , 1 8年 12 月

,

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
,

是为 图书馆协会协作之滥筋
。

不久终因经费困顿
,

不得不停止活动
,

表明了创始时期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步履之艰难
。

这一时期
,

散见于各种报章杂志中的有关图书馆学各类文章共 11 9篇
。

①

(二 ) 成长期
:

这一时期起于仔五四
”

之后户 迄于40 年代末
,
经历了整整初年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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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后
,

客观地说
,

从 20 年代初开始
,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进入 了它的成长时期
,

并向

现代图书馆学过渡
。

1 9 2。年初
,

武昌文华大学创办图书科
,

是为成长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的

标志
。

1 9 2 5年
,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
,

梁启超出席了成立大会
,

作了
“

建设中国图书馆学
”

的

演说
。

自此以后
,

图书馆学专业刊物纷纷创刊
,

图书馆学研究才有了较大的拓展
。

涌现了一

批图书馆学家
。

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著
。

仅图书馆学理论方面的专著就有杨昭葱 的《 图书

馆学指南》 (1 9 20) 和《图书馆学》 (1 923 )
,

戴志鸯的《 图书馆学术讲稿 》 (1 。邓 )
,

杜定友的《图书

馆通论》 ( 1 9 2 5) 和《 图书馆学概论》 (1 9 2 7)
,

马宗荣的《现代图书馆序说》 (1 9 2 8)
,

沈学植的《图

书馆学 A B C 》 (1 9 2 8)
,

刘 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 ( 19 34 )
,

程伯群的《比较图 书 馆 学》 (1 93 5)
,

俞

爽迷的《 图书馆学通论》 ( 1 9 36 )
,

喻友信的《实用图书馆学》 ( 1 9 37 )
,

陈训慈的《 图书馆学 函 授

讲义》 ( 1 9 37 )
,

钱亚新的《 图书馆学讲义 ))( 1 9 45 )
,

等等
。

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著作 多 达5 3 5 4篇

(部 )
。

②

(三 ) 发展期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肇始
,

截至
“

文化大革命
”

之狂风掀起的 1 9 6 6

年止
,

即俗称的
“
17 年时期

” 。

19 4 9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中国图书馆事业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

1 9 5 6年
,

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

图书馆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

它被列入是年制定的全国科学

12 年远景规划内
。

翌年
,

国务院公布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 ,

规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

下设图书小组
,

并建立中心图书馆和编制全国图书联合 目录
,

以负责全国和地区图书馆的协

作与协调工作
。

所有这些
,

都为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
,

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
。

在这个时期的前半期
,

图书馆学教育曾有过较大的发展
,

除北京大 学
、

武 汉 大 学

外
,

北京文化学院
、

中国科技大学
、

西南师范学院和吉林师范大学都曾先后创办过图书馆学

专业
。

至后半期
,

又纷纷停办
,

而仅只留下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个图书馆学系
。

图书馆

学研究有长足的进步
:

在基础理论
、

图书分类学
、

图书馆 目录以及 目录学诸方面均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
。

几部有代表性的图书分类法的编辑和出版
,

集中反映了这个时期图书馆学研

究的丰硕成果
。

据不完全统计
,

这一时期所发表的各类文章的总数为 4 1 8 0篇
。

③

(四 ) 停滞期 自1 9 6 6年
“

文化大革命
”

开始
,

至 1 9 7 6年宣告这场
“

大革命
”

结束为止
,

前

后历时 10 载
,

即通称的
“

10 年内乱
”

期
。

1 0年内乱是中国文化的一场大浩劫
。

图书馆学首当其冲
,

它被扔到了科学的大门之外
:

中国全大陆没有 i 个图书馆学科研机构
,
没有 1种公开发行的图书馆学刊物 , “

文革
”

前幸免

于难的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也儿遭灭顶之灾
,

两系停止招生达 6年之久
,

后 4 年

虽恢复了招生
,

但由于学校处在
“

上
、

管
、

改
”

的状态中
,

教学工作一仍如前地陷于瘫痪 , 更

投有 1本正式出版的教科书 ; 教学
、

科研人员曾一度被统统赶到远离学校的被文化遗忘的角

落搞所谓
“

斗批改
” ,

连髦塞之年的老教授也不能幸免
。

此情此景
,

令人扼腕叹息
。

有人把这

一时期称为空白期
,

也有人把它称作衰落期
。

说是停滞期或停顿期
,

恐怕更为贴 切 更 为精

当
。

(五 ) 徘徊期 自1 9 7 6年 10 月粉碎
“

四人帮
”

之后至 19 7台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之前
,

前后约 2年多的时间
。

1 9 7 6年 10 月长达 10 年之久的
“

文革
”

宣告结束
。

人们习惯子把这以后称作新时期
,

似乎已

经约定俗成
。

但是
,

若从时间上严格地划分
,

所谓新时期的图书馆学还经历了一个不算太短

的徘徊期
,

这就是从 19 76 年 10 月到 1 9 7 8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为止的长达 2 年

多的时间
。

这也比较符合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实际 、
“

四人帮 ,被粉碎以后
,

人们翘首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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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呼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
。

但是
,

对于如何振兴处于衰落中的中国图书馆学
,

似乎还缺乏足

够的思想准备
,

也没有成熟的救治方略
。

这就表明了新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是在怎样低落的

基点上起飞的
。

(六 ) 新时期 自 19 7 8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时期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

自此
,

图书馆学研究进

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准确地说
,

真正的新时期图书馆学是从 1 9 7 9年开始的
,

因为它更具

有新时期的特征
。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
,

中国图书馆学才真正得到 了足可令人振奋的发展
。

这个时期不仅奠定了中国
一

图书馆学发展的深厚的基础
,

而且还将影响和制约着未来图书馆学

发展的基本走向
。

新时期图书馆学的发展
,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图书
,

馆学研究
。 1 9 7 9年 7 月在太原召开了中国图书馆学会成

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科学讨论会
,

大会发出 了要
“

开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
的号召

,

奏响了图

书馆学复苏的主题
,

标志着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兴起
。

旋后
,

各省
、

市
、

自治区图书馆学

会和各系统图书馆协会相继成立
。

自此以后
,

图书馆学的研究被纳入 了组织化
、

协作化和有

序化之中
。

第二
,

图书馆学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本来就比较落后
,

经过

10 年浩劫
,

图书馆学教育几乎处于零界点的状态中
,

通过拨乱反正的努力
,

中国图书馆学教

育终于走出了低谷
。

1 9 7 9年 以后
,

图书馆学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

据不 完 全 统 计
,

到

1 9 8 8年年底为止
,

设置图书馆学专业的 高等学校 已逾 50 所
。

现已突破过去单一的教育模式
,

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
、

多渠道和多规格的专业教育体系
。

`

第三
,

编辑出版
、

引进和舞译 出版了大量图书馆学专著
。

既连译了美国
、

英国
、

苏联
、

日本
、

印度等国的理论专著
,

又引进 了台湾的理论教材
, 国内编著出版的这类教材

、

专著多

达 6种
。

只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
,

同类甚至同名专著
、

译著相继出版
,

冲破了图书馆学界自

解放 30 多年以来的沉寂局面
。

它们为满足不 同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
,

或作为海峡两岸不同社

会制度下的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理论课教材
、

教学参考书
,

而各具特色
。

第四
,

创办了大批图书馆学刊物
。

1 9 7 9年 6 月《图书馆学通讯》复刊
,

是为新时期图书馆

学理论刊物之嘴矢
,

至 1 9 89 年 5 月为止
,

正式出版的刊物总数已逾 50 种
。

数量之多
,

为历史

所未有
。

它带来 了新时期理论研究的策荣
。

第五
,

涌现了一批图书馆学专家
。

他们之中
,

有些是
“

文革
”

前就步入学界
,

在 经 过
“

四

人帮
”

文化专制的 10 年封冻
,

从浩劫中走过来的成熟学者 ; 有些则是 80 年代中崭露头角 的
、

中

青年专家
。

他们的研究成果已沉淀在其各自的论文
、

著作中
,

代表了中国图书馆学的水平
。

以上只是举其大端
,

远未穷尽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方方面面
。

但从总体上看
,

中

国图书馆学仍显得年轻幼稚
,

其学术水平还未达到应有的高度
,

还需要进一步的开拓
。

综上所述
,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
,

从 20 世纪前几年开始
,

至今仍在继续的发展进橙
,

是一

个由近代向现代中国图书馆学转变
、

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
。

二
、

对近代以来中国圈书馆学发展的反思

上述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考察
,

只是从宏观上勾勒 出了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

脉络
。

尽管不很全面
,

且失之粗疏
,

但也大体上可 以看出近代 以来中国图书馆学 的 发 展 概

貌
。

时过境迁
,

当我们 回过头来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
、

演变的历程进行梳理的时候
, 面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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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当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结束它的第 1 个 10 年跨入第 2 个 10 年 (权且采用这种机械的时间

划分 ) 的时候
,

有哪些间题值得我们反思呢 ?

(一 )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是中西文化撞击和融汇的必然产物和趋势
。

在中国文化史上
,

有光耀世界的图书馆事业
,

但图书馆学却鲜为人知
。

中国古代图书馆

学从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历史的土坡 中诞生
,

其产生的年代如此久远
,

发展速度是那样缓慢
,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并不是补么奇特的现象
,

它只能在封建社会的总背景中艰难地伸展
。

直到

封建社会末年
,

情况才有所改观
。

康有为
、

梁启超等维新变法先驱们把开办向社会开放的图

书馆
,

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措施之一
,

并身体力行
。

总的来看
,

其影响所及
,

主要只是在

学习西方图书馆管理思想和引进欧美图书馆技术方面
,

对西方图书馆历史与现状的介绍
,

也

没有超出这个范畴
。

因此
,

它只停留在图书馆工作的表面层次上
,

至于其深层—
本自中国

文化的图书馆学
,

即中国近代图书馆学
,

还只处于有待发韧的萌芽阶段
。

维新运 动 失败 以

后
,

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输入
,

更是加速了中国封建藏书楼的寿终正寝
,

为萌芽状态中的中

国近代图书馆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剂
,

它使古老的中国封建藏书楼在西方化选择中实现了向近

代的历史转变
,

并从此开始了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新纪元
。

应该说
,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诞

生是20 世纪初叶中西文化的大撞击
、

大融汇的喜剧结果
。

1 9 1 7年兴起的
“

新图书馆运动
” ,

在
“

五四
”

时己达高潮
,

恰切地说
,

它应是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

新图书馆运动
”

在二三十年代仍持久地继续发展
,

是
“

五四
”

精神在图书馆界的张扬
。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使中

国人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缚枢下脱颖出来
,

并作育了一代图书馆学家
。

中国近代 图书馆学

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
,

就是十分必然的了
。

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应该永远记载着一位外国女性的名字
:

韦隶华 ( M ar y lE iaz b et b W
。 -

od )( 1 8 6 2一 19 3 1)
。

这位美国年青的知识女性 1 9 00 年来到中国
,

在武昌文华大学工作
,

后创办图

书科
,

任教授
,

直到 1 9 3 1年逝世
,

历 30 余个春秋
。

学界泰斗
、

一代宗师蔡元培曾 作 韵语 颂

赞
,

以志钦仰
。

1 9 3 1年 9 月蔡元培又亲自撰文
,

悼念韦隶华逝世
,

高度评价了她的事迹
。

如

今距韦隶华逝世将近一个甲子了
,

盖棺论定
,

说她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了中国 图书 馆事

业
,

是不算过分的
。

过去 (特别是五六十年代
,

尤以
“

文革
”

期间为甚 ) 受 极
“

左
”

思 想 的 影

响
,

把韦隶华的来华及其活动归之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

是一种不为历史负责的态度
,

实

在是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

它也无法解释中国图书馆学的演化历程
。

(二 ) 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社会进步
,

`

与政治和经济改革
,

与文化开放和思想解放紧密相

关
。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

文化大革命
”
以前的 17 年中

,

图书馆学在中国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
,

但是
,

它却不曾在中国获到充分发展的机会
。

就在 19 5 6年图书馆学的研究被纳入我国科

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第 2 年
,

一场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
“

反右
”

运动就开始了
,

紧接着的是
1 9 5名年的拔

“
白旗

”

运动
。

运动一个接一个
,

愈演愈烈
,

以至发展到 1 9 6 6年初夏开始的一发而

不可收拾的全国范围内的 10 年大动乱
,

图书馆学的状况还不发人探思么 ? 10 年浩劫使中国图

书馆学遭到了最惨重的打击和摧残
,

它是中国自有图书馆学以来这门学科不曾获得任何发展

的一个时期
。

然而
,

中国图书馆学的衰落又并不是一个孤立而偶然的现象
,

实 际 上
,

它 只

是整个学术荒芜的一个环节而 已
,

这是一个方面 ; 另一方面
,

它的衰落又更为突出
,

这是因

为
,

长期以来图书馆被说成是
“

社会的上层建筑
” ,

在那个时代当然不可能逃脱被
“

占领
”

的厄

运
。

在这种情况下
,

图书馆学的衰落可以说是毫不足异的
。

新时期以来
,

.

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
,

势必要带来国外的思想文化
。

80 年代以后
,

我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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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翻译
、
出版了一批美国

、

英国
、

苏联
、

日本
、

印度等国的图书馆学理论著作
,

中国图书馆

学有了国外的参照系
,

并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失落点和起飞点
。

严格地说来
,

新时期图书馆学是在有了国外的参照系之后萌孽的
。

中国图书馆学正是在挣脱与外界的长期

封闭的阵痛中
,

才找到了自己的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

只短短的几年时间
,

中国图书馆学就

走了西方几十年的历程
。

这是继
“

五四
”

之后又一次中西文化的大撞击
。

和前一次不同之处在

于
,

这次是在中国社会政治
、

经济改革和文化开放
、

思想解放的社会背景中实现
,

并与 10 年

动乱之后全民族的深刻反思相结合而进行的
,

因而就比上一次更深刻
。

2,0 世纪以来中国图书

馆学所经历的艰辛而又曲折的历程
,

为我们提供 了一条基本经验
,

这就是
: 图书馆学和科学

技术一样
,

当社会政治环境险恶
、

民族文化封闭
、

社会思潮趋于保守
,

自然就不可能给它提

供足以发展和繁盛的可能性 , 它只熊在社会进步
、

文化开放
、

学术自由和思想解 放 的 环 境

中
,

取得进步
,

求得发展
。

(三 ) 国外图书馆学对成长和发展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的影响
。

.

如何评价二三十年代处于成长时期中的中国图书馆学的
“

全盘西化
”

和 50 年代处于发展时

期中的中国图书馆学的
“

全盘苏化
” ,

特别是后者
,

是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中不应回避的一个

问题
。

美国图书馆管理思想和实践活动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界的巨大影响是有 目共睹的
。

继沈祖荣之后
, “

五四
”

前后又有数人先后赴美
,

接受美国图书馆学教育 , 国内的图书馆学教

学内容和教学计划
,
均仿照美国 , 引进西方技术

,

学习和模仿西方图书分类
、

编 目方法 ; 译

介西方图书馆学著作
,

.

等等
。

这样
,

中国图书馆学面临着
“

全盘西化
”

的新形势
。

其中尤 以杜

威的图书馆管理思想和其《十进分类法》的影响为最大
。

杜威分类法能很快流传
,

成为中国图

书馆界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类分图书的工具
,

并对新分类法的编制产生影响
,

决 不 是偶 然

的
。

以振兴中国图书馆事业为己任的学者们
,

面对四库分类法难以统驳数量 日益增多
、

内容

日趋繁杂的古今中外图书的严峻现实
,

纷纷投入了编制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工作
。

从 20 年代中

期到 30 年代中期的短短 10 年间
,

就有 20 多部名称各异的分类法问世
。

它们无不深受杜威十进

分类法的影响
,

有的甚或是其模仿或翻版
,

以致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图书分类法的鲜明的时代

特点
。

解放后
,

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中国失去了市场
,

并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

为苏联图书馆学

思想所取代
。

无可否认
,

十月革命以后
,

苏联图书馆学理论有长足的发展
,

取得了较大的成

果
。

其影响所及
,

直至当时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每一个国家
。

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

越性的坚信不疑及其对在这个制度下的苏联图书馆学的信赖
,

那些曾经赞赏过或推崇过西方

图书馆学的人们
,

于是纷纷转向对苏联图书馆学理论的顶礼膜拜
,

出现了向苏联
“

一边倒
”

的

局面
。

这种转变
,

对大多数人来说
,

不能说他们是思想违心
,

而是表现了他们态度的忠诚
,

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失望
,

相信只有借鉴苏联的图书馆学理论
,

才能拯

救和振兴中国图书馆事业
。

因此
,

在 50 年代的一个阶段中
,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
,

无论是理论

建构
,

还是研究方法
,

或是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
,

或是深受其影响
,

比之二三十年代之于欧

美
,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

这个时期
,

翻译
、

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图书馆学著作
,

其中固然不

乏优秀著作
,

但是
,

内容政治化
、

质量平平的篇章却占绝大多数
。

这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事

实
:
在前所述及的50 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繁荣的背后

,

也同时隐藏着中国图书馆学的失

落
。

及至 50 年代末期中苏论争的出现
,

中国图书馆学的这种尴尬局面方才结束
。 `

正确地认识二三十年代的
“

全盘西化
”

和 50 年代一段时间内的
“

全盘苏化
”

对中国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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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影响
,

对朱来
几

图书馆学研究不是没有意义的
。

回顾 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曲折历程
,

们就会深深地感到我们家产的贫匣
。

尽管我们有令人足以自豪的悠久历史的图书馆
,

但图

馆学研究直到本世纪初还基本上只处于应用性的水平上
。

不可否认西方和苏联图书 馆 学 理

论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的积极作用
,

但是
,

无可讳言
,

那种全盘横移也是不利于中国图书

馆学的发展的
。

对外来文化的
“

饥不择食
” ,

结果必然是
“

食而不化
” ,

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留下
,

的值得细细咀嚼的教训
。

、

!
(四 ) 图书馆学刊物是图书馆学发展的一面镜子

。 `

通观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
,

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

图书馆学刊物是反映中国

图书馆学在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面貌的一面镜子
。

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创始时期
,

还不曾有一块图书馆学的园地
,

有关图书馆学术的文

字均散见于 《时务报》
、
《教育杂志》 、 《东方杂志》

、
《世教新潮》等少数报刊上

。

在成长时期
,

图书馆学刊物纷纷扬扬
,

先后竟有 70 余种面世
。

在发展时期
,

公开出版的和内部交流的
,

计

有 10 多种
。

在新时期
,

图书馆学刊物仅公开发行的就超过了 50 种
。

惟有停滞期
,

全国没有一

种公开出版的图书馆学刊物
。

这个时期虽然也出现过几种 内部交流的非正式 出版物
,

但一般

认为
,

受政治需要和政治激情 的挤压
,

不要说图书馆学得不到张扬
,

就连图书馆的纯业务问

题也未能充分地予 以阐发
。

在这里
,

笔者却要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印的《 图书馆工作》说几

句话
。

70 年代中期《图书馆工作》的诞生
,

确实为当时沉寂
、

萧条
、

衰落的图书馆学界
,

送来

了一股清新的风
。

与这一时期 出现的另外二三家内部刊物相比
,

它多少尚能给图书馆学界带

来些许学术信息
。

它能在 1 9 7 5年穿破顽石
,

艰难而坚强地生长起来
,

实在难能可贵
。

这不能

不说是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负责同志重视科学和科学工作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

发展时期的图书馆学刊物为什么比成长时期的图书馆学刊物还要少得多呢 ? 我们当然不

能把刊物数量的多寡看作衡量图书馆学发展的唯一尺度
,

还要研究这里面的较为 复 杂 的情

况
。

二三十年代
,

图书馆学刊物数量虽然很多
,

但是
,

有的仅只出版了一个创刊号就消声匿

迹
,

如《图书馆》
、

《福建图书馆协会会报 》等
;
更多的也只是出版 1 卷

、

数卷或几期后不得不

被迫宣告停刊
,

其艰辛之情
、

艰难之景
,

可以想见
。

就是发展时期的图书馆学刊物的情形
,

也并不喜人
。

在 10 多种刊物中
,

公开发行 的仅只那么二
、

三种
,

而其中寿命最长的
,

也只不

过四
、

五年光景
。

到 1 9 6 5年初
,

全国仅有的 1 种公开出版的纯专业刊物《图书馆》也 倏 然 消 失

了
,

敏感的学人们就预感到了这是图书馆学危机到来的一个预兆
、

一种信号
。

1 年之后预感

变成现实
。

只有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

情况才完全地改观
。

因此说
,

图书馆学刊物的

兴衰
,

也从一个侧面透视出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兴衰
。

(五 ) 中国图书馆事业作育了中国图书馆学家
,

中国图书馆学家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

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

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学赖以生存的土壤
。

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成长时期
,

中国图书馆

事业就向我们民族奉献出了一批图书馆学家
:

沈祖荣
、

刘 国钧
、

杜定友
、

皮高品
、

李小缘
、

蒋复熄……
,

尽管囿于狭窄的图书馆学观念 , 尽管当时的图书馆学研究深受欧美和 日本的影

响
,

多以图书馆工作实践的描述为主流 , 尽管时代没有
、

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尽展才智的时

间和空间 ;
他们仍然建立了为后学称颂的业绩

。

即使是在深受杜威分类法的影响
,

各种仿杜

分类法纷纷出现的年代里
,

比较客观地说
,

单路蓝缕
,

中国图书馆学先驱者们的贡献仍为主

要
,

它毕竟适应了那个时代图书馆工作的客观需要
。

(下转 1 1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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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最大
。

这种区域环境异常所带来的生态链锁

反应
,

迫使着禄丰古猿逐渐向人科转化
。

同样还是由于环境变化
,

又使人科成员向热带—
皿热带地区辐射

,
并在多个地区向人属转化

。

综上所述
,

依据地史资料
、

考古发现和生物系统进化理论
,

通过综合研究考察使我们确

信
:

人科成员在上新世起源于禄丰古猿分布的中国云南和亚洲南部地区 , 人属成员在更新世

初期起源于人科分布的中国
、

亚洲南部和非洲东部
。

注释
:

①玛丽
·

利基
: 《 3 6。万年前的人类脚印》 , 载美国《地理杂志》 l盯 9年 通月号

。

②吴汝康
: 《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形态特征及其系统关系》 ,

载《人类学学报》 2 卷 ( 1 9 8 3 )第 1 期
。

⑧⑤ 吴汝康
: 《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 ,

载 《人类学学报》 6卷 ( 1 , 8 7 )第 魂期
。

④ 陆庆五等
: 《禄丰古猿雌性头像的复原》

,

载《人类学学报 》 7 卷 ( 1 9 8 8 )第 1 期
。

⑥ 张兴永等
: 《云南元谋腊玛古猿属一新种》

,

载《云南社会科学》 1 9 8 7第 3 期
。

⑦ 张兴永等
: 《云南元谋发现人属一新种》 ,

载 《云南社会科学 》 1 9 8 7第 3 期
。

⑧ 参见成都地院《动力地质学原理 》 “

地壳运动的速度
” ,

地质出版社 1 9 7 8年版
。

⑨ 李传夔
: 《江苏洒洪中新世长臂狠类化石》

,

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l}) 6卷 ( 1 9 7 8 )第 3期
。

L 昊汝康
: 《坦桑尼亚肯尼亚古人类概要》

,

科学出版社 1 9 8 0年版 , 路易斯
·

利基
: 《奥杜韦峡谷人属

一新种 》 ,

载 《 N a t u r e 》 2 0 2卷 ( 1 9 6 4 ) P
.

7 一 9
。

@ 黄万波
: 《三峡高地觅踪 》 ,

载《化石 》 1 9 8 8年 1一 4期
。

@ 贾兰坡等
: 《西侯度》

,

文物出版社 19 7 8年版
。

L 汤英俊等
: 《河北阳原蔚县几个早更新哺乳动物化石及旧石器地点》

,

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 19

卷 ( 2 9 8 1 )第 3 期
。

( 本文责任编辉 吴友幼

(上接 1 2 4页 )

中国图书馆学家为图书馆学的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
,

是世所瞩 目的
。

即使是在
“

知 识 越

多越反动
”

的最险峻的岁月里
,

学人们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
,

也没有放弃复兴中国 图 书

馆学的努力
。

在 1 9 7 5年《 图书馆工作》试刊号上发表的刘国钧先生题为《 “

马尔克
”

计划简介

—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的文章中
,

跳荡着一位年逾古稀的图书馆学家急欲突破
“

四

人帮
”

专制文化封锁的激情和渴望中国图书馆事业腾飞的强烈愿望
。

它象一束夺 目的强 光 灿

然眩目
,

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的夜空
。

这是老一代学人从心底发出的呼唤
。

翌年 10 月
,

长风吹去了聆星的云
。

面对中国图书馆学又一次被历史无情抛在西方后头的

严峻事实
,

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

中国学者们作出了冲出徘徊的种种努力
:

坚决摆脱
“

左
”

的思想的羁绊
,

冷静地重新审视和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所提供的新知识
、

新 思 想 和 新观

念
,

在面向世界中开拓了自己的思维空间
。

他们在各种思潮的撞击中选择 自己的新见解
,

进

行新的思考和探索
。

中国图书馆学家以其特有的民族素质和长期积累的许多正面和反面的历
·

史经验
,

在对国外图书馆学新思想的借鉴和吸取中
,

提出了自己独特新颖的观点
。

中国图书

馆学家仿效西方
、

承袭苏联图书馆学理论的主要基点的时代
,
已经成为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的

、

陈迹
,

他们 以充满自信的声音
,

宣告了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崛起
。

注释
:

①② 据台湾
“

国立中央图书馆
,

编《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所列各年度之
“

图书馆学论著
”

累 )r] 所得
。

⑧ 南京圈书馆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 (( ( 1 0 4 0
.

1 0一 l , a o
.

1 2 )收录 z例。一 1 0 6 6年之论文数
。

(本 文责任编钾 何天 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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