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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考察

□黄雪婷∗

　　摘要　民国时期,曹祖彬曾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和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负责过金陵大学图

书馆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以及编写«金陵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备检»,但目前学界对其生平及学术

贡献尚无专门研究.文章首先考察了其生平,之后从图书馆学教育、目录学、行业活动三个方面

阐述其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关键词　曹祖彬　图书馆学家　图书馆学教育　目录学　金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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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曹祖彬生平

曹 祖 彬 (１９０２－?)①,英 文 名:Tsu－ ping
Tsao②,字又彬[１],安徽青阳人,祖籍安徽徽州,１９２２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中学部,同年考入金陵大学文理

科[２],１９２７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３].在读中学及大

学期间,曹祖彬已在本校图书馆兼职,半工半读③.

１９２３年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编目兼管中学图

书部及预备装订杂志任务,与何汉三编制中文杂志

目录[４].１９２５年４月,曹祖彬参与筹备美国图书馆

协会代表鲍士伟访华[５],５月参与接待鲍士伟南京

行[６].１９２９年,代表金陵大学图书馆参加中华图书

馆协会第一次年会[７];１９３３年当选中华图书馆协会

分类委员会书记[８].１９３５年出版他的成名著«丛书

子目备检著者之部»[９].同年开始了其艰难而颇

费周折的留美历程,１９３５年夏由罗氏基金资助,前
往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图书馆学[１０].在国立北平

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的举荐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同

意给予曹祖彬一年的助学金,但是抵美后,密歇根大

学图书馆学院因对其大学学习成绩深感失望而拒绝

其入学申请[１１].随后,曹祖彬以非注册入学学生的

身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起初,由于

语言问题,曹祖彬的学术表现差强人意.但到１９３６
年７月,他被授予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时④,已经表现

得相当出色,该年４月,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院

长威廉姆森 (Dr．CharlesC．Williamson)在写

∗通讯作者:黄雪婷,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５５１８Ｇ９３８X,６５４６１０４３＠qq．com.

给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学部副主任约翰马歇尔

(JohnMarshall)的信中,对获得两年洛克菲勒奖学

金的曹祖彬的评语是:“教师们对曹祖彬的评价除了

赞赏他的才智、勤奋、创造力以及刻苦外,别无其

他”[１２].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之后,经
马歇尔介绍,曹祖彬前往哈佛学院图书馆实习⑤,之
后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继续研究并至美国

图书馆协会学习[１３],直至１９３７年[１４].１９４０年４月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曹祖彬任国立四川省图书 馆 馆

长[１５];１９４３－１９４６年被聘为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科

主任兼任该校图书馆主任[１６].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任国立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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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曹祖彬档案资料(见参考文献２),
其入学志愿书记载曹祖彬入学时２１岁,入学时间为１９２２年,根据当

时中国人算年龄的习惯,可知曹祖彬出生年为１９０２年.
英文名来自CatalogueofColumbiaUniversityintheCityof

NewYork(１９３６－１９３７),见参考文献３.
其在档案(见参考文献２)“有何种职业经验”中写:主日学

教授及本校大学中学图书馆管理.且金陵大学文学院学生有在金陵

大学图书馆兼职、半工半读的传统.沈丹泥在«金陵就学之回顾»
(«金陵光»,１９２４年,夏季特号)一文中写道:“此间(金陵大学图书

馆)服务者,多半工半读”.
曹祖彬１９３６年并未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而只是学士.

参考文献３表明,曹祖彬获得的是LibraryService专业的Bachelorof
Science,即理学学士.涂光霈博士论文(见参考文献１２)里说的曹获

得硕士学位值得商榷.
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学部副主任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５日曾致函裘开明,请其安排曹祖彬于７月１
日到１５日在哈佛学院图书馆实习事宜.裘开明６月１９日回函说,
可安排曹祖彬在哈佛大学所属的７２所图书馆中的任意一所学习.
见:程焕文编．裘开明年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５５.



2
0

1
7

年
第2

期

编译馆图书主任兼编审[１７],之后,其经历便不再见

诸于大陆图书馆学界.有一则颇感意外的史料是湖

南省档案馆编的«黄埔军校同学录»,该书记载曹祖

彬为“黄埔军校１８期政治部同上校政治教官”,毕业

院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系,
籍贯亦为安徽青阳[１８].黄埔军校１８期入学时间为

１９４１年,毕业时间为１９４３年,曹祖彬在１９４０年４月

被任命为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１９４１年２月辞职,

１９４３年被聘回金陵大学任图书馆馆长,这两年间的

经历无考,应该在黄埔军校当教官,当然,这需要更

多资料的佐证.在孔夫子网站上有人拍卖曹祖彬编

写的«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宣传语即是民国

黄埔军校教官青阳曹祖彬著«金陵大学图书馆丛书

子目备检»,说曹祖彬早年为黄埔教官,后在金陵大

学从事古籍研究,淡泊名利[１９].这种说法是错误

的,如前文所述,曹祖彬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在图书馆

兼职,并被委以职务,毕业之后,也一直从事图书馆

工作,而非辞了黄埔教官之后再去从事古籍研究的.

２　曹祖彬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２．１　图书馆学教育

曹祖彬在金陵大学从事图书馆教学工作的时间

至少超过１０年.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拔出专款作为

专科以上学校久任教员奖金,教育部规定,至１９４４
年１月底,曾在专科学校任教满１０年者,每人发给

１５００元,均以在职专任教员为限,曹祖彬获得了１０
年期的奖金[２０].可以说,曹祖彬为图书馆学教育工

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２．１．１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辅修科讲师

１９３１年,曹祖彬被聘为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

学专业讲师[２１],由此开始了他从事图书馆学教育的

历程.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教育可以追溯到１９１３
年,该校首任图书馆馆长克乃文(HarryClemons)在
文科设图书馆学课程[２２],向中国学生传授现代图书

馆学 知 识.其 后 又 于 １９２８ 年[２３](一 说 为 １９２７
年[２４])开设图书馆学系,主要目标是培养图书馆方

面的管理人才.李小缘任系主任兼教授,曹祖彬于

１９３１年被增聘为讲师.主要课程有“图书馆学大

纲”、“参考书使用方法”、“目录学”、“分类法”、“编目

法”、“图书流通法”、“特种图书馆”等[２５].作为在图

书馆工作、有实践经验的曹祖彬,其在教学过程中不

仅注意理论学习的系统性,而且十分重视培养学生

的实际能力,带领学生到校内外图书馆参观学习.
«南京图书馆志»载:“(１９３３年)６月８日金陵大学教

授曹祖彬率图书馆学班８人来馆参观善本书库,研
阅版本”[２６].这样科学而且严格的教学使金陵大学

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受到社会广泛欢

迎.因此虽然当时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仅为辅

修专业,但在全国具有相当影响力,这也是促成

１９４０年金陵大学成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原因之一.

２．１．２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主任

１９４０年,金陵大学迁至成都后,文学院鉴于图

书馆学专门技术人才缺乏,且各方又屡向其网罗此

类人才,乃于１９４０年春拟具计划,恳请教育部立案,
即蒙批准,曹祖彬主持科务[２７].同年秋季即招收新

生,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或大学肄业生,学制两年.开

设的专业课程有:图书分类法、图书编目法、图书馆

通论、民众图书馆、目录学、图书馆组织与管理、参考

书使用法、书史学等.与图书馆学辅修科相比,专修

科特别注重专门技能的培养,在课程中增设了图书

选购法、装订术、图书馆与成人教育、儿童用书研究、
档案 管 理 法、博 物 院 管 理 法、索 引 与 序 列 等[２８].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成立图书馆学座谈会,参会者最初仅

为金陵大学图书馆职员及图书馆学专修科同学,后
因影响逐步扩大,与会者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以致华

西大学图书馆职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职员、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及爱好图书馆的人士纷纷加

入.座谈会在曹祖彬、刘国钧及陈长伟家中举行,每
次座谈会都拟定主题,由专人演讲,集体讨论.至

１９４１年底,图书馆学术座谈会一共召开了 ９ 次,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和１９４１年６月,曹祖彬分别作了

«开架与闭架之利弊»«现代图书馆之新设施»两个报

告[２９].１９４１年秋成立图书馆学会,曹祖彬被聘为该

会顾问.图书馆学会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倡导

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进行考察,先后进行过“成都

市出版情形调查”及“成都图书馆考察”,并分别写成

研究报告.此外,图书馆学会会员还收集华西坝各

图书馆所藏目录,进行分类整理,以便于典籍的管理

并方便读者查阅[３０].学会还多次组织学生与社会

接触,如与本校图书馆及有关各科系联合举办巡回

文库、民众书报阅览室、各种文化展览以及民众阅读

指导等活动,既锻炼了学生能力,又促进了社会教育

的发展.以曹祖彬为科主任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

修科规模不大,只办了两届,共１６个毕业生[３１].

５２１

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考察/黄雪婷
ASurveyofCaoZubinsAcademicAchievementsinLibraryScience/HuangXu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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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为成都图书管理员讲习班授课

１９４０年４月,曹祖彬就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

长.时四川省教育厅为改进中等学校图书管理,训
练专门技术人员起见,委托省立图书馆办理中等学

校图书管理员讲习班,为期两个月[３２].由教育学院

院长任训练班班长,馆长曹祖彬任副班长,教育部分

由曹祖彬全权办理,所聘请的教师大都是图书馆学

专家,如刘国钧、李小缘等,曹祖彬也任讲师授课.
每日除上午规定讲课外,还以金陵大学图书馆作为

主要实习场所.第一期讲习班毕业后,继续办理第

二期讲习班.这种图书馆学理论及实践相结合的授

课方式,提高了中学图书馆的整体管理水平.

２．２　目录学成就

«金陵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是
曹祖彬最主要的目录学成就,１９３５年由金陵大学图

书馆印行,全书共５５８页.曹祖彬有感于“降及有

清,丛书之镌刻聚增,然各子目或多寡无定或排列无

序,欲于某丛书中觅得某种子目往往不可猝得,加上

金陵大学自成立以来,对于蒐集丛书颇为致力,购置

渐宏,检阅乃益感不便,索引之需更显”[３３].因此将

金陵大学图书馆所藏丛书三百六十余种,析其子目

编排.以子目编撰者姓名为纲,将其所著之书和丛

书名注于其下,按姓字笔画序列[３４].共著录著者不

下六千人,子目计两万三千余条,书前附有“本编所

收丛书一览表”“丛书书名简称表”“著者首字检查

表”,书后附无名氏所撰书及补遗.该书首创子目著

者索引法,欲检查某人所著之书,是否在某丛书里

面,依著者姓名笔画一检即得,简单方便.原是在金

陵大学图书馆内使用,后“读者以为于学子不无小

补”,遂将之排印,以惠学林.另外,还有１９２７年编

的«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３５],这些都是其

目录学成就的体现.

２．３　图书馆行业的社会活动

２．３．１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会议及其提案

１９２９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于南京金陵大学举行

第一次年会,“各事俱需创办,而筹备时期尤以文件

一项,拟稿缮写,异常冗忙”,曹祖彬时任第一次年会

筹备委员、年会职员以及文书组主任[３６],负责安排

各项年会相关事宜,为年会的顺利召开做出了贡献.
曹祖彬于年会图书馆行政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两个

提案:各图书馆交换复本杂志案;各图书馆互借书籍

案[３７];于分类编目组第一次会议提出编定统一中国

图书分类法案[３８].其中“各图书馆互借书籍案”产
生积极影响,该案通过之后,图书馆之间互借事宜日

渐发达,互借基础亦渐趋稳固,北平及太原图书馆协

会各馆,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市各馆有互借关系者达

３０个,并与全国各馆开展互借,如金陵大学图书馆、
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以及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等均有互借关系[３９].同样,编定统一中国图书分

类法案也产生了积级影响,曹祖彬在议案里呼吁“请
已著中文图书分类法诸专家,以及对于中籍分类富

有经验者,组织委员会,将已出之各家中文图书分类

法,潜心玩索,彼此取长补短,根据学术上及图书分

类本身上之研究,更参以中国图书之性质,复考中外

古今之分类法,详加讨论,编一完善而富有伸缩性之

中国图 书 分 类 法,以 便 全 国 各 大 小 图 书 馆 采 用

之”[４０].提案最终被大会合并、修正、议决通过,形
成“由协会编制标准分类法案”.随后的１９３３年,曹
祖彬当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分类委员会书记,其在

推行统一分类法方面不遗余力.时任金陵大学图书

馆馆长的刘国钧在其编写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导言

中云:“本表之编制得本馆同人之助力者甚多.李小

缘、曹祖彬两先生时相往复讨论”[４１].虽然在战乱

频繁的民国时代,曹祖彬编制统一分类法的愿望无

法实现,但刘国钧与其“时相往复”讨论的«中国图书

分类法»成为当时使用最广泛的分类法,１９２８年秋,
“承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会议议决,各通俗教育馆,
图书馆,一律采用”[４２].该分类法为新中国统一分

类法的编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２．３．２　与商务印书馆的论战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和以王云五为代表的商

务印书馆之间,有过一场学术论战,图书馆一方的代

表之一就是曹祖彬,还有两位是刘国钧和何日章.
此番论战的主题是王云五采用其发明的«中外图书

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对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万有文库»进行分类编目,并将各书分类号刊印

在书脊上,此举节约了图书馆的管理成本,也弥补了

当时图书馆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４３],产生了相对积

极的社会影响.但是图书馆界对王云五的分类法不

以为然,曹祖彬等从图书馆学专业的角度撰写了«图
书馆同人对于万有文库之意见»[４４],对«万有文库»
图书分类、内容选题等提出质疑,而商务印书馆则针

锋相对,逐一反驳.此番论战反映出的可能是受过

严格图书馆学教育、从事图书馆实际工作者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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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图书馆学教育而又自以为是者之间存在的天然

的矛盾[４５].曹祖彬作为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的、训
练有素的专家,其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声,代表了民国

时期图书馆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及关注,
提高了图书馆学的地位.

３　结语

有关曹祖彬的资料,从其１９４６年任职国立编译

馆之后便戛然而止,国立编译馆１９４９年随国民党政

府一起迁往台湾,曹祖彬是否去了台湾? 其之后的

生涯又是如何? 由于资料所限,这些只能留待后续

考察.曹祖彬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图书馆学家,曾
经和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代表人物刘国钧、李小缘共

事于金陵大学图书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也曾留美

学习图书馆学,其为图书馆事业作出的贡献值得今

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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