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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１９５２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考述

□谢欢∗

　　摘要　金陵大学图书馆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取得的骄人成绩,离不开历任馆长

的贡献,但是目前学界对于金陵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及任职信息梳理得不够清楚.文章通过对

国内外中英文档案的研究,梳理了１９１５—１９５２年期间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信息,分别是:克乃文

(１９１４年９月—１９２７年５月)、刘国钧(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９２８年４月)、李小缘(１９２８年４月—１９２９
年４月)、陈长伟(１９２９年５月—１９３０年８月)、刘国钧(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９４３年６月)、曹祖彬(１９４３
年９月—１９４６年８月)、贝德士(１９４６年秋—１９４８年)、李小缘(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９５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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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人有传”,中国是一个

高度重视自身历史的国家.然而,历史宛如一幅巨

型的拼图,组成这幅拼图的每一块都被分割得极其

微小,我们现在所知悉的“历史”其实只是这幅拼图

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不知道、不清

楚,而就知道的内容而言,很多可能也不是真实的,
而是经过人为的建构,是“层累造就”的产物[１].正

是由于重视历史的文化基因,近年来随着经济、文化

的快速发展,不少图书馆开始整理自身的历史,编纂

馆史、馆志,在梳理自身历史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

历史问题开始显现,原本以为清晰的历史在深究之

下往往也会发现不少矛盾、模糊乃至缺失之处.笔

者近期在梳理金陵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信息时,也
发现了这一问题.

２　研究回顾

金陵大学(TheUniversityofNanking)历史可

以追溯至１８８８年创办于南京的教会学校汇文书院

(TheNankingUniversity).１９１０年,汇文书院与

同在 南 京 的 教 会 学 校 宏 育 书 院① (The Union
ChristianCollege)合并组建为金陵大学堂,后改称

金陵大学,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与南京大学(原中央大

学)组建为新的南京大学.如果以１９１０年金陵大学

堂诞生为标志,那金陵大学只有短短的４２年历史,
但是在这４２年间,金陵大学在培植人才、推动学术

研究、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中外交流方面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２],在这过程中,作为金陵大学重要组成部分

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至三大教

会书院时期,但是教会书院时期图书资料非常少,根
本不具备“图书馆”的建制,１９１０年金陵大学合并成

立初期,“课室、宿舍、仪器、图书简陋缺乏不可用,制
度规章皆无有”[３].但是,就是在这“一穷二白”的基

础上,金陵大学图书馆与金陵大学同呼吸共命运,通
过几十年的发展,成长为一个不仅对于金陵大学,而
且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献与文化的保存、中国近代

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教育、北美中国学研究以及

东亚图书馆的发展都作出极为重要贡献的机构,在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

下了浓重的一笔.金陵大学图书馆之所以取得如此

骄人的成绩,与一代又一代的馆长是分不开的.
金陵大学图书馆虽然只有数十年的历史,但是

对于其历任馆长及任职时间却存在诸多疑窦.关于

金陵大学图书馆早期馆长及任职情况,朱茗女史通

过对国内外中英文档案及有关文献的梳理,厘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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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图书馆１９１０—１９１５年期间的四任馆长,分
别是:(１)首任馆长刘靖夫,任职时间为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年;(２)第 二 任 馆 长 韩 凯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任职时间为１９１１—１９１３年秋;(３)第三任

馆长(代理)恒谟(William FrederickHummel),任
职时间为１９１３年秋—１９１４年９月;(４)第四任馆长

克乃文(HarryClemons),１９１４年９月开始任职[４].
对于１９１５年以后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及任职信息,
看似没有早期历史那么复杂,实则同样存在诸多模

糊之处.例如,１９４８年金陵大学为庆祝成立六十周

年编辑的«私立金陵大学六十周年纪念册»中,有对

金陵大学图书馆历史沿革的介绍:
民国二年,克乃文君来华长馆务克君

于十六年春归国,由刘国钧代理馆长.翌年,刘

君调任文理科科长,李小缘君继长馆务.十八

年春季,李君转任沈阳东北大学图书馆馆长,由

陈长伟君代理.二十年秋,复聘刘国钧为馆长.
二十六年十一月,因战事,西迁成都.刘馆

长以事务烦冗,添聘曹祖彬君为副馆长,襄助馆

务.三十二年夏,刘馆长就国立西北图书

馆筹备主任,校方遂聘曹祖彬、陈长伟二君充任

正副馆长.三十五年秋,曹馆长他就,遂聘贝德

士君为馆长,仍由陈长伟君副之.三十七年秋,
贝馆长因健康关系,须专心教授,对于馆务,不

能兼顾,一再坚辞;遂复聘李小缘君继任馆长,
仍以陈长伟君副之[５].
张宪文在其主编的«金陵大学史»中对于前期金

陵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论述是:

１９１５年,克 乃 文 和 刘 靖 夫 继 任 １９１６
年,刘靖夫辞职,洪范五继之.１９１９年,洪

范五感于中国图书馆学的落后,赴美留学,由刘

衡如继之.不二年,刘衡如、李小缘两

人后来也赴美学习图书馆学,由沈学枝接掌馆

务一年.陈长伟任馆长后,沈学枝任西文

书编目,曹祖彬为中文书编目兼中学图书部负

责人[６].
孟雪梅在其博士论文«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

馆研究(１８６８—１９５２)»中对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也

进行了梳理,具体任职情况为:
“１９１１ 年 韩 凯 博 士,１９１２ 年 恒 谟 博 士,

１９１３—１９２７年克乃文,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刘国钧,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李小缘,１９２９年陈长伟(代理),

１９３１—１９４３年刘国钧,１９４３—１９４６年曹祖彬,

１９４６—１９４８ 年 贝 德 士,１９４８—１９５２ 年 李 小

缘”[７].
王蕾在«图书馆、出版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在

华中国研究史»一书中写到:
金陵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有恒谟(美籍,

１９１０—１９１３ 年)、克 乃 文 (美 籍,１９１３—１９２７
年)、刘国钧(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李小缘(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年)、陈长伟(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代理)、刘国

钧(１９３１—１９４３年)、曹祖彬(１９４３—１９４６年)、
贝德士(美籍,１９４８—１９５１年)、李小缘(１９４８—

１９５１年)[８].
上述这些文献中,既有民国时期金陵大学的文

献,又有改革开放以后学者研究的专著,其中民国时

期金陵大学有关文献如«私立金陵大学六十周年纪

念册»、１９２９年出版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等,按
照道理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历史吊诡之处就是有时

往往觉得可靠的文献,反而不正确.以１９２９年出版

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为例,该书中对于金陵大

学图书馆历史沿革的记述就有讹误,对此朱茗女史

在«１９１０—１９１５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考略»
中已有明确说明.而就本文所要梳理的金陵大学图

书馆１９１５年之后的馆长信息,尤其是特殊时期代理

馆长及其任职情况,同样需要认真考辨.本文通过

对历史档案,尤其是美国耶鲁大学所藏金陵大学英

文档案、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所藏克乃文有关英文

档案进行研究,梳理出１９１５年以后金陵大学图书馆

馆长及其任职情况.

３　１９１５年以后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及其任职情况

克乃文继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后,对图书馆的

承前启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克乃文之后,金陵大学

图书馆馆长很少再出现像早期频繁更迭的情况.

３．１　１９１５—１９２７年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任职情况

克乃文于１９１４年９月正式担任金陵大学图书

馆馆长一职,克氏来华前已具备美国高校图书馆工

作经验,因此自从克乃文掌管金陵大学图书馆馆务

后,在引进现代图书馆学方法改善图书馆工作、培植

现代图书馆学人才、促进中美图书馆合作交流方面

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先后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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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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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程),“三杰”学成之后相继回国,在中国图书馆

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９].从１９１４年到

１９２７年,克乃文共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１３年,
但是期间克乃文或因公务繁忙、或因短暂离开中国

无法分身管理图书馆,由他人暂代馆务,因此这１３
年间关于金陵大学图书馆领导还是有一些信息需要

补充的.

１９１４年,克乃文正式接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

长,彼时还有一位副馆长刘靖邦(１９１３年毕业于金

陵大学).刘靖邦协助克乃文管理金陵大学图书馆

直到１９１６年６月离职,离职后,副馆长由洪有丰继

任[１０].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克乃文在提交的图书馆工作

报告中曾提及,在１９１７到１９１８学年(通常是１９１７
年７月１日至１９１８年６月３０日),克乃文因为教学

及其他任务,无暇顾及图书馆工作,金陵大学图书馆

工作实际由时任副馆长洪有丰负责[１１],但目前并没

有文献明确说明,洪有丰在这一时期的职务是代理

馆长.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７日,克乃文接受了美国图书

馆协会的任命,代表美国图书馆协会前往符拉迪沃

斯托 克 (又 名 海 参 崴)开 展 图 书 馆 战 时 服 务

(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Library WarServＧ
ice).克乃文接受任命后不久便离开南京,经上海

于１２月初抵达海参崴,在西伯利亚工作至１９１９年５
月[１２],克乃文结束西伯利亚的工作返回南京,途中

还考察了东北、北京、天津等地,约在１９１９年６月回

到南京.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１９年６月,洪有丰明

确 担 任 金 陵 大 学 图 书 馆 代 理 馆 长 (Acting
UniversityLibrarian)一职,在组织中文阅览室、发
展附属 少 儿 图 书 馆 等 方 面 取 得 了 重 要 成 绩[１３].

１９１９年夏,洪有丰赴美留学,金陵大学图书馆一度

保留其副馆长职位,因为按照约定,洪有丰学成之后

会回金陵大学图书馆服务(洪有丰后如期回到中国,
但并未返回金陵大学,而是去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中央大学前身)图书馆).从１９１６年正式入职金陵

大学图书馆到１９１９年夏赴美留学,洪有丰对金陵大

学图书馆的发展贡献良多,这一时期虽然名义上克

乃文是馆长,但因承担教学及其他诸多行政职务,所
以很多时候图书馆馆务实际由洪有丰负责.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金陵大学管理委员会(Board
ofManagers)开会,通过了刘国钧担任金陵大学图书

馆助 理 馆 长 (AssistantUniversityLibrarian)的 任

命[１４].１９２０年,刘国钧正式从金陵大学毕业,留校任

职,不久又接替洪有丰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１９２１年冬开始代理图书馆馆长[１５].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８
日,克乃文离华返美休假,１９２２年１０月返回南京,这
期间刘国钧继续担任代理馆长一职.１９２２年８月,刘
国钧赴美留学,此时沈学枝(又名学植)接替刘国钧,
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代理副馆长(ActingAssociate
Librarian)[１６]一职,同时负责金陵大学图书馆馆务,直
到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克乃文返回南京[１７].

１９２２年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发展史上关键的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图书馆正式从其他行政机构的附属变

为金陵大学的一个独立管理机构[１８].１９２３年,陈长

伟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进入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鉴于

陈长伟在学生时代就长期在图书馆半工半读,所以在

陈长伟全职进入工作后不久的１９２３年７月,便被任

命为副馆长.１９２３年９月,克乃文生病,陈长伟代理

馆长一职[１９].据克乃文讲述,陈长伟在代理馆长的数

个月时间内,在沈学枝、曹祖彬等人的协助下,工作尽

心尽责,成功地履行了代理馆长的职责[２０].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４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并围攻城

内外籍人士,最终酿成史称“南京事件”的惨剧.在

“南京事件”中,作为教会大学的金陵大学受到重创,
副校长文怀恩(JohnE．Williams)在骚乱中被杀害,
金陵大学外籍教职员仓皇逃往上海,克乃文全家也

往上海避难.抵达上海后,克乃文一度观望,但鉴于

国内时局,最终还是决定返回美国,并于１９２７年５
月７日离开,自此再也没有返回中国,克乃文返美后

不久即受聘担任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馆长直至退

休.克乃文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是他对于金陵大学、
对于南京以及中国的情感已经深深地烙在心中,令
人欣慰的是,克乃文对于金陵大学图书馆、中国图书

馆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并未被遗忘.

３．２　１９２７—１９３０年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任职情况

“南京事件”之后,克乃文回国,金陵大学图书馆

馆长由刘国钧暂代.关于此事,１９２９年出版的«金
陵大学图书馆概况»中有如下记载“克君于十六年春

归国,由刘国钧君代理馆长,翌年刘君调任文理科

长,李小缘君继之”[２１],但是对于刘国钧、李小缘任

职的具体时间,«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书中并未有

明确交待.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６日李小缘在填写“金陵

大学久任职员调查表”时,在涉及工作经历部分写到

“民国１６年７月至１８年２月止,代理金陵大学图书

馆馆长”[２２],这与«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书中的记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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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又有不符.可见,对于克乃文回国后的金陵大学

图书馆馆长任职情况,仍有许多内容需要考辨.
笔者通过查阅耶鲁大学所藏金陵大学档案、美

国弗吉尼亚大学所藏克乃文有关档案、南京大学所

藏金陵大学有关档案等文献,找到了一些线索.“南
京事件”爆发于１９２７年３月底,此后北伐军进驻金

陵大学校园,直到４月底５月初金陵大学才逐步恢

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克乃文确定返美后,图书馆馆

长一职由刘国钧暂代,李小缘１９４５年填写的简历中

写到他１９２７年７月开始暂代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

一职,应该是李小缘记忆错误导致.从目前的各种

文献资料(如刘国钧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间给克乃文的书

信、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间金陵大学图书馆馆务会议纪要

等)来看,１９２７年７月时代理馆长仍为刘国钧.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陈裕光当选为金陵大学校长,这
是金陵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校长,金陵大学也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陈裕光担任校长之后,
此前他担任的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一职便空缺,陈
裕光邀请刘国钧担任这一职位,刘国钧一度拒绝,直
到１９２８年４月才开始代理文理科科长(１９２８年９月

正式任职),同月李小缘便接替刘国钧担任金陵大学

图书馆代理馆长[２３].１９２８年９月２０日,金陵大学

正式被国民政府大学院批准立案,成为当时中国第

一所在国民政府登记注册的教会大学,这对于金陵

大学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金陵大学图书馆随

着金陵大学的发展逐渐走上了快车道,１９２９年４月

底,李小缘结束了与金陵大学的聘约,离开南京,转
任东北大学图书馆馆长.

李小缘在离开金陵大学之前的１９２９年３月２５
日,曾给陈裕光校长写过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自己

的离职诉求,并推荐陈长伟、万国鼎、蒋一前、吴光清

等人作为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后备人选,其中重点

推荐了陈长伟[２３].事实证明,陈裕光采纳了李小缘

的推荐建议.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克乃文档

案中,收藏有李小缘、陈长伟、刘国钧、吴光清等人写

给克乃文的英文书信.在陈长伟１９２９年８月１６日

致克乃文的一封信中,陈长伟述及李小缘在１９２９年

４月底离开金陵大学以后,陈裕光就命其接替李小

缘的职务,负责金陵大学图书馆馆务[２４].在吴光清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５日致克乃文的信中也明确写到,陈
长伟代理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一事[２５].此外,在弗

吉尼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克乃文档案中,还有陈长

伟１９３０年８月１３日以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身份签

署的致克乃文感谢函(克乃文回国后一直为金陵大

学图书馆募集西文图书)[２３].由此可推断,从１９２９
年５月至１９３０年８月,金陵大学图书馆一直由陈长

伟负责馆务,担任代理馆长.

３．３　１９３０—１９４３年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任职情况

１９２９年９月刘国钧受袁同礼之邀北上,担任国

立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同时负责国立北平图书

馆中文编目.刘国钧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一年

后,于１９３０年９月再度回到南京金陵大学,出任图

书馆馆长兼出版部主任[２６].此后刘国钧在金陵大

学虽然兼任过秘书长、文学院院长等重要职位,但是

图书馆馆长一职从未易于他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刘

国钧对于图书馆事业的感情.从现有文献来看,刘
国钧曾在１９３１年１月因北平尚有事未处理完,加之

神经衰弱而赴北平休养,３月初病愈便返回金陵大

学,据«金陵大学校刊»报道,刘国钧在北平的这段时

间,“馆中事务均由陈长伟先生暂代”[２７],但是目前

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时期陈长伟的职务是代理馆

长.其余时间是否有代理情况,有待进一步查考.

１９４３年２月,教育部筹设国立西北图书馆,刘国钧

受聘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６月,刘国钧离开成

都至兰州,正式担任国立西北图书馆(后改名国立兰

州图书馆)馆长.
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４３年,刘国钧担任金陵大学图书

馆馆长１３年,如果加上学生时代及克乃文１９２７年返

回美国后代理馆长的时间,刘国钧是金陵大学图书馆

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馆长.关于刘国钧对于

金陵大学图书馆的贡献,张思瑶曾在博士论文«刘国

钧在金陵大学期间图书馆学实践成果与理论建树研

究(１９１７－１９４３)»中详述[２８],本文不再赘述.

３．４　１９４３—１９５２年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任职情况

１９４３年６月,刘国钧离开金陵大学,图书馆馆

长一职由曹祖彬暂代[２９],从１９４３年９月开始,曹祖

彬就正式担任馆长兼图书馆学专修科主任一职[３０],
陈长伟担任副馆长.曹祖彬毕业于金陵大学,在金

陵大学图书馆工作多年,曾经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芝加哥大学进修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经

验都很丰富.此外,曹祖彬与刘国钧有姻亲关系(曹
祖彬为刘国钧妹夫),刘国钧在兼任金陵大学文学院

院长一职后,图书馆内的不少事务实际就是由曹祖

彬负责.所以,刘国钧离开金陵大学以后,曹祖彬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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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馆长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１９４６年２月,金陵大学开始复员东归,曹祖彬

圆满完成图书馆回迁工作,但是抵达南京后不久就

接受国立编译馆的聘书,担任国立编译馆图书主任

兼编审[３１].曹祖彬离开后,金陵大学于１９４６年秋

季学期任命时任副校长贝德士(MinerSearleBates)
兼理馆务[３２],陈长伟为副馆长,协助贝德士处理图

书馆日常事务.贝德士,１８９７年５月２８日出生于

美国俄亥俄州纽瓦克的一个牧师家庭,１９１６年毕业

于哈莱姆学院(HiramCollege),１９１７年获得罗德奖

学金(RhodesScholarship)赴英国牛津大学研修历

史,１９２０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夏回到美国,受教会

派遣来南京金陵大学工作,直至１９５０年返回美国

(期间于１９３５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１９３７年

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后,贝德士留守南京,负责看守金

陵大学在南京的校产,在南京沦陷期间他还组织国

际安全区救护难民.贝德士在南京期间,见证了“南
京大屠杀”,并留下了大量真实可靠的证据,为战后

审判日本战犯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证 据 支 撑.贝 德 士

１９５０年回国后受聘于纽约协和神学院,１９７８年１０
月病逝.

贝德士与金陵大学图书馆颇有渊源,早在１９３０
年,贝德士就被选为金陵大学图书委员会委员[３３],该
委员会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提供咨询.此后,贝德士长期担任该职,因此贝德士

对于图书馆工作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或许这也是任命

其担任图书馆馆长一职的重要原因.但是贝德士担

任馆长时间并不长,１９４７年上半年,贝德士因健康原

因请辞图书馆馆长一职,金陵大学领导层邀请李小缘

担任图书馆馆长.彼时,李小缘为金陵大学中国文化

研究所主任,事务繁忙,一时无法兼顾,所以婉拒了领

导层的邀请,但是李小缘还是答应进入金陵大学图书

馆政策委员会(PolicyCommittee),为图书馆没有工作

经验的馆员开设图书馆学课程,每次时长三小时[３４].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李小缘正式兼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

一职[３４],陈长伟任副馆长,协助李小缘处理馆务.

１９５１年９月,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两校完成

合并组建成公立金陵大学,李小缘担任公立金陵大学

图书馆馆长[３５].１９５２年９月,全国院系调整,公立金

陵大学文理两院与南京大学文理法三院各系组建成

新的南京大学,校址设在原金陵大学校址,金陵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因师资不足而停办,新成立的南京大

学图书馆暂由图书馆整理委员会领导,委员会主任胡

小石,至此金陵大学图书馆正式成为历史.１９５２年

１１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发文[教人(一)字
第２０５５５５],任命胡小石担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
小缘担任副馆长[３６].

４　结语

根据上述考证,结合朱茗女史的研究,可以明确

金陵大学自１９１０年合并成立之后至１９５２年院系调

整期间图书馆历任馆长信息,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１９１０—１９５２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信息

序号 时间 姓名 备注

１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刘靖夫

２ １９１１—１９１３年秋 韩凯(FrederickGoodrichHenke)

３ １９１３年秋—１９１４年９月 恒谟(WilliamFrederickHummel) 代理

４ １９１４年９月—１９２７年５月 克乃文(HarryClemons)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９１９年６月,洪有丰代理馆长

１９２１年冬—１９２２年８月,刘国钧代理馆长

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９２２年１０月,沈学枝代理副馆长、负责图书馆馆务

１９２３年９月开始,克乃文生病,陈长伟代理馆长数月

５ 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９２８年４月 刘国钧 代理

６ １９２８年４月—１９２９年４月 李小缘 代理

７ １９２９年５月—１９３０年８月 陈长伟 代理

８ 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９４３年６月 刘国钧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开始,曹祖彬受聘担任副馆长,协助刘国钧处理馆务

９ 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９４６年８月 曹祖彬 陈长伟任副馆长

１０ １９４６年秋—１９４８年 贝德士(MinerSearleBates) 陈长伟任副馆长

１１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９５２年 李小缘 陈长伟任副馆长

２１１

１９１５—１９５２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考述/谢欢

TheUniversityLibrariansoftheUniversityofNankingDuring１９１５to１９５２/XieHuan



2023

年
第5

期

参考文献
１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J]．读书杂志,１９２３(９):３－４．
２　谢欢．耶鲁大学藏金陵大学档案目录提要[M]．南京:凤凰出版社,

２０２２:１．
３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金陵大学史料集[M]．南京:南

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４．
４　朱茗．１９１０—１９１５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考略[J]．河南科技

学院学报,２０１８(５):３２－３８．
５　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六十周年纪念册[M]．南京:金陵大学,

１９４８:５９．
６　张宪文．金陵大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９－５０．
７　孟雪梅．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１８６８—１９５２)[D]．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２００７:２０７－２０８．
８　 王 蕾．图 书 馆、出 版 与 教 育:哈 佛 燕 京 学 社 在 华 中 国 研 究 史

(１９２８—１９５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３６２．
９　谢欢．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程与精神底色[J]．大学图书

馆学报,２０２３(２):１０７－１１４．
１０　 Universitynotes[J]．The UniversityofNanking Magazine,

１９１７,８(２):１７．
１１　ClemonsH．Librarynotes[J]．TheUniversityofNankingMagaＧ

zine,１９１８,１０(１):３６－３７．
１２　VanHoesenHB．TheALAinSebria:letterswrittenbyHarry

Clemons[M ]．Washington: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LibraryWarService,１９１９:１－５．

１３　ClemonsH．Reportforuniversitylibrary[A]．耶鲁大学神学院

图书馆馆藏,案卷号:RG０１１－１９５－３３６９．
１４　 Minutesofmeetingsofexecutivecommitteeoftheboardof

managersoftheUniversityofNanking[A]．耶鲁大学神学院图

书馆馆藏,案卷号:RG０１１－１９２－３３３４．
１５　Officesofinstructionandadministration,１９２１－１９２２[J]．The

UniversityofNankingBulletin,１９２２,６(７):６－８．
１６　Officesofinstructionandadministration,１９２２－１９２３[J]．The

UniversityofNankingBulletin,１９２３,６(９):８．
１７　ClemonsH．Reportforuniversitylibrary,１９２２－１９２３[A]．耶鲁

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馆藏,案卷号:RG０１１－１９５－３３７１．
１８　 Universitylibrary[J]．The UniversityofNankingBulletin,

１９２５,７(１):５４．
１９　ClemonsHReportforuniversitylibrary,１９２３—１９２４[A]．耶鲁

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馆藏,案卷号:RG０１１－１９５－３３７１．

２０　University library notes [J]．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gazine．１９２４,１３(３):７７．

２１　金陵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M]．南京:金陵大学图书

馆,１９２９:１．
２２　为教职员奖金补助金问题与教育部的来往文书[A]．南京大学

档案馆藏,案卷号:１４７．
２３　 PapersoftheuniversitylibrarianoftheUniversityofVirginia

[A]．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藏,案卷号:RGＧ１２/１/１．６７１,Box６．
２４　PapersoftheuniversitylibrarianoftheUniversityofVirginia

[A]．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藏,案卷号:RGＧ１２/１/１．６７１,Box７．
２５　PapersoftheuniversitylibrarianoftheUniversityofVirginia

[A]．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藏,案卷号:RGＧ１２/１/１．６７１,Box１０．
２６　本校新聘教职员一览[J]．金陵大学校刊,１９３０(２):２．
２７　刘馆长因事北上[J]．金陵大学校刊,１９３１(１３):１．
２８　张思瑶．刘国钧在金陵大学期间图书馆学实践成果与理论建树

研究(１９１７－１９４３)[D]．南京:南京大学,２０２２．
２９　金陵大学图书馆长易人[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４３,１８

(１):１５．
３０　金陵大学一九四三年度教职员名册、报部教员职员各册调查表

[A]．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０２－１７８．
３１　会员消息[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４６,２０(４/５/６):１７．
３２　金陵大学图书馆会议记录、阅览、借阅规则、藏书目录及有关图

书收集等事务的文书[A]．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０２－３０４．
３３　私立金陵大学主要人员表及校董会等各委员会名单[A]．南京大

学档案馆藏,案卷号:６５．
３４　 HarvardＧYenchingInstitute:UniversityofNanking Reports,

１９４５－１９５０[A]．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案卷号:RG０１１－
００４６－１１８７．

３５　有关院系调整的档案[A]．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０３－１９５２
－Y．２/２－１６．

３６　教育部任命正副校长、图书馆馆长、系科主任的通知及本校关于

任命的报告、通告[A]．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０３－１９５２－
C－１２０．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年７月６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３年８月７日

(责任编辑:支娟)

TheUniversityLibrariansoftheUniversityofNankingDuring１９１５to１９５２
XieHuan

Abstract:TheLibraryoftheUniversityofNanking maderemarkableachievementsinthemodern
Chinaslibrary history,which wasinseparablefrom thecontributionsofthe universitylibrarians．
However,theinformationabouttheuniversitylibrariansoftheUniversityofNankingwasnotevident．In
thisarticle,theauthorsolvedthisproblemthroughstudyingtheChineseandEnglisharchivescollectedin
ChinaandtheUS．TheuniversitylibrariansoftheUniversityofNankingduring１９１５to１９５２were:Harry
Clemons(September１９１４－May１９２７),LiuGuojun(May１９２７－April１９２８),LiXiaoyuan(April１９２８－
April１９２９),ChenChangwei(May１９２９－August１９３０),LiuGuojun(September１９３０－June１９４３),Cao
Zubin(September１９４３－August１９４６),MinerSearleBates(autumn１９４６－１９４８),LiXiaoyuan(October
１９４８－１９５２)

Keywords:LibraryoftheUniversityofNanking;TheUniversityofNankingLibrary;UniversityLiＧ
brariansoftheUniversityofNanking;Library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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