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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机关报[１５].再如可从记者报道中研究新闻工

作者的敬业精神,著名军事记者张帆始终活跃在华

北和西北战场前线,从绥远到冀、察、热、辽,深入连

队冒着生命危险到处采访,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

役、解放兰州、解放宁夏诸战役,写下了大量新闻和

通讯[１６].此外,从报纸刊载内容中了解新闻教育事

业,发现其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战胜利后,解放

区的新闻教育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趋势,陆续开办

短期训练班和新闻学校,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华中新

闻专科学校与华北联合大学新闻系,讲课任务和主

持日常工作主要由«新华日报»(华中版)和«晋察冀

日报»等工作人员承担[１７].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每种报纸无论在报名、印刷

方式、出版形式、刊载内容还是编辑人员组成上的变

化或改革,都记录着新闻出版工作的发展历史,值得

研究.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的出版研究实践途径,
可采用图书馆与高校院系协同合作模式,可与高校

新闻传播等相关院系合作,教师从专业角度协助馆

藏资源梳理,馆员从资源发现角度为教师提供研究

资料,助力研究人员开展红色报纸研究;也可招募对

此感兴趣的师生开展专题研究,以设立课题形式完成

研究任务.研究可从影响力较大、延续时间较长,且
与当代报纸有着继承关系的红色报纸入手,研究报纸

创办出版、编辑印刷、记者编者、发展沿革等内容,从
历史中汲取有益经验,助力新闻出版行业的发展.

４．３　为思政教育提供丰富素材,服务立德树人

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红色报纸都是按照战时

需要在不同地区创办的,报道的内容紧密跟踪与直

击战争现场,其中记录着许多著名战役、英雄事迹、
典型人物,是原始、真实、丰富的红色革命传统教育

材料.如对其价值加以深入挖掘,将在红色基因传

承、革命资源研究、革命文化传播等方面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１８].如１９４７年２月初,几乎每份解放区

报纸,都登载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消息,«晋绥日报»以
«向刘胡兰同志致敬!»为题发表评论.山东«大众日

报»也注重英雄模范事迹的报道,如对鲁南平邑一区

的陈毅担架队、滨北黎玉运输队、飞行爆炸大王左太

传爆破队、莒南钢铁担架运输队、滨海高广珍爆炸大

队、沂南子弟兵团、鲁中高运成与金维三爆破射击大

队等先进模范单位的英雄事迹重点宣传[１４].«解放

日报»则特别宣传劳动模范,最初见报的是劳动英雄

吴满有,还有马丕恩及其女儿马杏儿、退伍军人杨朝

臣、模范共产党员申长林、工业劳动英雄赵占魁、模
范医生阮雪华和白浪、模范小学教师陶端予等[１０],
讴歌了一大批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各行各业英雄

人物和他们的感人事迹.
红色报纸中报道的大量革命英雄事迹和人物,

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可以很好地

融入思政课堂,也可以作为服务社会的鲜活素材,作
为图书馆助力全社会开展爱国教育,推动民众进行

道德建设的教科书[１８].图书馆应组织力量,加大挖

掘整理这部分红色资源的力度,提取红色报纸中的

经典红军故事、抗战英雄人物、群众典型事迹,做成

红色人物库或故事库,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素

材,与学校部门或院系联合,有机融入到大学生思政

教育体系中,也可放入到学习强国等平台上,服务于

社会.北大图书馆结合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革

命文献于２０２０年创建大钊阅览室,大力传承大钊精

神,积极弘扬革命文化,探索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特色

文献服务相结合、“四史”学习书籍的信息组织与专

题陈列相结合的合理途径[１９].同时不断推进对革

命文献的整理与挖掘,加强其深入研究与实践利用,
通过举办革命文献展、革命人物宣传学习、诵读红色

经典等主题教育活动,以及与学校人文学部和教务

部联合开展“传承北大人文精神”强基计划人文学生

工作坊,积极探索融入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和思政教

育活动,以期实现革命文化教育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力争成为大学校园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高校图书馆

可根据自身及馆藏特色,挖掘与揭示革命资源为思

政教育提供素材.

５　结语

总之,用好革命文献,弘扬革命文化,推进以文

化人,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职责和使命.高校图书

馆要加快对包括红色报纸在内的馆藏革命文献的梳

理与揭示,加强阐释性研究和创新性利用,提炼和弘

扬革命文献所蕴含的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赓续红

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更好地服务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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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程与精神底色

□谢欢∗

　　摘要　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其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历史目前可

以追溯至１９２２年,２０２２年正好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百年华诞.文章主要运用历史研究

法,重点对国内外相关中英文档案进行考辨、梳理,回顾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程,由此总

结出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发展形成的精神内涵:人文与技术并重;倡导学科交叉;研究、教

学、服务三者有机统一;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立足中国,胸怀世界.
关键词　南京大学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教育史

分类号　G２５０．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４

１　引言

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之

一,其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历史目前可以追溯至１９２２
年,２０２２年正好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百年华

诞.通过这一百年的发展,南京大学已经成长为中

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重镇之一,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

育始终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联系,砥砺奋进,为中

国图书馆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

梁之材.本文拟通过对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百年

历史的回顾,总结其精神内涵,为南京大学图书馆学

教育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开启提供历史借鉴.

２　发展历程

２．１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以前的图书馆学教

育(１９２２—１９２６)
关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源头,目前学界

不少 论 著 都 将 １９１３ 年 美 国 人 克 乃 文 (William
HarryClemons)入职金陵大学视作南京大学图书馆

学教育的肇始,并提出１９１３年克乃文在金陵大学开

设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课程的说法.这一说法,
应该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对于这一历史公案,顾
烨青、郑锦怀曾提出质疑,并进行了历史梳理,发现

该说法源自对蒋复璁«珍帚集»一书中相关内容的误

读[１].顾烨青等人的考证颇为翔实,不过出于严谨

考虑,并未下定论.在顾烨青等人考证“１９１３年克

乃文金大开课”说法谬误的同时,笔者也曾详细翻阅

１９１３年前后金陵大学出版的英文版«金陵大学公

报»(TheUniversityofNankingBulletin),该刊于

１９１０年出版第一期,内容是对于金陵大学人事、组
织、规章制度、学校概况等的介绍.此外,为了配合

招生宣传,«金陵大学公报»中还有详细的课程名及

课程内容介绍,但是笔者并没有在１９１３年前后出版

的«金陵大学公报»上发现任何与图书馆学有关的课

程信息.虽然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克乃文在

１９１３年开设过图书馆学相关课程,但是并不能否认

克乃文对于金陵大学乃至中国图书馆学事业的贡

献,因为他在１９１４年正式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

以后,对于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半工半读的中国学生

甚是照顾,先后推荐“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三杰”———
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赴美学习现代图书馆学

(刘国钧赴美主攻哲学,但也选修了图书馆学课程),
这三人学成之后相继回国,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

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目前关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明确的文献记

载时间是１９２２年.１９２２年,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

金陵大学在暑期学校开设“儿童图书馆”(Childrens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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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课程,课程旨在向参加暑期学校的学员介

绍儿童图书馆的价值及管理方法,课程由刘国钧主

讲,讲授内容包括:阅读对于儿童一生的影响、图书

选择、管理原则、图书分类与编目及其他有关问题

(见图１).授课采用课堂讲授、讨论及实践相结合

的方式.课程时间为每周二、周四早上７点,时长１
小时,该课程从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０日一直持续至８月

１８日结束[２].

图１　«金陵大学公报»记载的１９２２年金陵大学

“儿童图书馆”课程介绍

在金陵大学暑期学校开设“儿童图书馆”课程的

同时,南京大学另一源头东南大学也在１９２２年７月

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合作举办的暑期学校中设立

“图书馆管理法组”,开设“儿童图书馆”课程,３２人

选修了该课程,其中男性学员２８人、女性学员４人,
该课程授课总时长４周,于８月６日结束[３].从

１９２２年开始到１９２６年,东南大学每年都在暑期学

校开设图书馆学暑期班(其中１９２４年因学校失火,
暑假修缮房屋,改由江苏省教育会联合中华职业教

育社、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另组南京暑期学校,仍旧设

有图书馆教育组,并开设图书馆学课程,洪有丰等担

任教员),邀请李小缘、袁同礼、刘国钧、杜定友等国

内图书馆学界俊彦授课,东南大学图书馆暑期班的

不少学员,如黄警顽、徐旭、顾天枢等人后来都成为

其所在地区图书馆事业的重要领导者.

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６年,南京大学前身诸高校的图

书馆学教育都是以短期培训班的形式举行,但是这

些培训班的实践为在高校中正式开展图书馆学教育

积累了经验.１９２６年秋季,李小缘正式在金陵大学

文理科开设图书馆学课程,该课程共计５学分,１４
人选修了该课程,另有３人旁听[４],由此拉开了金陵

大学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大幕.

２．２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２７—１９３９)

１９２７年秋,金陵大学正式成立图书馆学系,隶
属于文理科,李小缘任系主任兼教授,刘国钧、万国

鼎为教授,蒋一前任助教,由此,金陵大学图书馆学

教育正式走上了专业教育的道路[５].金陵大学图书

馆学系的成立不仅对于金陵大学,对于江苏乃至中

国图书馆学教育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相

较于武昌文华图专,金陵大学是当时国内著名综合

性高等学府,相较于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昙

花一现,金陵大学图书馆学建制一直存在.１９２９
年,金陵大学根据当时大学组织法“每大学至少需要

三学院”成立的规定,将文理科改组,分设文学院、理
学院,与农林科改组成的农学院开启了“三院嵯峨”
新篇章,１９３０年文学院正式成立,原文理科图书馆

学系改为图书馆学组,并与教育学组、心理学组三组

共同组建成教育学系[６],隶属于文学院.
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之初,李小缘结合

其在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NewYorkStateLiＧ
brarySchool)留学时所修课程,制定了如下课程规

划[７](见表１).李小缘的这一规划核心还是沿袭了

“美式图书馆学教育”范式,以图书馆工作实践为中

心,但是李小缘在学习美国的同时,还注重图书馆学

理论化、中国化建设,注重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中国

重要书籍研究”“民众图书馆”“书史学”等课程的设

置以及课程名称中“原理”“研究”等字样都能反映这

一点[８].
表１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初期课程

序号 课程名 学分 序号 课程名 学分

１ 图书馆学大纲 ５ ９ 民众图书馆 ２

２ 参考书使用法 ３ １０ 索引与序列 ２

３ 中国重要书籍研究 ３ １１ 书史学 ２

４ 目录学 ３ １２ 印刷术 ２

５ 分类法 ３ １３ 图书馆问题之研究 ２

６ 编目法 ３ １４ 图书选择之原理 ２

７ 杂志报纸政府公文 ２ １５ 图书馆史 ２

８ 特种图书馆 ２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以后,一直注重与图

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除利用金陵大学图书馆作为

学生实习的主要场所外,还安排图书馆学专业同学

到中央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金陵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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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等图书馆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交部、
铁道部等政府机构图书馆实习参观.在“走出去”的
同时,还积极“引进来”,邀请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

长柳诒徵、中央图书馆筹备主任蒋复璁、中央大学图

书馆馆长桂质柏、外交部图书馆主任朱家治等至金

陵大学为图书馆学专业同学做专题讲座,以便于图

书馆学专业同学了解最新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
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是辅修(Minor)专业,不
能独立招生,选修人数总体较少,但辅修专业具有

“学科交叉”的优势,得益于此,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

培养出了钱存训、袁涌进、卢震京、胡绍声等一批人

才,为中国及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以

后,不仅仅是针对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开展图书馆学

教育,还面向金陵大学全部学生开设图书馆学相关

课程.相较于图书馆学专业学生课程,面向普通学

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图书馆意识,增
加其图书馆素养,提高图书馆使用能力,同时也扩大

了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影响.这一点,也是金陵大

学与当时文华图专图书馆学教育所不同的.

２．３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时期(１９４０—１９４６)
鉴于图书馆学系的办学成绩,早在１９３１年金陵

大学就有将图书馆学辅修专业变为独立招生的主修

专业(Major),并成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计划[９].受

诸多因素影响,这一愿望直到１９４０年才实现.
“(１)本校原设有图书馆学辅系,历年以来,凡受

此种训练者,均为图书馆所罗致,对于学生就业颇多

裨益.入川以来,更有供不应求之势,且本校图书馆

历年受人委托代为训练人员足徵本校对此尚能胜

任,亟宜设置专修科以宏造就.(２)图书馆为社会教

育中坚,现在社会教育正积极推进之中,允宜培植此

项人才以资应用[１０].”因此,西迁成都的金陵大学于

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４日正式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递交了建

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呈文.３月１１日,教育部时任

部长陈立夫正式签发部令,准许金陵大学增设图书

馆学专修科.图书馆学专修科刚设立时由刘国钧担

任主管(兼职),后由曹祖彬负责.图书馆学专修科

课程如表２所示[１０].

表２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课程计划

时间 课程名 学分 时间 课程名 学分

一
年
级
上

一
年
级
下

国文 ３

英文 ４

图书馆通论 ２

图书馆组织与管理 ３

参考书使用法 ３

社会科学概论 ３

党义(必修)

军训(必修)

中国文学史或中国通史 ３

图书编目法(中文,上课两次,实习两次) ３

图书分类法(中文,上课两次,实习两次) ３

图书选购法(附商业目录学) ３

图书流通法 ２

目录学 ３

社会教育法令 １

党义(必修)

军训(必修)

暑期实习:四至六星期(交报告一篇)

二
年
级
上

二
年
级
下

选
修
︵
至
少８

学
分
︶

中国文学史或中国通史 ３

图书编目法(西文,上课两次,实习两次) ３

图书分类法(西文,上课两次,实习两次) ３

民众图书馆 ２

参考实习(上) ２

图书馆推广 ２

大学图书馆 ２

中小学图书馆 ２

专门图书馆 ２

参考实习(下) ２

期刊及官书处理法 ３

装订术(１学分),档案管理法(３学分),博物院管理法(３学

分),图书馆与成人教育(２学分),儿童用书研究(２学分),书

史学(２学分),索引与序列(２学分),教育学(３学分),国文

(３学分),英文(４学分),德文(３－６学分),法文(３－６学

分),哲学概论(３学分),论理学(４学分),科学概论(３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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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表１、表２不难看出,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

修科的课程体系较之图书馆学系成立之初更为丰

富、系统,对于学生的综合素养要求也更高.但是,
这一课程体系仍然是围绕图书馆工作展开,对于中

国实际、中国传统依旧同样重视.此外,这一课程规

划中除了图书馆学之外,还有档案学、博物馆学相关

课程,这对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以及就业渠道无疑

是非常重要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金陵大学图书馆学

教育不仅仅是为图书馆界培养人才,更将视野放在

博物馆、文书档案等文博、行政系统.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创立,吸引了大量学

生报考,但是金陵大学对学生录取要求较高,加之战

时学生 宿 舍 紧 张,故 每 一 届 招 生 人 数 都 不 是 很

多[１１].在正式招考的同时,很多位于后方特别是在

成都的机构也将有关人员送到金陵大学委培,如

１９４０年９月,位于成都的空军机械学校就通过成都

市教育局致函金陵大学,希望该校图书馆有关人员

能到金陵大学旁听图书馆学课程,刘国钧收到空军

机械学校来函后复函表示欢迎[１２].此外,金陵大学

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教师刘国钧、曹祖彬、陈长伟以及

当时任职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李小缘等人积极走出

去,为地方服务,参与四川教育厅举办的有关图书馆

培训的授课活动.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同样也继承了图书馆

学系时期重视与实践部门沟通的传统,图书馆学专

修科学生依托金陵大学图书馆以及当时位于成都的

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燕京大

学图书馆等,定期与图书馆界合作举行图书馆座谈

会,研讨图书馆问题,同时还聘请燕京大学图书馆主

任梁思庄、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馆长邓光禄等担任

兼职教授[１３].

１９４５年８月,金陵大学考虑到战时其他地区考

生报考不便而成都地区考生成绩欠佳,能符合图书

馆学专修科录取标准者寥寥,决定暂停图书馆学专

修科招生计划[１４],加之金陵大学图书馆学带头人刘

国钧离开、李小缘全心负责中国文化研究所等诸多

原因,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于１９４６年送走最后

一位毕业生后按下了停止键.但是,图书馆学课程

并未在金陵大学停止,如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５日出版的

«金陵大学校刊»中介绍“金陵大学自本学期开始,借
助电影方式协助图书馆学有关教学”[１５].不过,

１９４６年以后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教育主要是面向

本校学生如何利用图书馆的教育以及馆内职工的培

训,如李小缘１９４７年开始为已经入职金陵大学图书

馆但 没 有 图 书 馆 经 验 的 员 工 讲 授 图 书 馆 学 课

程等[１６].

２．４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１９７８—１９８４)

１９４６年以后时局一直较为动荡,直到１９４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才进入了相对稳定

的时期.１９５２年国家决定对高等院系进行调整,金
陵大学合并进入新的南京大学.当时中国的图书馆

学高等教育主要由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承担,南京大

学直到１９７８年才恢复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１９７８年,在时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华彬清

的大力争取以及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大力支

持之下,南京大学恢复图书馆学专修科,首批学生

３０人通过高考于年底入学,学制三年.专修科开设

的专业课包括:图书馆学概论、藏书建设、文史哲工

具书、图书分类与主题、图书著录与目录组织、西文

工具书介绍、目录学、外文编目、科技文献检索、计算

机检索、读者工作、中国书史等[１７].专业课授课教

师既有校内老师,又有校外老师,校内老师均来自南

京大学图书馆,有倪波、陆伯年、陆修栋、邵士枚、杨
克义、薛士权、魏德裕、平素梅、郑庆耆、吴式超、吴蕴

东,校外兼职教师有吴观国(南京医学院图书馆)、卢
子博(南京市人民图书馆)、邱克勤(南京图书馆)、王
可权(南京航空学院图书馆)等,其余基础课程则是

由南京大学历史、中文、哲学等系教师承担.在恢复

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同时,南京大学图书馆还于１９７８
年招收了目录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两人(顾志华、卢
贤中),由施廷镛先生担任导师,同时聘请南京图书

馆钱亚新先生协助指导(由于南京大学当时不具备

硕士学位授予权,顾志华、卢贤中最后从武汉大学获

得学位).

１９８２年,鉴于首届图书馆学专修科办学成绩显

著,南京大学决定招收第二届图书馆学专修科学生,
此后至１９８４年每年招生.１９８２年,为解决因文革

而导致的高校图书馆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的窘境,全
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决定委托部分高校举

办图书馆干部进修班(这一决议后来得到了教育部

的支持),南京大学接受了委托,面向全国各地高等

学校图书馆,招收以理工科为主的刚留馆工作不久

的大学毕业生,首届图书馆专业干部进修班于１９８３
年９月正式开班,学制一年[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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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南京大学正式任命徐竹生担任

图书馆学专修科主任,徐竹生将“现代化”作为图书

馆学教育发展的重点,购置了现代化教学实验设备,
此举也奠定了新时期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重视现

代技术的基调.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４年,南京大学图

书馆学教育在专科、干部进修班的实践中逐步恢复

发展,这一时期,面对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南京

大学抓住时机、勇担使命,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

大量人才,在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科学研究、图
书馆事业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２．５　从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到文献

情报学系(１９８８—１９９３)

１９８５年６月６日,鉴于图书馆学专修科良好的

办学成绩及基础,同时为了适应图书馆学教育和科

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南京大学正式发布«关于建立图

书馆学系的通知»(南字发[８５]０６５号),批准建立图

书馆学系,邹志仁、徐竹生任副主任(主任暂缺),至
此,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本科教育正式恢复并面向全

国招生,同时停止招收图书馆学专科生.恢复本科

教育的图书馆学系确定了“在传统学科内容的基础

上,实现文理渗透,以现代化管理为特色”的办学指

导思想.１９８５年９月,南京大学图书馆学首批４３
名本科新生入学,与图书馆学本科新生同时入学的

还有图书馆学专业首届第二学士学位班(以下简称

双学位班)同学１４人,这些双学位班同学来自理、
工、农等专业,并已获得各自专业的第一学士学位,
不少双学位班同学毕业后都留系任教(如黄奇、孙建

军、朱庆华等),为南京大学情报学的孕育与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８６年７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审核,
南京大学正式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并于

１９８７年开始招生,至此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形成

了本科、研究生、双学位等多层次培养体系.
图书报刊仅仅是文献的一部分,图书馆也无法

囊括所有的文献管理,在被称为“信息爆炸”的年代,
档案学专业、科技情报专业加入了图书馆学系,南京

大学计算机系检索教研室也逐渐发展成为文献管理

教育的核心力量,图书馆学显然已不能很好地覆盖

这些.有鉴于此,１９８８年９月,南京大学发布«关于

图书馆学系更名及启用印章的通知»(南办发[８８]

１４９号),指出根据教学及科研发展需要,将图书馆

学系更名为文献情报学系,图书馆学专业成立教研

室,由此也标志着南京大学从以图书馆学为主的局

面进入到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并肩发展的局

面,这一变动是为了适应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以及

日趋繁重的文献信息管理需求,而原有的图书馆学

课程也相应变化,增加了更多技术、信息管理的

内容.

２．６　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到信息

管理学院(２０１１—)

１９９４年４月,南京大学为适应信息管理学科发

展需要,培养社会急需的现代化信息管理人才,正式

发文决定将文献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系,２０１１
年又升格为信息管理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成立后,
图书馆学专业与档案学专业合并组建成图书档案

系,首任系主任由叶继元教授担任,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图书档案系分解,档案学专业与学院电子政府、保密

方向组织成档案与电子政府系,图书馆学专业独立

组建图书馆与数字人文系.从信息管理系到信息管

理学院,南京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不

断发展与壮大(２００６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

２００７年一级学科被评为江苏省重点一级学科,２０１４
年一级学科被确定为江苏省重点序列学科,２０１７年

一级学科评估获得“A＋”并于同年进入“双一流”建
设学科).

而就图书馆学而言,在这２０余年中也是取得显

著成就:２００３年９月正式获得图书馆学博士授予权

(首届博士生于２００４年９月入学),２０１０年９月获得

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２１年２月图书馆

学本科专业入选教育部国家一流本科专业,２０２１年

６月,图书馆学专业入选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

程二期项目.随着环境的变迁,南京大学图书馆学

教育的培养目标也发展为培养理论基础厚、知识面

宽、文献功底深、掌握现代信息管理理论、技术和方

法,具备熟练地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组织、检
索、分析、评价和开发利用信息的能力,能在图书馆、
信息服务机构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信息部门从事信

息与知识服务及管理工作,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具
有创新精神的综合性专门人才.但是,不容否认的

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也面临诸多危机与挑战,
如“泛信息化”侵蚀,本科人数相对较少,师资队伍结

构不合理等,如何应对这些危机也成为了南京大学

图书馆学专业未来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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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精神底色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走过了百年历程,这百

年也塑造了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独特的精神

底色.

３．１　人文与技术并重

从图书馆学到图书情报学,其基本属性之一是

人文属性,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在实践、研究和教育中

都应坚守学科的人文传统,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

神的结合、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统一[１９].但是,
图书馆学仅仅有人文也是不够的,需要人文与技术

协调互补、共同前进.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自其

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人文与技术并重的路线,从金陵

大学图书馆学系,到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再到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图书馆学系乃至当下的

信息管理学院,文献学、目录学、图书与图书馆史等

彰显人文价值的内容始终作为基础核心课程存在.
另一方面,早在金陵大学时期,就较早地开设“索引

法”等属于当时“技术型”课程的内容.到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徐竹生主任将“现代化”作为南京大学图书

馆学教育的底色之一,购置现代化教学实验设备,再
到当下信息系统、信息检索(侧重于技术)、数据库、
数字资源管理与技术等诸多现代信息技术课程内容

的引入,人文与技术并重始终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学

教育的基本底色之一.

３．２　倡导学科交叉

在人文与技术并重的基础上,南京大学图书馆

学教育的第二个底色就是倡导“学科交叉”,这在

１９２７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时就能反映.金

陵大学图书馆学系作为“辅修系”,要求学生有一个

主修专业,这从现在来看,就是一种学科交叉.这一

传统也延续到后来的图书馆学双学位班,１９８０年代

南京大学率先在全国举办针对理工科学生的图书馆

学双学位班,这一探索性的文理交叉培养模式,成绩

非常喜人.当下,注重学科交叉渗透,始终是南京大

学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的一大特色,例如叶继元教

授将信息组织当中的规范文档逐渐扩展到学术规范

领域,又将信息资源采购中的资源评价逐渐拓展到

学术评价;沈固朝教授利用图书馆学最基本的方法

与竞争情报、海疆研究相结合,李刚教授将图书馆学

基本方法拓展至智库与纪念馆研究领域等等.综观

当下的中国图书馆学界,特别是在开展图书馆学教

育的“双一流高校”中,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学学科交

叉融合做的是比较有特色的,大大拓展了图书馆学

教育与研究领域的范围.

３．３　研究、教学、服务三者有机统一

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金陵大学在首位华人校长

陈裕光的治理下逐渐形成了“求学本旨,再求致用,
培育人才,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确定了“研究为教

学之基础,服务为办学之实践”“研究、教学、服务”三
者不可偏废[２０]的办学理念,这一理念与传统也为后

来的南京大学所继承.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也一

直秉承研究、教学、服务三者不可偏废的理念,教师

所授课程都是基于其自身领域的研究,例如叶继元

教授的“信息资源建设”“学术规范与创新”课程就源

于自己数十年在文献资源建设、学术规范与评价领

域的耕耘;郑建明教授的“目录学”“公共文化服务概

论”课程,也是与其数十年的研究密不可分;还有徐

雁教授的“阅读文化学”,邵波、欧石燕教授的数字图

书馆相关课程等.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教师在研

究、教学之余始终不忘利用所学服务社会,从金陵大

学时期的李小缘、刘国钧,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

恢复初期的倪波、徐竹生等,再到目前的叶继元、郑
建明、徐雁等,都不忘利用所学服务社会.例如党的

十八大以来,面对高校日益突出的学术规范问题,教
育部邀请有关专家参与制定针对高校的学术不端行

为处理办法,叶继元教授多次被邀请参与讨论,他提

出的很多建设性意见得到了与会专家及教育部有关

领导的认可,被吸纳写入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

的«高等学校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徐

雁教授自２０１６年以来,每年在“４２３世界读书日”及
“９２８孔子诞辰日”前后,都会为各级各类学校学生

和图书馆读者做题为«最是书香能致远———读物选

择与幸福追求»«“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家

风、家教与家谱»等的品牌性公益性讲座,累计数百

场,听讲受众十万左右人次.郑建明教授作为主要

成员参与起草了«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
该条例经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４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３．４　理论与实践相联系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应用性学科,
图书馆学教育对于实践也一直比较重视,这一点在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史中非常明显.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包括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金陵大学图书

馆学专修科,到文革后南京大学恢复图书馆学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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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图书馆学系,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一直是“馆
办系”,即由图书馆负责图书馆学的教学,教师图书

馆实践经验丰富,因此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非常

重视图书馆工作实践.后来,图书馆学专业从南京

大学图书馆独立以后,与图书馆实践领域的联系紧

密度略有下降,但是并未脱节.目前,在南京大学图

书馆学系拥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专任教师中,拥有

图书馆实践工作经历的占比近５６％,除了专任教师

外,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本科的一些专业课程目前也

是由南京大学图书馆老师参与授课,同时在图书馆

学本科课程中设置了图书馆工作实务(不是实习,３
学分)的必修课程,在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图

书馆设立了实践教学基地.此外,还开设了“馆长讲

堂”,定期邀请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

的馆长、副馆长与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同学座谈,
以便图书馆学专业同学了解最新的图书馆发展实

践.而在图书馆学研究生培养层面,也聘请了图书

馆业界人士担任“行业导师”,共同培养满足图书馆

界需求的人才.

３．５　立足中国,胸怀世界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形成的另一重要精

神底蕴就是“立足中国,胸怀世界”.现代图书馆学

是西方舶来品,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也是源自于

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等留美先贤,他们把最先进

的欧美图书馆学引介到中国,立足中国大地,重视中

国问题的研究,这一点在早期图书馆学课程中也有

所体现.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一方面南京大

学重视国际化合作,开设了国际课程,与剑桥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等设立联合实验室;
另一方面,要求图书馆学师生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

国问题,培养适应中国需要的专业人才,例如,金陵

大学时期刘国钧创制针对中国典籍的图书分类法,
并将其运用到教学之中;如今叶继元教授针对中国

实际率先提出研制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并将这些基于中国实际的研究成果融入

“信息资源建设”“学术规范与创新”等课程中.

４　结语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经历百年发展,从人才

培养、社会影响、实际贡献来看,都为中国图书馆学

教育史以及中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发展史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２１],这一百年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是也遇到了

本科教育萎缩、“泛信息化”侵蚀等问题.面向未来,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将坚持人文价值理性,以文

化发展和文化传承作为落脚点,将文化自信作为指

向标[２２],理性对待新技术,创新图书馆学教育模式,
改革图书馆学教育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更好地迎

接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第二个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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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istoryandItsCharactersofLibraryScienceEducationinNanjing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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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historyoflibraryscienceeducationinNanjingUniversitycouldbetracedback１９２２,

from１９２２to２０２２,NanjingUniversityslibraryscienceeducationhasgonethroughahundredyears．This
articlesummarizeditsspiritsthroughreviewingthecentennialhistoryofNanjingUniversityslibrarysciＧ
enceeducation．ItmainlyusedthehistoricalresearchmethodtoanalyzetheChineseandEnglisharchiveson
thistopic．ThespiritsofNanjingUniversityslibraryscienceeducationcouldbesummarizedto５points:inＧ
sistingonthehumanismaswellastechnologyarebothimportant;encouragingtheinterdisciplinary;comＧ
bingtheresearch,teachingandservicetogether;combingthetheoryandpracticetogether;andfocusingon
Chinaaswellasbeingwiththeglobalview．

Keywords:NanjingUniversity;LibraryScienceEducation;LibraryScienceEducati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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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iefIntroductiontotheDonatedBooksofDengGuangminginPekingUniversityLibrary
RaoYibo

Abstract:PekingUniversityLibraryhasnewlyacquiredmorethan６４００volumesancientbooksbelongＧ
ingtoDengGuangmingscollection,ofwhichholdsanimportantpositioninthehistoryofPKUlibrarys
bookdonation．Thecollectioniswellpreservedandrichineditioncategories,withhighliteraturevalueand
culturalrelicvalue．ThecontentsofthecollectionareconcentratedonthehistoryofSong,Liao,Jinand
Yuandynasties,especiallyintheanthologyofSongpeopleandhistorybooksfromSongDynasty,which
canbetterreflectDengGuangmingsacademicpurport．ItcontainsalargenumberofworkrecordsinDeng
Guangmingsacademicresearch,whichistheprimaryhistoricalmaterialsforstudyofDengGuangming,

andisofgreatsignificanceinpromotingthestudyofmodernhistory．
Keywords:DengGuangming;AncientBooks;DonatedBooks;Scholarly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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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述论

□刘洁∗

　　摘要　孑民图书室是解放战争时期受中共北京大学地下党领导的、由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
以借阅革命文献为特点的图书馆.在其存在的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孑民图书室向北京大学学生

及北平中学生群体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加速了青年学生思想层面的革命化,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北平解放后,随着新的历史时期任务的

变化,孑民图书室将全部藏书移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永久组成部分,也开

始了其向知识传播机构回归的学术化历程.考察孑民图书室的历史,对于增进了解北京地区青

年运动史、北京大学校史、以及图书馆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孑民图书室　解放战争　北京大学　青年运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　G２５９．２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５

图书馆是传播知识的重要文教机构,为学习、
研究和文化传承服务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在特定

历史时期,图书馆也会成为传播革命文献与革命思

想的枢纽,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历史变革.成立于

１９４７年的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孑民图书室就

是这样一个革命政治功能突出的图书馆.该室受中

共北大地下党领导,由北大学生创办①,以借阅革命

文献为工作重点.１９４９年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孑民

图书室的使命告一段落,全部图书移交北大图书馆,
成为北大图书馆馆藏的永久组成部分.孑民图书室

的存在时间虽仅一年半,却在北大革命史和马克思

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或是将孑民图书室作

为北 京 近 代 图 书 馆 发 展 史 的 组 成 部 分 加 以 看

待[１－２],或是强调其与近现代作家之间的关联[３],对

于其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干部等方面的研究

还有待深入[４].此外,一些亲历者的叙述虽然注意

到该室的革命政治功能,但只是属于史料的范畴,未
作深入研究[５].本文在参考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
运用北大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日记、
报刊、忆述资料等,试图还原作为“革命的精神加速

器”的孑民图书室,以期推进北京青年运动史、北大

革命史、北大图书馆史的相关研究.

１　在革命运动中诞生

抗战胜利后的北大图书馆是当时全国馆藏最丰

富的大学图书馆,在战前北大图书馆藏书的基础上,
新增伪北大时期收入的木犀轩李盛铎藏书,又于

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８年间多次接收、购买各类机构藏书

和私人藏书,馆藏量急剧攀升.１９４６年馆藏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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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洁,邮箱:ddＧliujie＠cass．org．cn.
关于孑民图书室的创办,一种观点认为该室由北大学生创办,如“孑民图书室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北大学生自己创办的进步图书

机构”(见李庆聪、吴晞编:«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页).另一种观点认为,该室由学生自治会创办,如“孑
民图书室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一个进步图书机构”(见吴晞编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０６页).事实上,孑民图书室成立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１日,其时北大学生自治会尚未成立(直至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３日才成

立),由院系联合会代行自治会的职能,故从时间来看,该室不可能由学生自治会创办.此外,据藏于北大档案馆的«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为筹

办孑民图书室给胡校长的报告»,该室向校方登记备案时也是以院系联合会的名义进行,而非学生自治会(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

料»第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７１页).考虑到自治会和院系联合会均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本文采用孑民图书室是“受中共北

大地下党领导、由北大学生创办的”图书机构进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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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８９４９ 册,１９４８ 年 北 平 解 放 前 夕 达 到 ７２４８９４
册[６](１０３).又据档案所载,１９４８年北大图书馆经费

开支占学校总支出的７％[７],可见北大校方相当重

视图书资源建设.那么,坐拥百城的北大学生,为何

另行成立孑民图书室?
孑民图书室的成立,主要是当时北大学生迫切

渴望学习革命理论的结果.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解
放战争正激烈进行,在中共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下,北
大学生多次走在北平学生运动的前列,校内出现了

许多学习马克思主义及中共政纲的左翼读书会.但

这些读书会所需要的革命文献却不易获得,这是因

为:一、国统区通胀严重,青年学生的购书能力十分

有限,而当时的北大图书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左

翼书刊的订购不足[６](１０５),一些左翼报刊如«文汇

报»、«新华日报»等几乎不购[８](４４),尽管学生多次促

请图书馆增订左翼书刊,均遭拒绝;二、一些革命书

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印刷品,其出版传

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止.
受以上因素影响,革命文献十分难获取,学生们

便将各自的左翼书刊凑到一起,形成一批公用书刊.
北大大一学生会①就是用这个办法积累了一百多本

书刊,形成孑民图书室的雏型[９](２６).北平其他大学

的学生也用类似办法成立了左翼图书馆,如清华大

学的一二一图书室等.１９４７年秋,大一学生即将升

入大二,“大一学生会”行将解散,该如何处理这些书

刊? 大一学生会主席、史学系地下党员周桂棠和他

的同班同学陈宗奇决定以这批图书为基础,成立一

个以借阅革命文献为特色的图书室,受北大院系联

合会领导[１０].周桂棠先是将书交给史学系同学戴

秉衡②保管,很快,陈宗奇也参加保管[９](２６－２７),几个

人立即开始创办图书室的行动.
首先,他们需要确定图书室的名称和宗旨.经

过商议,决定以老校长蔡元培的字“孑民”来命名图

书室,这样一是寓意“兼容并包”的办馆宗旨,易于得

到北大师生的好感;二是政治色彩有所淡化,有利于

安全.与之相应,藏书种类也尽量做到兼容并包,不
局限于革命文献[１１].名称和宗旨确定下来之后,图
书室开始募集图书,很快募到９００余册图书,加上大

一学生会原有的１００多册书,至正式成立时,共有约

１２００册图书[１２](１７８).
其次,孑民图书室的成立本就是在校图书馆的

基础上另起炉灶,本身也设在北大校内,这就必须取

得校方的谅解和支持.为此,图书室首先尝试争取

校长胡适的支持.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档案资

料,胡适对孑民图书室的态度是:“认为学校有图书

馆,这事没有必要”[１１].另一份成稿于１９４８年３月

的内部工作报告则写道:“因为和学校的关系没有弄

好,尤其是胡适的态度一直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所
以使她的发展受到地方的限制,直到现在仍然是在

一间很小的房间中”[１３].由此可知,胡适并不赞成

成立孑民图书室,因此该室只能以原“大一学生会”
的 社 址 为 阅 览 室,是 为 红 楼 一 层 １６７ 号

房间[９](２６－２７).
在胡适处受挫后,图书室转而寻求教授们的支

持,写信聘请他们担任图书室名誉导师.为礼貌起

见,学生们也给胡适寄了聘书:“本会经过数日筹备,
已大致就绪,为纪念蔡孑民先生起见,拟定名为孑民

图书室.并拟请校长为名誉顾问,指示一切”[１４].
尽管北大图书馆所藏的油印版«孑民图书室组织大

纲»的“我们的导师”一栏中有胡适[１５],但根据北京

市档案馆所藏的一份成稿于１９４８年６月的文件,聘
书寄出后,胡适“却一直没将允聘书交回”[１１],意即

胡适没有允聘.考虑到胡适最初就不赞成成立该

室,本文倾向于认为,他没有答应担任导师.胡适此

举自有其考量所在,他心知学生创办孑民图书室是

为了传播革命思想,身居国统区大学校长位置的他,
自不便加以支持.

虽然胡适态度如此,其他教授却大多欣然允

聘[１１].考察其中缘由,一是一些教授希望借此了解

中共的政纲和解放区情况,二是也有一些教授对成

立图书室的政治意图不甚了解.诚如该室的工作报

告所言:“大部分教授觉得这是一种学术性的东西,
所以不会理解到她所起的别的作用”[１３].由于得到

教授的支持,孑民图书室在和校方交涉时就获得了

转圜的余地,相当于获得“半合法”地位.以此之故,

１９４８年３月,在提及校方的态度时,该室自嘲道:校
方“起 初 在 表 面 上 反 对,现 在 表 面 上 也 敷 衍 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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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一学生(１９４６级学生)是解放战争时期北大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的群体,在全校学生自治会尚未成立时,大一学生会率先于１９４７年

初成立.

１９４８年下半年,戴秉衡离开北京大学,奔赴解放区,改名戴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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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１３].
有了一些书刊,有了阅览室,有了教授们作为名

誉导师,孑民图书室开馆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遂于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１日正式成立.图书室下设管理股、
募集股、资料研究股、总务股、编目股、联络股等机

构[１３].在隶属关系上,图书室先是受北大院系联合

会领导,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北大学生自治会成立后,改隶

于学生自治会学艺部.由于学生自治会受中共北大

地下党领导,故该室实际上也是中共地下党工作的

组成部分.

２　在革命中艰难发展

孑民图书室成立后,面临扩充书刊、图书编目、
筹集经费、寻找房源等日常性困难.本节就这些日

常性困难展开讨论.
第一,由于缺乏资金,图书室面临扩充书刊的难

题.为此,他们采取了以下办法.一是在校内师生

中募集图书,发动师生捐献多余书刊.二是利用捐

款买书.三是经沈从文等名誉导师介绍,给各出版

社和文化名人写信募书.沈从文不但直接写信向朋

友们募书,还给学生提供募书线索,譬如让上海学生

利用暑期返家的机会去找«大公报»记者刘北汜,通
过刘获得许多其他作家的联系方式[１６].１９４７年秋,
孑民图书室就是用这个办法给全国各地的出版机

构、书店寄去１０００多份捐册.至当年冬天,这些捐

册陆续收到回音,“一包包的新书不断从邮局送来,
四十多种杂志也相继寄到”,此外还收到巴金等著名

作家的赠书,其中最富有价值的当属许广平捐赠的

«鲁迅全集»纪念本[１２](１７８－１７９).
孑民图书室的第四个图书来源是北大地下党领

导的左翼书店———文化服务社.文化服务社位于北

大民主广场的一间平房,借助北大校园不易受国民

党军警直接干涉等有利条件,翻印、售卖马克思主义

相关著作和解放区的革命书刊,以此颇有盈利[１７].
由于孑民图书室与文化服务社同受北大学生自治会

领导,经过自治会和地下党的协调,文化服务社对孑

民图书室从经费到书源上都给予很大支持[１８].通

过以上几种方式的努力,图书室藏书不断增加.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开馆时仅有１２００本书,不到一年后的

１９４８年７月,已有书籍５０００余本,资料２０００余册,
杂志４０余种[１９](４４).

在藏书种类上,孑民图书室尽量广收各类书刊.

馆藏的全部图书中,解放区出版的图书仅占１０％,
其余大部分是国统区普通图书.报刊杂志也是如

此,左翼报刊仅占 ２０％,«观察»等一般性报刊占

７０％,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背景的刊物[１３].这当然

是出于安全考虑,北大当时虽有“小解放区”之称,毕
竟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孑民图书室不得不采取一

定的“安保”措施.事实上,那些国民党背景的书刊

在关键时刻很能发挥作用.一次,国民党北平市党

部来人查看孑民图书室,大家便把馆藏的«中国之命

运»摆放在显眼位置,把中共的«群众»杂志收起来,
于是安然过关[２０](４８).

第二,孑民图书室成员均非图书馆学专业出身,
图书编目是他们的难题.图书室先后进行过两次编

目.第一次是创馆初期,由毫无编目经验的７名史

学系、中国语文学系(以下简称中文系)等专业的学

生用４天时间仓促完成[１９](４６).这次编目的缺点很

快暴露出来:“编目类别太少,有很多缺门,分类方法

也不尽合理,来了新书插不进去,勉强插进去,谁也

查不到”,图书室遂决定在１９４８年暑假进行第二次

编目.这次编目吸取前次教训,向袁同礼、余光宗等

图书馆学专家请教,认真参考刘国钧先生所著的关

于图书编目的著作,结合图书室的实际情况,创造了

一套相对科学的编目方法[２０](４９－５０).由于藏书量剧

增,编目量变大,参与此次编目的人数远多于第一

次,室友、同乡、同班同学均被发动参加,大家“紧张

战斗了两个星期,最后一天开了一个通宵夜车,终于

将五千多册书全部编好了目”[２１](３６).
第三,经费问题始终困扰着孑民图书室.在图

书室工作的学生均是无偿服务,即便如此,诸如“写
信须要邮票,募捐要印捐册,编目没有卡片,出壁报

又没有纸”等基本费用仍不可避免[１２](１７９).当时国

统区物价飞涨,经费问题更形突出.事实上,图书室

开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经常费,即维持图书室基本

运转的办公费用;二是谋求图书室发展壮大的购书

费.经常费由院系联合会(后来改由学生自治会拨)
按月拨给,１９４７年下半年每月拨５０万至１００万[１１].
随着物价上涨,１９４８年３月增至每月１５０万.参照

当时物价指数,这些数额还不及一个大学生每月的

基本生活费[２２],因而非常拮据.图书室屡次向北大

训导处请求补助,均被答以“学校无钱,如果教育部

有课外活动费用,一定给你们”[２３](１４７).此外,图书

室还 通 过 义 演 电 影 «列 宁 在 一 九 一 八 »来 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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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２３](１２８).社员陈宗奇将自己的生活费(当时称为

“公费”)也捐给了图书室[２３](１２６).中学生在图书室

办读者证所缴纳的保证金亦被充作经费[２３](１５１).至

于图书室的购书费,主要靠节庆日大型募捐获得,其
中以１９４８年５月４日校友“返校节”的募捐最为成

功.当天,图书室全体成员分为八个宣传小队一齐

出动,共募得６５００余万元[１１].孑民图书室决定将

这次募捐所得全部用来购书.
第四,图书存放需要空间,房屋是图书室的又一

大难题.由于胡适最初即视孑民图书室的成立为

“‘多余’之举”[２２],该室向校方申请扩大房屋便屡遭

挫折,从成立至翌年７月一直“屈就”在红楼１６７号

的狭小房间中,十分拥挤:“每天有好几百人在这里

读书、看报、翻阅杂志,这里是拥挤的,甚至出入都得

小声说‘劳驾,劳驾’”[１９](４４).经过反复交涉,１９４８
年２月底,校方终于同意将红楼一间地下室拨给孑

民图书室.从此,红楼１６７号是办理借还书的阅览

室,红楼地下室则是图书室成员日常工作和交流的

场所[１１].随着藏书愈来愈多,红楼１６７号也渐渐容

纳不下,需要更换一间更大的阅览室.校方表示碍难

解决,图书室只好从学生方面着手,劝说一些住在红

楼的学生搬至其他宿舍,以腾出空间做阅览室.这

样,１９４８年７月,阅览室先是从红楼１６７号迁至红楼

１０４号,待秋季开学后,经校方同意,又从１０４号迁至

１６０号[１２](１８１).从此,孑民图书室才算安居下来.
尽管面临募书、编目、募款、寻房等几大日常难

题,孑民成员们却以巨大的热情克服困难,使图书室

在困难中发展壮大,从而真正发挥革命的精神加速

器的作用.

３　成为革命的精神加速器

根据孑民图书室内部工作报告,该室的作用是:
“(一)教育同学、服务同学(包括北大及中学同学);
(二)吸收一部分中间同学参加工作,使他们在工作

中改变”[１３].其中,前者是就读者而言,后者是就图

书室工作人员而言.因此,图书室的革命宣传作用

是双向的:既向读者传播革命思想,又借由图书室的

工作培养一批革命干部,发挥革命的精神加速器的

作用.在国统区从事这一工作相当危险,但孑民成

员们藉此锻炼了应对危难的本领,也愈发坚定了革

命意志.

３．１　推动工作成员群体的革命化

检视孑民图书室的成员队伍,一个显著特点是

他们大多是历史或中文专业出身.在初创成员中,
陈宗奇、戴秉衡、周桂棠均来自史学系,田觉狮来自

中文系.其后,他们又介绍本系的同学加入图书室.
可见,初创者的学科背景和人际网络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图书室后来的人员构成.此外,文史专业自身

的学科特性也是形成这一局面的因素之一.自抗战

以来,文史专业、尤其是史学专业,向有关心国是、积
极参加学运的传统,这是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选择

史学专业的,往往是一些本来就高度关心国家命运,
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人[２４]①.对此,«北大１９４６
－１９４８»一书称,“史学系同学在北大是颇为活跃的

他 们 希 望 能 从 历 史 的 发 展 里 发 现 新 的 道

路”[１９](１６－１７),此言不虚.由于这些因素,孑民成员以

文史专业为主.
孑民成员的第二个共性是喜爱阅读、性格内向、

不喜张扬.当时地下党在北大成立了许多社团,歌
舞类的有沙滩合唱团;文学创作类的有文艺社;体育

类的有北星体育社,以便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爱好.
关于孑民图书室所吸引的特定人群,孑民成员李德

文做了精辟总结:
“有的喜欢读书;有的性格好静;有的不善于或

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进行活动;有的参加过

一段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感到需要坐下来读点书

充实提高自己,有的甚至看不惯那些跳跳唱唱、大喊

大叫的人,认为是在出风头,而愿意做点要静一点但

实实在在的工作;等等.他们喜爱‘孑民’丰富的藏

书和安静的环境,自愿来工作,工作起来是那样的踏

实、认真、负责”[２１](３９).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对这些性格内向的爱书人

士来说,在孑民图书室工作既是服务他人,同时也充

满乐趣.戴秉衡自承:“我素性爱书保管这点书

籍不是什么负担、而是一种乐趣”[９](２６).尽管他们最

初加入孑民的动机是为了看书方便,但在与革命文

献的朝夕相处中,他们自身也逐渐革命化.社员杜

槐林就是一个典型.在孑民图书室成立之前,杜槐

林曾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运动结束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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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兆武曾分析自己选择历史专业的原因:“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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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党员何璞荪有意介绍他加入民青①.但杜对民青

一无所知,误以为民青就是民盟,故以“政治上赞成、
支持他们的活动,但不参加他们的组织”为由婉

拒[２５].这是当时的普遍情形,即许多学生出于一时

热情而参加游行,游行结束后,思想觉悟并没有根本

提升.直到加入孑民图书室,杜槐林“读到了在别的

地方找不到的书刊,在革命思想哺育下,逐步成长起

来参加革命”[２０](４７).１９４８年底,杜槐林经陈宗奇介

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２０](４７).许多其他的孑民成员

也是在图书室工作期间发生了类似的思想转变,从
而加入了民青或中国共产党,可见孑民图书室确实

对其成员起到了“像春天的毛毛雨似地‘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２０](４７),推动了他们的革

命化.

３．２　推动读者群体的革命化

作为革命的精神加速器,孑民图书室的另一作

用是推动读者的革命化.图书室的读者群体分校内

和校外两部分.校内读者凭学生证免费借书,每天

都有几百人来借阅书刊,即便是夏季的午休时间,当
大部分人在午休时,该室仍“坐满了看书、查报纸、摘
笔记的人”[２６].因书刊供不应求,为加快流通速度,
图书室规定一本书只能借出７天,逾期罚款.史学

系学生罗荣渠在其日记中记到,因逾期一天而被罚

了５万元[２７](３３４).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思想上处于中间状

态的罗荣渠,却跑到孑民图书室借阅«马克思传»,可
见那时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潮流.同样处于中间

状态的中文系学生艾治平也是图书室的常客,晚年

回忆时曾特意提及:“对我来说,她还是一个良好的

‘避风港’,得到任何政治违禁的书,往往来这里挤进

一个角落里阅览.有时为赶还书的时间,怀里揣着

两个窝窝头,便是一顿午餐”[２８].其实,即便是思想

保守的学生,也常去孑民图书室看书[２９].据当时的

档案资料记载,该室读者以中间立场的最多(占

５０％),其次是左翼读者(占４０％),立场保守的读者

占１０％[１３].
除北大在校生读者之外,孑民图书室还有一些

来自校外的北平中学生读者,数量约相当于前者的

１/４[１３].
向中学生开放借书,是中共地下党对北平学生

运动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当时北平学运主要在大

学开展,中学生较少参加,这导致“在中学的工作,远
落于形势之后”[３０].为此,中共北平党组织采取过

许多举措加强中学生工作,先是邀请中学生到北大

参加１９４７年五四纪念活动,后又于１９４８年年初举

办面向中学生的寒假补习班,均遭到国民党当局的

压制.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的孑民图书室,正是

在此情形下决定向中学生开放借书,藉此播撒革命

火种.
这项工作不易开展.其一,中学生面临升学压

力,又多在北平住家,受到学校和家长的双重约束,
较难发动;其二,联络中学生需要跨校,意味着更多

不确定的危险;其三,中学生的思想状况不好掌握,
地下党不易找到可靠的联络人,必须制定一套安全

可行的办法.１９４８年２月,图书室先是通过华北学

联联络部、寒假补习班教师等关系,调查各中学中较

为积极的学生,发给他们“基本读者证”作为借书凭

证,再由他们将书刊分给本校进步学生[１１].为保障

中学读者安全,读者证上仅印有编号和图书室章印,
其他关于读者姓名、学校、住址等信息均登记在另一

笔记本上,由一位同学专门保管.每当学校面临国

民党当局镇压的危险时,就把这个笔记本藏起来或

者销毁[３１](５４).此外,图书室还编印一份辅导中学生

功课的刊物«学习».
据一位汇文中学学生回忆,他在不到半年的时

间里从孑民图书室借了数十种图书,例如«我的童

年»«在人间»«大众哲学»等.后来,这位中学生因从

事革命工作而离开汇文中学,每当他到北大民主广

场与地下党员见面,“不是先到就是后走,为的是挤

出时间去红楼孑民图书室翻阅近期出版的报刊”,这
成为他的习惯[３２].基本读者数量最多时曾达８００
多个[２１](３７),考虑到一个基本读者证往往由多人同时

使用,实际受影响的中学生人数则远超过８００人.

３．３　应对危机、迎接解放

革命本身意味着危险.孑民图书室先后两次面

临国民党当局施加的巨大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的 “四 月 风 暴”.

１９４８年３月底至４月中下旬,国民党北平当局接二

连三镇压学生运动,学生连续罢课半个多月,北大校

园随时可能被军警闯入,孑民图书室处于危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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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１９４５年初成立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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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３３].４月１１日,北大红楼和东斋遭遇砖块袭击.
当天,图书室决定闭馆,同时组织珍稀革命文献进行

“逃难”.为寻找合适的藏书地点,同学们决定把一

部分书藏在红楼锅炉房.该房在冬季是供暖房,其
他季节闲置,不易受人注意.从工友处拿到锅炉房

钥匙后,同学们把书刊放进一人多高的大锅炉中,用
废纸盖好,钥匙由专人随身保管[３１](５５－５６).此外,还
有一部分书被藏在红楼屋顶和灰楼,后者因系女生

宿舍,军警不能轻易闯入,是历次学运中藏书藏人的

不二之选.与“书籍逃难”同时进行的,是基本读者

名单的“逃难”.直到４月２０日,“四月风暴”进入尾

声,孑 民 图 书 室 才 将 疏 散 出 去 的 书 刊 搬 回

来[２３](１３３－１３５).在此前后,由于大部分学生投身于学

运之中,来孑民图书室看书的人明显变少,中学生更

因为政治高压而不敢来北大借书[１１],所幸没有书刊

和人员损失,随着运动结束,危机也告结束.
第二次危机是１９４８年８月的“八一九”大逮捕

及其余波.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９日、８月２０日,国民党当

局以“肃清奸匪职业学生”为由,将涉及９３名北大学

生的待“拘提”“传讯”名单送达北大,要求校方交人.
在这９３人中,大部分人不在校,此外仍有１５人滞留

在北大沙滩区.经过校方反复与北平当局交涉,军
警最终未能入校逮捕.８月２４日,北大训导长贺麟

陪同北平市警察局的几位要人巡视沙滩区一圈,封
锁即告解除[３４].困在沙滩区的“上榜学生”得以离

开北大,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学籍[３５].这次事件一

般被称为“八一九”大逮捕.
对孑民图书室而言,“八一九”造成的影响有两

方面,一是书刊,二是人员.首先,图书室再次被迫

转移馆藏革命文献.由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

“八一九”期间先后遭军警入校搜查,同学们因此担

心北大也将遭到搜查.以此之故,孑民图书室在事

件发生后很快转移了革命文献.此次转移远比“四
月风暴”时间长,直至北平和平解放,这批图书才返

回书架,重新流通[２３](１５２,１７５).
其次,图书室人员也面临青黄不接.“八一九”

大逮捕发生后,“上榜学生”均不能返校,其中有的是

地下党员,有的是自治会理事,结果造成“自治会因

为理事大都走光几乎不能展开工作”[２７](４０６).北大

为此在１９４８年秋季举行新一届自治会改选,许多孑

民成 员 因 当 选 为 自 治 会 理 事 而 退 出 了 图 书

室[２３](１６１).此外,在临近解放之际,大批学生奔赴解

放区,其中就包括图书室骨干成员陈宗奇、杜槐林等

人[２３](１６８).这些人的离开和退出,使图书室几乎难

以为继.留下来的人,工作热情也不高.围绕北平

的战与和,大家日夜关注局势进展,聊天之风盛行,
谁也无心工作,来看书的读者也很少[２３](１７２－１７３).凡

此,使１９４８年下半年的孑民图书室在书籍、读者、工
作人员等三个方面俱显寥落.其实,从另一方面来

看,这也预示着孑民图书室即将完成阶段性使命.
图书室成立的初衷本就是用革命文献教育学生,同
时吸收一部分中间分子参加革命.至北平解放前

夕,大批学生完成了革命化的思想转向,成批离开校

园,奔赴解放区,这预示着新的历史阶段即将到来.

４　结束与新生

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北平和平解放.身处历史

转折关头的青年学生面临着抉择.如前所述,１９４８
年下半年,大批学生前往解放区或南方,使全校注册

人数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的２９０１人[３６]减至１９４９年初的

２２６９人[３７].１９４９年上半年,北大掀起参军参干的

热潮,学生人数进一步减少至１８７１人[３７].北平市

军管会接管各大学时,就遇到“学生中进步的优秀的

南下与投考三大学者太多,影响学生工作”的问

题[３８].因此,一方面是学生人数大量减少,一方面

是解放后的北大百废待兴,开展工作亟需人手,于是

往往出现一人身兼数职,忙得不可开交的状况.在

上述形势影响下,孑民图书室的工作人员和读者人

数进一步减少,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被提上图书室

的议程.１９４９年三四月间,孑民图书室为此专门开

了一次会.
会上出现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孑民图书

室在解放前深受国民党当局的压制,现在压制已不

复存在,应趁机扩大发展.第二种意见认为,孑民图

书室的产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即北大图书馆

以前没有充分满足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现
在既已解决这一问题,孑民图书室也就不必再办.
第三种意见则主张逐步过渡.鉴于北大图书馆正在

调整,因而对孑民图书室不能遽然取消,而应分步骤

地将其藏书移交给北大图书馆[３９](８３－８４).
最终第三种意见占了上风,江孝绰和赵树芝两

位同学受命前去北大图书馆联络.新任北大图书馆

馆长向达教授欣然同意接受孑民图书室的全部藏

书,决定先派几位职员到孑民图书室值班并管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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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书,以便于孑民成员们立即脱身出来,从事新的工

作[４０].其后,北大图书馆对孑民图书室的全部藏

书、卡片和文书档案进行清点、交接,重新向师生开

放借阅,馆址也从红楼迁到孑民堂附近的一个院子,
继而迁到沙滩北大图书馆二楼西侧的大阅览室.

１９５２年,又随北大搬到燕园[４１].从此,孑民图书室

的藏书成为北大图书馆馆藏的有机组成部分.至

今,带 有 “孑 民 图 书 室”中 文 字 样 和 “JyeＧMin
MemorialLibrary”英文字样的蓝色印章的孑民图书

室藏书仍在北大图书馆被广泛借阅和使用,成为北

京大学知识宝库的一部分.
考察孑民图书室的历史发展过程,能够丰富北

京大学学生运动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历史细节,
再现那一代北大学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勇于探索

救国真知的精神风貌,重申北京大学爱国进步的精

神传统.同时,孑民图书室的历史变迁也反映了近

代图书馆兼具知识传播功能和革命政治功能的双重

功用及其相互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转换.知识传播

功能是图书馆的常态功能,革命政治功能是特殊历

史时期的非常态功能.在革命年代,孑民图书室主

要是发挥作为“革命的精神加速器”的非常态功能,
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加速青年学生思想层面

的革命化,从而推动革命取得胜利.随着新中国成

立后国家从革命时期走向建设时期,孑民图书室完

成阶段性使命,并入北大图书馆,开始向常态化的知

识传播机构回归.对当今读者而言,孑民图书室的

藏书和北大图书馆其他藏书一样,俱是获取知识、开
展研究的历史文献和工具,而其革命精神则融入了

北大图书馆自五四以来所形成的革命传统当中,历
久而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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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JyeＧMinMemorialLibrarywasledbytheBranchesofPekingUniversityoftheCommuＧ
nistPartyofChinaandfoundedbystudentsofPekingUniversityduringtheLiberationWar．ItwascharacＧ
terizedbyborrowingMarxistbooksanddisseminatingMarxistideas．Intheshortperiodofoneandahalf
yearsofitsexistence,theJyeＧMinMemorialLibraryhaswidelyspreadrevolutionaryideastothecollege
studentsandthemiddleschoolstudentsinBeiping,acceleratedtherevolutionizationoftheideologicallevel
ofyoungstudents,setoffamassmovementtolearnfrom Marxism,andeffectivelycooperatedwiththe
processoftheLiberationWar．AftertheliberationofBeiping,withthechangeoftasksinthenew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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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apermanentpartofit,andalsobeganitsacademicprocessofreturningtotheknowledge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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