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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馆藏建设研究∗

□张琦

　　摘要　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档案,从方志采购的背景、经费、时间、方式、来源

与成效等方面对民国时期该馆方志收集历史开展研究与分析,揭示其对哈佛燕京图书馆早期馆

藏建设以及哈佛大学乃至北美中国研究的影响,为方志流播海外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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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着悠久的编修方志文化传统,在两千多

年的历史中产生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的

地方志(以下简称方志),不少方志也通过多种渠道

流播到日本和欧美等地.这些存藏于海外的方志典

籍,是中华灿烂辉煌文化的重要见证,也是厘清中华

文明发展脉络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源.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北美地区收藏

中国方志最丰富的机构之一①,现收藏有１９４９年前

修纂的方志２９２２种[１],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这

些方志是如何漂洋过海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的? 为

探究这个问题,笔者通过查阅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

国时期购书发票等档案资料②,共整理出２２００余种

方志的采购记录,约占哈佛燕京图书馆现藏旧方志

总量的近８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哈佛燕京图书馆

方志馆藏来源,可为方志流播海外的历史研究提供

参考与借鉴.

１　对方志价值的认识

美国的中文藏书建设与其中国研究的兴起和发

展密切相关.自１８７６年起,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陆续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的

课程,并开始收集与中国研究有关的书籍与文物.
方志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文献,其史学价值,尤其是其

对于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很快为美国学者所重视.

１９１７ 年,美 国 国 会 图 书 馆 馆 长 朴 特 南 (George
HerbertPutnam)通过江亢虎致函中国各级政府征

集方志,指出“此项书籍裨益甚大”[２].１９２１年,协
助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方志的农林学家施永格

(WalterTennysonSwingle)在 «中 国 历 史 史 料»
(ChineseHistoricalSources)一文中,特别介绍了中

国的方志资源,认为方志对研究中国任何历史阶段

的文明都具有很高的价值[３].１９３６年,哈佛燕京图

书馆馆长裘开明在向哈佛燕京学社提交的报告中指

出,方志包括中国各个地区的地形、历史、地理和人

物传记、考古、经济以及各时期重要的统计数据,对
众多分支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４].同

年,裘开明在«美国中文图书馆改良计划»(Project
for Improve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in
American)中指出培养人才和丰富馆藏是确保美国

的中国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两个重要因素,他
认为当时只有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和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能够满足中国研究

的需要,并指出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在中

文馆藏建设方面的不足,如严重缺乏方志、个人文集

和全集,而这三大类文献对各种研究尤为重要[５].

１９３８年,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SergeElisséeff)
致函裘开明指出“我们不仅对善本方志感兴趣,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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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的方志也感兴趣,这样每个省都能通过地方

历史的形式展现出来”[６].可见,美国中国研究的兴

起与发展直接推动了各图书馆对中国方志的收集.

２　方志采购经费

哈佛燕京图书馆成立于１９２８年,隶属哈佛燕京

学社,其购书经费主要来自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

京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将方志作为馆藏建设的重

点,在采购经费分配时也向方志倾斜.１９２８年,哈
佛燕京图书馆委员会在讨论馆藏发展的优先顺序

时,决定在每年１００００美元拨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

预算,其中地方志１０００美元,仅次于丛书(２５００美

元)、传记和一般性参考工具书(１５００美元)和考古

学和艺术类图书(１５００美元)[７].１９２９年,哈佛燕京

图 书 馆 第 一 个 五 年 规 划 (Memoranda VI:

HarvardＧYenchingInstitute,MappingoutaProＧ
gram,FirstPeriodofFiveYears,TheLibraries

oftheInstitute)建议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提供４－５
万美元的购书费,重点收集欧洲汉学著述、中国地方

志、未收入丛书的中国文集、善本、杂集等文献[８].

１９３５年,裘开明馆长向学社提交报告«哈佛图书馆

的中 国 地 方 志»(ChineseLocal Historiesinthe
Harvard),阐述了方志的特点、对于汉学研究的重

要性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收藏

情况,指出哈佛燕京图书馆每年的购书经费不足以

满足其搜购方志的需要,要求学社增加用于购买方

志的经费预算,获学社董事会批准[９].从１９３８年

起,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将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方

志的年度预算提高到 ２０００ 美元,并一直持续至

１９４１年.从１９３６－１９４１年度哈佛燕京图书馆购书

经费支出分配情况(见表１)可以看出,在每年的购

书经费中,方志采购经费都占据了其中较大比重,部
分年度支出金额甚至超过其他所有图书.

表１　１９３６－１９４１年度哈佛燕京图书馆购书经费支出分配表(单位:法币)[１０]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方志支出 ９１９．６１ ８７１４．６６ １３９１１．３４ ２１６２８．０２ ３５３４８．６０

其他图书支出 ２８７３．０４ ５４０７．２２ ２３８７７．５６ ５４３７１．７４ ３４５７４．８０

３　方志采购时间

３．１　何时开始采购

哈佛燕京图书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方志的

呢? １９８５年吴文津先生在其«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

方志及其有关资料存藏现况»一文中认为“起始于

１９３０年代”[１１].但笔者梳理方志采购档案发现,哈
佛燕京图书馆自建馆之初就开始收集方志,仅在建

馆第一年,即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度就收集了２００余种方

志.目前笔者所见哈佛燕京图书馆最早入藏的方志

是１９２８年９月２６日入藏的清乾隆刻本«登封县

志»,是北美地区较早开展方志收藏的图书馆之一.
３．２　采购高峰

从１９２８－１９４１年,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方志馆藏

从无到有,１４年间年均采购方志１６０余种.特别是

１９３７年后,方志采购数量呈爆发式增长,这种趋势

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１年,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采购的

高峰.这５年共采购方志１５９５种,占现有方志藏量

的５４．６％,其中仅１９３９年就采购了５３０种方志,为
各年份采购方志数量之最.这一时期比较大宗的方

志采购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８日从松筠阁购入方志８１

种,书款９６７．７元;１９３９年１月３０日、６月２日、１２
月１１日分别从富晋书社购入方志８８种、７３种、４１
种,书款１６９５．４４元、２２６０．２７元、２４１０．４元;１９４１年

３月２４日从文殿阁购入方志９６种,书款１２９８６元.

图１　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采购情况①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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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仓储、海运邮寄等原因,各年份方志采购数量与入藏数

量有所差异.如１９３７年购买的清康熙刻本«泌阳县志»,发票开具时

间为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１日,而入藏时间为１９３８年４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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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乡间私

藏,率步散亡,流落平市者,珍秘籍,颇为非尠,平日

不易见,不得之图书,往往遇之”[１２].而这一时期,
国内主要图书馆大多疲于西迁,躲避战火,艰难维

持,根本无力在市场上搜购图书.裘开明认为“现在

是在中国图书市场购买图书的好时机”[１３],并向哈

佛燕京学社申请更多的采购经费,“由于缺乏资金,
在中国只购买了３５６种３３０４册低价的地方志,还有

８６种９３９册珍稀地方志尚未购买,故申请２０００美

元购书经费[１４].叶理绥社长同意了裘开明的申请,
认为“现在这个时期正是购买中国地方志的好时机,
因为中国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没

在购买此类书籍,仅有燕京大学图书馆在采购”[１５].
并表示“我对地方志采购和汉和图书馆是否能搜集

一批新的重要的地方志非常感兴趣”[１６].在学社经

费的支持下,哈佛燕京图书馆１９３６－１９４１年间用于

方志采购的支出达法币８０５２２．２３元,其中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年度、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度分别为２１６２８．０２元和

３５３４８．６０元,比同期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１４３０４
元[１７]、１８０００元[１８])全馆全年的购书经费还多.这

一时期战乱导致私人藏书纷纷散出,与此同时哈佛

燕京学社加大了对方志采购的经费投入,使得哈佛

燕京图书馆比过去购得了更多的方志.

１９４１年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哈佛燕京

图书馆包括方志在内的图书采购工作大受影响.裘

开明在致何多源的信函中指出,“中国交通不便,搜
购刊物极感困难,且时有损失.中国自经此次

抗战后,许多以前认为最普通之书,现在亦难于购

得.乱世如斯,公私所藏书 如 秦 火 胡 灰,都 非 意

外”[１９].因战争原因,这一时期的购书活动未留下

相关档案资料.

４　方志采购方式

哈佛燕京图书馆远在大洋彼岸,无法像中国国

内图书馆那样在方志采购方面具有地域优势.因

此,哈佛燕京图书馆主要通过直接向书商下单采购、
委托燕京大学图书馆和个人代购、直接派员来华采

访等多种方式开展方志采购工作.

４．１　直接从书商处采购

为扩大征集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通过印发征

购宣传单,或在报刊上刊登征购广告等方式,吸引有

意的店家接洽议价买卖.１９３５年,裘开明起草向中

国各古籍书店征集所售中文方志及丛书目录的通

告,通告要求目录中提供书名、撰人、版本、刻印年代

(或修志年月)、册数、纸质种类等信息[２０].并向中

国各省的重要书商邮寄了约１４０封信,请求提供地

方志和丛书的价格目录[２１].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

后,为征集西南地区方志,哈佛燕京图书馆分别在

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１日«云南日报»以及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１
日«云南朝报»刊登«收买云南等省志书等»的广

告[２２].笔者在购书发票中发现了１９４０年用于排印

征购方志单的两张发票,其中一张５月２７日已是第

三次印刷,每次１００份,由此可见征购单发放的范围

不小.在征购广告的宣传下,大批书店向哈佛燕京

图书馆提供了待售书目.如１９３５年,哈佛燕京图书

馆共收到北平、上海、杭州和苏州等地约２０家书店

所提供的１０３１种方志目录[２１].哈佛燕京图书馆现

还收藏有当时各书店所提供的待售书目１００余册,
涉及书店近４０家,其中包括不少方志目录.这些书

店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地方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

与信息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综合考虑价格、版本、
印刷方式、纸张等因素,将所选购之书目信息发给各

书店.书店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选购的方志汇集后

开具双份发票,其中发票正本寄至燕京大学图书馆

哈佛购书处付款,副本与书籍同时直接寄哈佛燕京

图书馆[２３].直至今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部分方

志的函套上,依旧保留着当时书店的印章或贴条.

４．２　委托燕京大学图书馆代购

哈佛燕京图书馆除向北平、上海、广州、杭州各

地书商直接购买方志外,亦通过燕京大学图书馆协

助采购[２４].燕京大学图书馆是国内较早开展地方

志收集的图书馆之一,１９２８年还将本馆馆藏方志复

本转让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由于国内书商不愿意赊

账销售,为保证文献采购质量,从１９２８年开始,哈佛

燕京图书馆委托燕京大学图书馆作为其在中国采购

中文图书的代理,并于１９３２年正式设立“北平燕京

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办事处”(简称燕京

大学图书馆哈佛购书处).１９３２年,哈佛燕京图书

馆通过燕京大学图书馆在«燕京大学圕报»上发布

«本馆征集地方志及各种刊物»广告,“本馆现拟征集

中国地方志及各种刊物,凡有愿出让或赠送者,请径

来本馆接洽或函商亦可.又本馆附设美国哈佛

大学图书馆购书处,凡有愿以书籍刊物或售或赠于

该馆者,亦请与本馆接洽”[２５].一方面,哈佛燕京图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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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将所需书单寄往燕京大学图书馆,由燕京大学

图书馆根据书单代购;另一方面,燕京大学图书馆根

据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目录,直接选定代购哈佛燕

京图书馆所缺藏文献.１９２８年,哈佛燕京图书馆先

后四批次向燕京大学图书馆寄送了８０００美元的购

书订单.特别是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燕京大学图

书馆在协助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方志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事变后清华迁移,惟燕京屹然独立,近三

四年来北京旧书业,大半以燕京、大同①为第一出

路,因其经济力强,且无竞争者,数年之间,颇获善

本,书贾每得好书,比先送燕京以求善价”[２６].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占领燕京大学,哈佛

燕京图书馆与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合作采购工作遂告

结束.此后,哈佛燕京图书馆主要通过中国内迁西

南地区和香港等地的部分图书馆、文化机构乃至个

人代购书籍,由美国直接汇寄采购,但困难重重.

４．３　直接派员来华采访

除了直接下单或通过燕京图书馆协助采购外,
裘开明馆长也利用两次来华的机会为哈佛燕京图书

馆选购方志.１９３０年夏至１９３１年夏,裘开明获中

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研究基金资助赴中国开展

学术研究,期间积极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图书.
“自从我到这里以后,我一直在购买各种书籍现存的

最好版本,还买到了一些宋、元版本的书.这就是为

什么我要比往年花费的经费更多的原因[２７].”哈佛

燕京图书馆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度所采购的大部分中文

图书均由其在北平、杭州和上海时购买[２８],其中包

括许多南方省份的方志[２９].另外,１９３７年１月至

１９３８年９月,裘开明来华推进中文图书目录卡片印

刷计划.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告知其“如果在

北京或天津有比较好的机会购买地方志,那么你可

以购买这些文献,如果有必要,燕京大学将会预付相

关款项”[３０].裘开明在中国南方和北平通过实地走

访书店,共购得方志５０２种４３２０册地方志[３１],成为

哈佛燕京图书馆历史上采购的最大一批方志.另

外,１９３７年,叶理绥赴中国考察受学社资助的教会

大学,也曾计划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四川等西南

地区方志[３２].

４．４　委托学者代购

对于部分难得的方志,哈佛燕京图书馆通过委托

相关学者代购.裘开明认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
云南和贵州等中国南部和西部省份重要城市的方志

对于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非常重要,应首先购买这

些地区的方志[３３].１９３７年北平为日军占领后,鉴于

燕京大学图书馆很难在北平为哈佛燕京图书馆买到

西南地区的方志,为此,裘开明馆长委托华西协和大

学校长张凌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馆长严文

郁[３４]与私立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３５]为哈佛燕京图书

馆采购西南各省份的方志,请他们提供西南地区方志

出售的消息与目录,或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掌握的

西南地区方志书目协助购买.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鉴于“广州失后,本港旧书摊时有西南方志出

售,价格较平津所售者均廉一倍”[３６],裘开明馆长致函

(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何多源,请其在香港协助

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西南方志[３７].哈佛燕京图书馆

藏多种西南方志,即为此时期所购进.另外,张松林、
容肇祖、容庚、朱士嘉、于冠英、朱肇洛等学者也曾为

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方志.

５　方志采购来源

充裕的经费支持,多种采购方式并举,使哈佛燕

京图书馆成为当时中国旧书业市场方志采购首屈一

指的大户.正如谢兴尧在«书林逸话»中谈到“事变

后之旧书业”时指出,“至其(古籍)销路,时购买力最

强者,若哈佛燕京社、大同书店,皆购寄美国,年各约

数十万元.又近三四年来,燕京大学及哈佛社

因时会关系,挟其经济力,颇买得不少佳本.于是珍

本秘籍,多浮海而去”[２６](３０－３１)、“事变后,哈佛燕京等

处,凡方志书只要为其目录所无者,任何高价,均必

购置”[２６](２９).在利润的驱使下,大批书店竞相将方

志售与哈佛燕京图书馆.

５．１　来源书店

根据方志购书发票整理统计,哈佛燕京图书馆

藏方志采购来源书店达８３家,其中提供方志超过百

种的书店有:邃雅斋、富晋书社、松筠阁、文殿阁、修
绠堂、来薰阁、保萃斋等.其中邃雅斋和富晋书社均

超过３００种,成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交易最为活

跃的两家书店.从善本方志来源看,主要购自富晋

书社、邃雅斋、文殿阁、保萃斋、来薰阁、修绠堂等,其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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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同书店成立于１９３１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办,时任西

文采访组负责人顾子刚兼任书店经理.初衷是为了国立北平图书馆

可以无须通过中介机构就可以直接从国外购买外文文献,并能享受

一定的折扣.书店同时也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哥
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国外图书馆购买中国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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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富晋书社更是超百种,是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方

志的主要来源.另外,不同时期来源书店也有所变

化,１９３７年前哈佛燕京图书馆每年方志的来源书店

仅有十余家,主要以修绠堂、文奎堂、邃雅堂、松筠

阁、保萃斋为主;而１９３７年以后来源书店均超过２０
家,１９４０年更是达到５３家之多,以富晋书社、邃雅

斋、文殿阁、松筠阁、来薰阁、保萃斋为主.
表２　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采购主要来源书店

书店名称 方志数量(种) 书店名称 方志数量(种)

邃雅斋 ３２９ 保萃斋 １１２

富晋书社 ３１１ 文奎堂 ９６

松筠阁 ２００ 天都阁 ４５

文殿阁 １４６ 多文阁 ４１

修绠堂 １３６ 宝铭堂 ３８

来薰阁 １２８ 文芸阁 ３８

　　上述书店均为民国时期我国知名旧书店,实力

雄厚.如富晋书 社 “多 藏 板 本 书 及 各 省 地 方 志.
获利甚厚,因多资本常积存大部头书”[３８],该书

店曾以四万元购得扬州吴引孙测海楼藏书,共计

８０２０余种,其中不乏罕见地方志孤本等.１９３４年,
«上海富晋书社书目»刊登广告“敝社搜集方志有年,
现已收得一千数百种,其中不乏罕见善本.不久另

有方志目印行以供各界采择”[３９].为扩大影响和拓

展销售渠道,各书店除了在综合性书目中详列待售

方志外,还专门编制了待售方志书目,如«邃雅斋方

志目»«富晋书社方志目录»«来薰阁书店方志目录»
等,收录方志从几十到几百种不等,有的甚至达一千

余种.如１９３６年«松筠阁方志目»收录待售方志达

８００余种.各书店除了提供书目上的方志外,还可

代为搜办指定的方志.如邃雅斋在其方志目上刊登

广告“此目以外方志等书,雇主如有所需,敝店亦可

代为搜办”[４０].

５．２　来源地域

从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方志来源书店的地域分

布来看,主要以北平和杭州为主,其中北平地区的书

店达７０家,占书店总量的８４％.在有确切来源书

店的方志(２０９８种)中,超过９８％的方志(２０６２种)
来自北平地区的书店,凸显北平作为民国时期图书

交易集散中心的地位.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南北

许多私家藏书纷纷散出,“但大多数都运输于北京,
北京书业所收来者,又大多数售与燕京大学及大同

书店”[２６](３６).
表３　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采购来源书店地域分布

北平 杭州 其他

书店数量(家) ７０ ７ ６

采购方志数量(种) ２０６２ ２３ １３

　　琉璃厂和隆福寺作为当时北平两个最主要的旧

书肆所在地.１９３７年１月至１９３８年９月,裘开明来

华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方志等图书,“每个周末,
我会利用周六或周日的下午,甚至两日的下午,进北

京城内,去逛琉璃厂和隆福寺一带的书店.同时,我
请求书商每周寄三次图书样本给燕京大学图书馆,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已经购买了大量的地方志、明代

传记、明清文集[４１].”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自琉璃厂

的方志达１４３３种,占有确切来源方志总量的６８％,
而隆福寺则占２９％,可见北平琉璃厂是哈佛燕京图

书馆采购方志的首要来源.前述哈佛燕京图书馆方

志采购来源书店中排名前列的邃雅斋、富晋书社、来
薰阁等书店均在琉璃厂,而文殿阁、修绠堂、保萃斋、
文奎堂等则在隆福寺.

表４　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采购北平地区书店分布

琉璃厂 隆福寺 其他

书店数量(家) ４９ １７ ４

采购方志数量(种) １４３３ ６０９ ２０

　　而作为民国时期另一重要旧书集散中心的上

海,虽然在«裘开明年谱»中多次提到上海书商曾向

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方志目录,却并未发现有上海

旧书店位列方志来源书店中.究其原因可能有三:
一是在方志主要来源书店中,有多家在上海开办了

分店,如富晋书社和来薰阁,这些分店在销售图书的

发票上可能采用总店的印章,以至于无法区分是北

平总店还是上海分店,抑或是分店直接通过北平总

店与哈佛燕京图书馆进行图书交易与结算.二是

“七七事变”爆发后,哈佛燕京图书馆从南方购买方

志变得非常困难.１９３７年秋,裘开明在致叶理绥函

中表示“我原本可以在南方买到很多地方志,而且南

方的书价要比北京的低廉,但因为既没有现金,又通

信不畅,我很难与燕京的人员取得联系.如果

不是因为战争,我更倾向于在南方购买这些书,尤其

是去杭州、上海、福州、武昌和长沙等地”[４１].三是

从上海购买方志竞争激烈,哈佛燕京图书馆可能无

法及时抢购到自己需要的方志.１９３０年,金陵大学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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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派员赴上海采购测海楼散出方志,发现“本馆

未有者,亦八九十种,乃以争购者多,早经分散,故本

馆仅得方志九种”“上海聚书虽多,各书铺稀罕之书,
书目未出,书已半为捷足者先得.又上半年一批志

书,约八九百种,亦未待书目出世,已销售殆尽”[４２].
由此可见上海书市竞争之激烈.

６　方志采购成果

哈佛燕京图书馆自１９２８建馆之初即开始收集

方志,到１９４９年方志馆藏已达２８６９种,占其目前旧

方志馆藏量(２９２２种)的９８％,可以说哈佛燕京图书

馆所藏旧方志几乎是在建馆后短短的２１年中完成

收集的.这其中又有近９０％(２５７１种)是在１９４１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１４年间采购的.由此可见哈

佛燕京图书馆在这一时期收集方志力度之大、成果

之丰.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北美最早开展方志收集、
同时也是馆藏方志最多的机构.在方志馆藏建设过

程中,哈佛燕京图书馆一直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为追

赶的目标,到１９４９年两馆的方志馆藏规模已大致相

当,仅差６００余种,成为当时唯一两所被收录到商务

印书 馆 出 版 的 地 方 志 收 藏 机 构 名 录 中 的 外 国

机构[４３].
表５　哈佛燕京图书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方志馆藏数量对比

年度
哈佛燕京

图书馆藏(种)[４４]

美国国会

图书馆藏(种)[４５]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９７４ ２４６５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１４１３ ２６００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１９２４ ２７６２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２３０１ ３０４９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２５７１ ３３０２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２６２２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２６２８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 ２６９２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２８０６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 ２８３７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２８６９ ３４７９

　　根据１９４９年裘开明提交的«馆长年度报告»,当
时已知各省现存方志６５６２种,而哈佛燕京图书馆收

藏的比例为４３．７％,其中部分省份的收藏比例更是

超过５０％,如陕西省７０％、四川省６３．９％、西北各省

７１％、山东省５２％、河北省５１％等,体现了哈佛燕京

图书馆对各省方志收集的全面性与丰富性.
在所收方志价值方面,据笔者统计,哈佛燕京图

书馆现藏善本方志７００余种,其中有超过８０％为

１９４９年前采购.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版方志３２
种,居全美国之首,其中有超过一半为１９４９年前所

收集,包括明嘉靖本«宣府镇志»、万历本«潞城县

志»、崇祯本«江阴县志»、崇祯本«乾州志»等国内稀

见版本,甚至孤本.据１９４３年统计,哈佛燕京图书

馆所藏方志中,有４０５种方志是当时美国国会图书

馆未收藏的,且约有１００个地区是美国国会图书馆

馆藏未涵盖的[４７].由此可见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一

时期所收方志价值之高.
表６　１９４９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方志数量占当时

各省已知现存方志数量比例[４６]

省份
１９４９年已知现存

方志数量(种)

哈佛燕京图书馆

收藏方志数量(种)
所占比例

河北 ５７３ ２９４ ５１．３％

山东 ５０６ ２６３ ５２．０％

河南 ４５３ ２１０ ４６．４％

山西 ３８６ １６３ ４２．２％

陕西 ３３８ ２３７ ７０．１％

甘肃 １４４ ４３ ２９．９％

江苏 ５２７ ２５６ ４８．６％

浙江 ５０７ ２１０ ４１．４％

安徽 ２７８ ９９ ３５．６％

江西 ４２８ １２１ ２８．３％

湖北 ３１８ １２８ ４０．３％

湖南 ３０３ １０７ ３５．３％

四川 ４７７ ３０５ ６３．９％

福建 ２７２ ８２ ３０．１％

广东 ３７５ １２６ ３３．６％

广西 １６３ ４４ ２７．０％

贵州 ９２ ２３ ２５．０％

云南 １９０ ４５ ２３．７％

东北三省 １６３ ６４ ３９．３％

西北省份 ６９ ４９ ７１．０％

共计 ６５６２ ２８６９ ４３．７％

７　结语

美国的中文藏书建设与其中国研究的兴起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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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密切相关,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中国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直接推动美国各大图书馆对

中文文献的收集,而中文馆藏的建立与完善又极大

地推动了美国的中国研究.有学者认为,美国的中

国研究一向落后于欧洲,但二战以后则急起直追,很
快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许多一

流大学加强了其中文藏书建设[４８].作为了解和研

究中国历史、制度、社会、经济、传志、土俗、信仰等重

要史料的方志,很早就为美国学界所关注并在其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北美地

区较早开展方志收集的图书馆之一,在民国时期特

别是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利用中国社会动

荡,私人藏书散出的契机,依托哈佛燕京学社充裕的

经费投入,通过多种渠道从北平等地购买了大批高

质量的方志,使其方志馆藏在欧美东亚图书馆中独

树一帜,为二战后哈佛大学乃至北美地区中国研究

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收集方志的历史,是

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向海外流散的一

个重要缩影,不仅揭示了方志流播美国的历史,有助

于从藏书史的角度深入探究美国的中国研究历史以

及东学西渐的影响;而且对美国东亚图书馆早期藏

书发展史、民国时期中国旧书业发展史等研究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致谢:感谢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授权

使用其馆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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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CollectionofChineseLocalGazetteersCollectionof
theHarvardＧYenchingLibraryDuringtheRepublicofChina

ZhangQi

Abstract:BysortingoutthearchivesofHarvardＧYenchingLibrary,thispaperstudiesandanalyzesthe
originanddevelopmentoftheChineselocalgazetteerscollectionofthelibraryduringtheRepublicofChiＧ
na,fromthebackground,funds,methods,sources,processes,totheimpactofthepurchases．Thispaper
thusrevealsthecollectionsinfluenceontheearlycollectiondevelopmentofHarvardＧYenchingLibrary,
andmorebroadlyonChinesestudiesatHarvardUniversityandinNorthAmerica．Bydoingso,thepaper
providesareferenceforthestudiesonthecirculationofChineselocalgazetteersoverseas．

Keywords:HarvardＧYenchingLibrary;ChineseLocalGazetteers;AntiquarianBook Trade;SinoＧ
WesternCultural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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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iciencyofStandardizedConstructionofDRAACooperativePurchasing
YaoXiaoxia　LiuJuanjuan

Abstract:Intheneweraofinformation,DigitalResourceAcquisitionAllianceofChineseAcademicLiＧ
braries(DRAA)organizescooperativepurchasingofdigitalinformationresourcesdrivenbytheneedsofliＧ
braries,constantlystandardizesitsacquisitionprocessandoperationmechanism,aimingtoobtainhigher
qualityresourcesandserviceswiththelowercostforacademiclibraries．Bysummarizingthemechanism
andachievementsofDRAAstandardizedconstruction,thispaperputsforwardthatDRAAshouldthink
aboutnewmeasuresforissuessuchasthepricingmodel,comprehensiveevaluation,usagestatistics,and
longＧtermpreservation,whichhavebeenpaidmuchattentionandneedtobesolvedinthestandardizeddeＧ
velopmentofcooperativepurchasing．

Keywords:StandardizedConstruction;DigitalResources;CooperativePurchasing;DigitalResource
AcquisitionAlliance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DR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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