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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馆长———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图书馆实践考述

□伍巧∗

　　摘要　作为中国２０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家,潘光旦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

长１４年.对其图书馆工作实践的梳理,既可窥探同时代“跨界”馆长们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缩

影,亦可了解当时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概况.任职馆长期间,潘光旦在管理制度、馆藏文献资源建

设、人才队伍、对外交流、图书馆服务等方面业绩斐然,体现了其珍爱书籍、化私为公和以人为本、
关注读者的建设思想,也反映了其社会人文观、“位育”观与中西文化观等在图书馆实践中的指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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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向来是图书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现有

研究更多着眼于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或者于图书馆学

有所著述的人物.本研究则将眼光投向非图书馆专

业的图书馆馆长,也即专事于非图书馆相关职业,但
兼任过图书馆负责人的“跨界”馆长,以期为完整呈

现图书馆史添砖加瓦.在众多“跨界”馆长中,潘光

旦(１８９９—１９６７)是任职时间相对较长且在日记中记

录图书馆工作较多的一位,其任职清华大学图书馆

馆长１４年(１９３８—１９５２),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对其图书馆工作实践的梳理,不仅

可以呈现民国时期“跨界”馆长们在图书馆事业上奋

斗的缩影,亦可管窥该阶段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样貌.
潘光旦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家,在优生

学、社会学、民族学、性心理学、儒家社会思想、西方

社会思想和翻译等方面,均作出突出贡献,是中国学

术文化界的关键人物之一.潘光旦的父亲潘鸿鼎

(１８６３—１９１５)是进士,曾创立多所学堂[１];母亲沈恩

佩出身书香世家,对书籍恪守敬畏之心[２](８),书香家

庭使得潘光旦受到了良好熏陶.在求学过程中,潘
光旦常到清华学堂图书馆阅览线装书,后赴美留学

时也经常去图书馆浏览图书.这些经历使潘光旦更

加热爱与了解书籍,并获得一定的图书馆目录学知

识[３],为其任职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做了一定程度

的准备.同时,潘光旦兼任过清华大学的教务长与

秘书长,对学校重要事务具有较高的参与度,对学生

的培养需求有比较敏锐的关注,可更好地挖掘图书

馆服务学校教学科研的功能,也为其开展图书馆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社会学家的潘光旦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关

注,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其教育思想、家庭婚姻观、中
华民族观、中西文化观等[４],而对其馆长任职经历的

挖掘,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潘光旦图传»[２](１６９－１７１)、
«清华大学百年图史»[５]、«百年清华图书馆»[６]三部

著作均记述了潘先生任职清华大学图书馆期间,为
战后图书馆恢复馆藏与运转所作之贡献;陈荣华[７]、
盛巽昌[３]等则以读书、爱书为主线,撰文缕述潘光旦

与图书馆的渊源;周余姣通过对潘光旦信函和日记

的研究发掘,介绍了潘光旦在图书馆管理方面取得

的成绩与藏书思想,并借鉴其“位育”思想提出图书

馆应立足于本职工作、与历史和环境相协调发展的

两大启示[８].上述研究多侧重于潘光旦在图书馆文

献资源建设方面的贡献,本文通过对潘光旦日记、信
函的梳理,对清华大学图书馆相关史料的分析,旨在

全面探索潘光旦图书馆实践业绩、实践思想,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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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潘光旦如何实现“跨界”融合,即其社会学思想、
教育思想等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反映,以期对潘光旦

的研究以及图书馆史的研究略有补充.

１　潘光旦的图书馆工作实践

潘光旦的馆长任职经历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１９３８—１９４６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

称西南联大)时期,１９３８年,西南联大图书馆成立,
袁同礼(１８９５—１９６５)、严文郁(１９０４—２００５)、董明道

(１９０２—１９８６)先后任馆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

开大学图书馆均改为校图书部,“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书,运至昆明者,除一部分分存各研究所外,多数存

本校各学系办公室,供本校师生之参考”[９],潘光旦

即任清华图书部主任.潘乃穆回忆道:“当时父亲兼

职甚多,实际主持清华图书部日常工作的是唐贯方

先生[１０](８８－８９).”第二阶段为１９４６—１９５２年的恢复时

期,潘光旦为补充馆藏、人员队伍扩大、组织调整等

作出了辛勤努力.潘光旦是一位极为认真与负责任

的学者,任职馆长期间,虽同时肩负教学、教务、研究

等多项事务,但他经常去图书馆工作,常于午时前工

作２—３小时,处理馆务事宜.

１．１　完善制度建设,提高办事效率

潘光旦对图书馆的组织机构建设与制度的建立

十分重视.在图书馆管理方面,潘光旦在校务委员

会上建议重组图书委员会,并拟定图书委员会章程,
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７日召开首次图书委员会,与委员

们讨论了馆务与章程草案的问题.图书委员会的任

务涉及六项主要工作:筹划、拟定总馆与各院系图书

室的组织制度、管理政策与业务方针,计划及建议图

书馆建筑重要设备及大宗图书的添置,编订图书馆

公共图书概算,订立图书馆各项主要章则,经常检查

图书馆工作情况,协助研究及推行改进计划[１１](８７).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９日,图书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通
过了图书委员会章程草案,并通过了学生的两点提

议:一为图书委员会须加强馆务之领导与检讨馆务

之进行;二为于委员会中推定一较小之工作会议,以
执行此种领导与检讨之工作[１２](１４０).在民国期间,
图书委员会类似于一个位于校长与图书馆之间、图
书馆与读者之间的,经商议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沟

通和协商的中介[１３].清华大学图书委员会的成立

加强了图书馆与师生、学校的沟通与联系,保障了清

华大学图书馆各项事务的有序与合理运行.

在图书馆组织方面,潘光旦定期召开股主任会

议,并举行馆员座谈会,内容主要涉及图书馆布局的

调整、对图书馆管理的建议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与办事效率.如在１９４７年９月

１７日召开的图书馆股主任会议中,将原有之期刊阅

览室改设为基本必读书阅览室[１２](１２４);１９５０年１月５
日,将庶务工作渐与采录合并,以成总务[１２](１５８).在

行政方面,与学校秘书处与校长处商洽,图书馆在采

购图书及其附带之装订等事项时,不用事先申请,这
样减少了办事手续,提高了采访效率[１２](８９).

在图书馆服务方面,潘光旦组织修订了«图书阅

览规则»«阅览室夜间及星期日值班办法»«指定参考

书管理规则»«各学系图书室提借图书规则»等各项

制度.其中«图书阅览规则»中对图书馆的开放时

间、借阅程序,教师与学生的借阅权限等作了明确的

规定[１４](５２４－５２７),便于师生对图书馆服务的使用.

１．２　知人善任,关心员工

潘光旦为人亲和友善,在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

方面知人善任,对员工关怀备至.在西南联大时期,
清华图书部工作人员较为缺乏,且变更较多,潘光旦

多次致信梅贻琦校长,以补人事不足,如１９３９年５
月１５日,致信梅贻琦:“清大图书馆近有大批新书来

到,亟待编目查前本校图书馆职员张厚绚女士

现赋 闲 家 居,并 请 准 即 以 该 员 充 任,以 资 熟

手[１５](１７９).”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复员时期,潘光旦根

据馆中事务扩大工作队伍,先后聘任沈家芩、尹宇

萍、冯则忠、石运天、张企罗等人,负责图书部助理、
编目等工作.潘光旦所聘任的这些馆员,均受过良

好的教育,在图书馆工作认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默默付出.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馆员黄延复

在回忆中提到对一众馆员的印象:康精彩知识广博,
业务水平相当高,可以与其探讨学术与校史相关问

题,张企罗女士手抄卡片字迹工整漂亮且效率奇高,
石运天 先 生 虚 怀 若 谷,操 纵 打 字 机 的 技 术 极 为

熟练[１０](６９－８３).
同时,潘光旦注重按员工资质和工作量拟定薪

资,并视情况给予员工奖励.如１９４８年致信教务长

霍秉权(１９０３—１９８８),因中文编目乙级组员康精彩、
参考阅览书记赵玉书、期刊部书记吴人勉两年来甚

著劳绩,拟请将三位馆员晋级,并酌予增加薪额,以
资奖进[１５](２０７).除奖励外,潘光旦也给予员工以人

文关怀,馆员尹宇萍生病需返家疗养时,潘光旦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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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长,言尹宇萍“平日工作勤慎,且好学深思,业余

进修,所获心得,转而有助于馆中工作者”,希望准其

从宽借支薪资[１５](２０５).馆员们对潘光旦也十分敬

重,在馆中从事中文编目工作的高贻玢(１９０３—?),
因病辞职时,坚持把自己收藏的一批中国历代妇女

著述赠送给他.潘光旦认为,这些书不应归自己所

有,不妨共同继续积累,待有机会时编辑出版,以惠

学林.后来这批书被赠予民族学院[１６].

１．３　积极收购文献,恢复馆藏旧观

文献资源是图书馆建设的核心与灵魂.１９４６
年,清华大学复校北京,但图书馆的藏书已遭到严重

破坏,潘光旦行动不便,且患有近视１２００度的眼疾,
仍为恢复馆藏四处奔走.在馆藏文献资源建设方

面,他作了三方面的努力.
第一,处理西南联大时期图书的分配.据１９４７

年４月清华大学图书馆统计,当时获得西南联大分

书共５７０册[１７],同年６月,潘光旦与馆员唐贯方、毕
树棠(１９００—１９８３)前往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

大学 图 书 馆 再 次 商 量 西 南 联 大 书 籍 的 分 配 原

则[１２](９４),前后共分书３次.同时,收归存放于其他

各单位的书籍.清华大学南迁后,部分图书在北平

陷敌时被日军发交给伪北京大学图书馆、近代科学

图书馆、新民会、教育总署等敌伪机关分存,复校后,
潘光 旦 与 张 子 高 (１８８６—１９７６)、朱 自 清 (１８９８—

１９４８)至敌伪产业处理局访朱良漪(１９２０—２００８),获
得伪北京大学与新民会单位的清单,收回了部分图

书.另外,北平接收的敌伪图书,集中放在太庙,潘
光旦曾参与图书分配会议,最终清华大学分得其中

一部分,并派阮惟吾、贾迅两位馆员至太庙协助图书

整理工作.据统计,清华大学图书馆自北平二十余

所单位共收回图书中日文１３５４２２册,西文４２５５５
册,期刊２１５７５册,共计２００５５２册,此外零星集刊

１６０３７册尚未整理[１４](５２１).
第二,收购名家藏书.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２日,潘光

旦开始接洽刘半农藏书一事,于２月３日与刘育伦

(刘半农之子)商定,共收购１４０００册;１９４７年９月,
收购金松岑所遗藏书１５０００册,１９４８年接收北平卢

木斋图书馆赠书２３４０５册(由于意外有部分损失),
陶孟和赠书、拓片与碑帖共８８４６册等[１８].潘光旦

为收购名家藏书竭尽心力,除上述所提成功购藏外,

还有许多未竟之努力,如１９４７年请袁同礼设法介绍

伦氏藏书,他认为伦氏藏书多至六万余册,集部最多

且精,可弥补清华大学被毁之集部书籍[１２](６３),但后

被北平图书馆收购.
第三,进行日常采购.潘光旦制定了“以适用为

主,不存偏见,不究版本,不专收买太贵的学生并不

常用的专书”的购书原则[１９],在日记中,他多次提到

阅书贾送来清样,以备采购,如某次阅书贾送来的家

谱,有一本为明版桐乡吕氏谱,刻印甚精,但内容简

略,索价亦昂,他认为图书馆若购入则“聊备一格,用
处固有限”[１２](９６),可见其采购书籍时认真考量过书

籍的价格与用处.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７年３月,
图书馆共购进新书３００００多册,基本上满足了教学

的需要[２０].
在潘光旦与馆员的共同努力下,清华大学图书

馆的馆藏至１９４８年４月已大体恢复至战前水平,拥
有中日文书籍２１９４３６册(战前２１６０４３册)、西文书

籍９２６１５册(战前６４０６４册)[１０](８８－８９).１９４７年４月

２８日,天津版«大公报»报道４月２７日清华大学３６
周年校庆庆祝会说:“各部门开放,被称道最盛的是

图书馆,复员后,遗失书籍收回大半.潘光旦馆长拄

双拐笑立礼堂前,谦谢恭贺①.”
除藏书外,潘光旦亦努力收购文物,１９４６年的

图书馆附设有博物股,由沈家惠专事边疆文物整理

工作[１５](１６１－１６２).１９４８年,清华大学图书馆成立文物

陈列室,后另建立文物馆,常与图书馆保持联系与合

作[１１](５５５－５５９).潘 光 旦 与 文 物 考 古 学 家 陈 梦 家

(１９１１—１９６６)为文物馆收购了不少文物,为清华大

学积累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如１９４９年,潘光旦与陈

梦家联系丁惠康(１９０４—１９７９)商量捐赠或贱让台湾

高山族文物,丁先生认为清华大学在设备与人力上

最为适宜,便将这批文物全部赠予清华大学,以便了

解与研究高山族[１１](５６２).这些文物后来放置于图书

馆大理石厅分题展览,并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展览.
同年,他们得知胡厚宣(１９１１—１９９５)在南京、上海收

得１０００片甲骨,特赴上海与胡先生商量,最后获得

了这批甲骨[２１].

１．４　营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

潘光旦重视教育,对图书馆的服务意识更加注

重.在当时的学校,亦有考试周图书馆拥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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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公报(天津)»,１９４７－０４－２８,转引自吕文浩．潘光旦图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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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电灯经常发生故障,夜间秩序不易维持,潘光旦

与馆员商定四项补救办法:一为添置汽油灯,二为催

理工学系在各专馆开阅览室,三为延长阅览时间,四
为增加人员[１２](６３).第三项在当天商定后便立即实

施,图书馆每天早８点开馆,延长至晚１０点闭馆,一
直连续开放.之后图书馆又增辟阅览室,安排目录

柜,开放中文期刊,竭力改进服务,满足师生需求.
曾在图书馆学习的清华学子回忆道:“老图书馆的阅

览室,特别是第三阅览室比较大,可容纳３００多名读

者阅览室的灯光好,大圈椅久坐不易疲劳
这样的环境气氛和条件成为吸引同学们向往到图书

馆来的因素[１０](２０－２２).”良好的学习环境,用心的服务

照顾,使得清华大学图书馆成为莘莘学子的学习乐

园与经年后的美好回忆.
潘光旦注重学生对图书馆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多次为学生作“图书与阅读”等指导报告[２２].同时

也关注学生们的借书读书情况,学者资中筠曾回忆

“潘先生在学生集会上讲话,其中说到他抽查了一下

图书 借 出 情 况,发 现 最 多 的 是 ‘中 文—白 话—小

说’”[１０](１３０－１３８),潘光旦重点指出学生不爱看文言与

外文书籍,担忧学生不读要动脑筋的书.作为一个

馆长,潘光旦不仅关心读者的阅读环境,还关心读者

的阅读情况,对学生有读书方面的期待,这体现了他

作为教育家的情怀.

１．５　发展对外交流,展示图书馆风采

１９４６年之后,清华大学图书馆成为学校里受人

瞩目的中心,经常作为清华大学的重要接待参观场

所,接待重要领导人、国外访问团和国内的同人等,
时为馆长的潘光旦自然负责接待这项任务.其任职

期间的接待安排详见表１.
图书馆运营的质量好坏是高校竞争力的表现之

一.清华大学图书馆从发展之初,在馆舍、制度、馆
藏等各方面在国内均首屈一指.复原后的清华大学

图书馆亦有许多为人称道之处,值得业界同人学习.
同时,潘光旦也十分注重与图书馆专业人士的交往,
如前文所提及之董明道、袁同礼(曾任北京大学图书

馆、北平图书馆馆长)等.清华大学图书馆对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接待,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华大学及其

图书馆也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与认可;对于国外

来访者的接待,一方面说明了清华大学的国际影响

力,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实力,如乔

治卡特林(GeorgeCatlin)教授参观后,赞誉“图书

表１　潘光旦任职期间接待安排

时间 接待人物 接待人物所属单位或职务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７日 董明道 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
乔治  卡 特 林

(GeorgeCatlin)
英国工党议员,教授

１９４７年５月８日 尼泊尔访问团

１９４７年６月４日
菲 茨 杰 拉 德

(Fitzgerald)等
中英文化合作委员会

１９４７年７月２日
哈里斯

(Harris)
美国新闻处

１９４７年８月８日

伍德 布 里 奇 

宾汉姆

(Woodbridge

Bingham)

加州大学教授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３日 陈毅 党和国家领导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丁惠康 医学专家

资料来源:据«潘光旦日记»整理.

馆之建筑、布置、藏书,在英国亦不数遘”[１２](８２).潘

光旦在发展对外交流中履行了其作为馆长的本职工

作,与馆员们共同打造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良好

形象.

２　“跨界”融合的图书馆实践思想

周余姣认为潘光旦取得的图书馆管理成就与其

采购图书的藏书思想有关,潘光旦不仅对图书馆藏书

有着自己的关切之情,对整个中国旧书业也保有极大

的责任感[８].这是其热爱图书的表现,除此之外,潘
光旦在图书馆工作实践中取得的成绩与其自身的社

会学、教育学、中西文化观等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

２．１　珍爱书籍,化私为公

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伴随着私家藏书或出售

或捐赠的化私为公的浪潮,潘光旦也成为这一文化

自觉的实践者.潘光旦是懂书、爱书的藏书家,他认

为私人藏书难以维持,要想免于散失,唯一的途径就

是转移到公共图书馆,送赠售卖,以整批转移为原

则[２３](２２０－２２８),并发出“救救书籍”的呼吁,不希望旧

书全部变成分量相等的大批白纸[２３](２２９－２３３).在这

样的思想指导下,潘光旦注意打听各藏书家留存藏

书之消息,根据馆内所缺图书类型联系购买,为清华

大学图书馆购进不少古籍珍本.值得一提的是,

１９５２年潘光旦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虽不担任图

书馆职务,仍为该院图书馆联系促成了多批图书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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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如陈宗亮、张涛卿之遗书及苏州文管会之藏

书等[１０](８８－８９).

２．２　以人为本,关注读者

作为社会学家的潘光旦看问题的视角是一直在

变化的,到了抗战结束以后的复员时期,其常从人文

思想的视角看待问题,把人本身作为关注的对象,这
种思想的变化也影响了其作为图书馆馆长的关注

点———以人为本.这种关注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员工的关心,视员工之擅长分配适当的工作,
关注员工的薪资,给予适度的方便;二是对读者的关

心,他常常以馆长的角度观察图书馆的服务与读者

的需求,不仅提出“举凡教授同学见有新书,都可向

图书馆建议,图书馆一定购买”的购书制度[１９],还常

常通过会议与聊天的方式征集学生们对图书馆的建

议,进而分析图书馆服务不到位及工作需要改进之

处,及时提出措施以使服务落地,前述之开放时间、
馆内空间的布局调整等均有所体现.

２．３　图书馆教育功用的挖掘

潘光旦教育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学界见仁见

智,通常认为“位育”是潘光旦教育思想的核心.潘

光旦对“位育”的解释为“安所遂生,是为位育”,任何

人和事物要“安所遂生”,首先要和固有的各种环境

发生相成而不相害的关系[２４].这种“位育”思想体

现到图书馆的工作实践中,则是图书馆与学校、师生

的统一,即对图书馆正确的定位.纵观潘光旦以往

的著述发现,他虽未曾直接言明高校图书馆的重要

性,但着重强调了图书馆藏书、借阅、服务的重要性,
这从侧面反映了他对图书馆的定位,即提供书籍服

务的知识场所.体现在其行为上,则是注重挖掘图

书馆辅助教育的功能.１９５２年,时为大学一年级新

生的建筑学家关肇邺参加迎新会后认为,印象最深

的当推充满活力的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和站在台

上一动不动的图书馆馆长潘光旦教授.待他们讲完

话后,会让人迫不及待地想去参加体育锻炼和到图

书馆看书[１０](２３－２６).这不仅体现了潘光旦的个人魅

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潘光旦在学生面前对图

书馆作用的肯定.无论是对书籍的悉心采购,还是

对青年学生读书情况的观察,以及各种规则制度的

修订,都体现了潘光旦对图书馆教育功用的看重,希
望图书馆可以满足师生需求,使大学图书馆作为服

务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中心.

２．４　中西文化观下的“阅读指导”
潘光旦认为,青年对于旧日的文物,也就是对民

族生命所寄的文化,应该有相当的认识.他提倡对

中国固有的文化采取选择性吸收,使中国青年在吸

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能够坚持民族本位,有所融合创

造[４](２６２).正是这种中西文化观,使得潘光旦在采购

书籍时,汇集万象,穷究百家,注重实用且全面的收

藏.从其为图书馆收藏图书的类型与数量来看,古
今中外凡对学生有用者不论版本均收入馆中,以使

学生全面地接触到中西文化.同时,在发现“青年人

爱读新书,不爱读旧书,爱读洋装白话文之书,不爱

读线装文言文之书,爱好讨论现实问题与宣传当代

思想的书,而不爱读关于人格修养、文化演变、比较

通盘而基本的书”时[２５],潘光旦不仅撰文论述阅读

经典书籍的重要性,还在演讲中指出这一现象,并作

阅读指导报告,引导学生阅读.

３　结语

从上述潘光旦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与理念来看,
仍有可资今人借鉴或持续关注的地方.

第一,潘光旦聘任的馆员都具有认真的态度与

较强的业务能力,如今的图书馆也应根据业务需求

招聘能够提高图书馆工作效率与服务质量的员工.
第二,潘光旦注重古籍文献的保护与收藏,对于今天

的古籍来说,更急迫的任务是保护与开发,尤其是在

保护技术日益提升的情况下,做好古籍的利用.第

三,潘光旦常根据读者需求改进图书馆的空间布局

为读者提供服务.当前,读者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图书馆也应提供多样化的空间服务,吸引师生到馆.
第四,清华大学图书馆作为当时在全国具有影响力

与示范作用的图书馆,积极发展对外交流,展示了清

华大学图书馆的特色.在国际化的趋势下,大学图

书馆应多方位开展文化交流,与国内外高校图书馆

建立合作关系,打造高校图书馆文化名片,建立跨文

化交流阵地.第五,潘光旦认为“读书的不自由,来
自外来的禁止与内发的忌讳.外来的限制或禁止如

图书的缺乏,更严重的问题是内发的限制或忌讳,即
青年人的成见”[２５].对此,高校图书馆应建设文献

保障措施,创新馆藏评价体系,为不同类型院校图书

馆的馆藏建设提供信息支撑[２６],并在开展阅读推广

活动时多加引导,在“全民阅读”文教国策的倡导下,
落实分众阅读、分类阅读、分级阅读、分地阅读、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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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物等方法论层面的具体实践,以提高大学生的阅

读质量,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作

贡献[２７].
潘光旦是学贯中西、融会古今、打通文理的社会

学家,也是兢兢业业的教育家.虽然他的图书馆实

践经历只是人生履历中不起眼的碎片,但为清华学

子和如今的图书馆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

财富.入学清华大学的第二年(１９１５年),潘光旦因

意外不得不终身架着双拐行走,他在日记中也多次

提到其因腿疼而不得不推辞一些事情,但他的韧性

与认真促使他履行了学术、行政、馆长等各项职责,
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家与人生榜样.程焕文将图书

馆精神概括为“爱国、爱馆、爱人、爱书”[２８],潘光旦

正是具备这种精神的代表,他的精神,他的眼光,他
的成果,都是世界性的,当缅怀之,深思之,学习之.
就学术研究而言,图书馆史的研究包括理论与实践

两个层面,非图书馆学的人才多集中于实践层面的

工作,后续研究不妨将视野拓展至非图书馆专业馆

长的实践史,探索“跨界”馆长的工作业绩与办馆思

想,以全面呈现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史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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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over”Curator:theLibraryPracticeofSociologistPanGuangdan
WuQiao

Abstract:PanGuangdanisafamoussociologist,anthropologistandeducatorinthe２０thcenturyof
China,andservedasuniversitylibrarianofTsinghuaUniversityfor１４years．BycombinghislibrarypracＧ
tice,wecannotonlyprovideaglimpseofthecontributionofcontemporary“crossＧborder”librarianstothe
librarycause,butalsounderstandthedevelopmentofuniversitylibrariesatthattime．Duringhistenureas
curator,PanGuangdanmadeoutstandingachievementsinmanagementsystem,constructionoflibrarylitＧ
eratureresources,talentteamdevelopment,foreignexchange,libraryservices,etc．,whichreflectedhisiＧ
deasofcherishingbooks,makingprivateworkforthepublic,peopleＧoriented,andpayingattentionto
readers,andalsoreflectedtheguidingroleofhissocialhumanisticviewand“Weiyu”view,aswellasChiＧ
neseandWesternculturalviewinlibrarypractice．

Keywords:PanGuangdan;“CrossＧborder”LibraryDirector;LibraryConstruction;Library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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