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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外案卷深处 听民国历史回音

□张红扬∗

　　摘要　从北美中国研究的历史发展趋势分析«北美民国研究档案资源指要»(ArchivalReＧ
sourcesofRepublicanChinainNorthAmerica)一书在民国档案整理和揭示方面的重要性.该

书择入的３２９种档案为北美主要民国档案收藏机构的重要档案,是了解和研究民国著名历史人

物、重大历史事件的珍贵资料.该书的双语形式增强了其使用价值,描述和研究并重的风格显示

了编者的研究能力.这一论著和近年来其他同类著述和数字化文献一起,标志着北美中国研究

现代文献在加强收集力度的同时,向整理、揭示和共享阶段转型和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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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先生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研究在美

国的转向»一文中认为:“从２０世纪中叶起,中国研

究这一领域在美国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向.这一

转向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就研究的内涵说,专家

们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现状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相
形之下,以往汉学家们所最感兴趣的传统中国就受

到比较冷落的待遇.第二,就研究的取径论,人文与

社会科学各门的专业纪律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以

往汉学传统中的文献考释则退居次要的地位”[１].
这一转向的背景在于,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引起了中

美关系的变化,区域研究兴起.伴随这一研究转向,
一些美国重要的大学东亚图书馆或东亚文献收藏机

构的收藏重心也从古典文献扩展到了到中国和东亚

的现代文献了.
如果说,余英时先生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较早

揭示了美国中国研究及文献收藏转向现代中国的趋

势,那么,王成志和陈肃编纂的、由哥伦比亚大学出

版社于２０１６年出版的«北美民国研究档案资源指

要»(ArchivalResourcesof RepublicanChinain
NorthAmerica)一书,不仅为余先生上述论述提供

了又一例证,而且,这一论著和近年来其他同类著述

和数字化文献一起,标志着北美中国现代研究文献

在加强收集力度的同时,也向整理、揭示、评估和共

享阶段转型和迈进.

图１　«北美民国研究档案资源指要»封面

«北美民国研究档案资源指要»揭示了北美主要

研究型大学收藏的３２９种重要民国档案.这些极其

珍贵的文献是了解和研究民国著名历史人物、重大

历史事件的重要资料.二位编者花费数年时间,为
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便捷的联合目录并研究指

南,正如吴文津先生在前言中所说,“为北美及其他

地区的民国史学界提供了具有持久价值的助力”[２],
值得由衷赞美.该书的双语形式极大地增强了本书

的可用性,描述和研究并重的风格显示了编纂者卓

越的研究能力.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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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原始记录性是它的本质属

性,并以此区别于图书和文物.一直以来,档案的查

询和内容的获取较之善本古籍更为不易.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国内档案文献的查询较之此前略微宽

松,但是由于档案文献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涉及政治

问题的敏感性,总体而言仍较难查询,有相当部分甚

至完全封闭.在北美,档案文献总体开放度比国内

要高出许多,但是,较之其他文献来说,查阅难度仍

较大.其原因有三,其一,揭示不够,缺乏便捷易用

的联 合 目 录、索 引 或 查 找 指 南.“根 据 ２００９ 年

OCLC对于美国和加拿大２７５个机构的测查,大量

的珍稀文献资料尚在未揭示状态,且这些文献还在

急速增长.其中中国研究文献尤为如此”[３].其二,
对于收藏机构来说,档案的流程处理较为复杂,对于

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要求较高,编目整理周期长,且
需要和相关研究者合作解读.其三,由于这些档案

中记录的有关中国的敏感信息,有的档案所有者在

捐赠时要求部分或全部暂时不对外提供查阅,例如

胡佛研究所收藏的蒋介石和蒋经国档案即是如此.
其四,对于读者来说,档案的收藏机构常常无从知

晓,检索上经常遭遇技术困难.历史人物名称、地点

和事件的罗马化拼写如何与汉字和汉语拼音转化的

问题,是研究者最易遭遇的困难.如果该书早些出

版,相关研究者只要略加浏览,就可以避免将蒋介石

(ChiangKaiＧshek)译成蒋申凯的荒谬错误.
周锡瑞先生(Joseph W．Esherick)在前言中将

该书择入档案按照形成者分为七类,并对重要档案

做了提点,所言极是,本文照译如下:１．中国著名政

治家的档案.如蒋介石(ChiangKaiＧshek)、宋子文

(T．V．Soong)、孔 祥 熙 (H．H．Kung)、顾 维 钧

(WellingtonKoo)等;２．重要知识分子的档案.尤

以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项目的收藏为代表,如胡适

(HuShih/HuShi)、何廉(FranklinHo/HeLian)、
蒋廷黻(T．F．Tsiang/JiangTiingfu)等;３．报道中国

的美国新闻工作者的档案.如哈里森  福尔曼

(HarrisonForman,著名摄影记者①)、艾格尼丝
史沫特莱(AgnesSmedley,著名女记者)、安娜露

易丝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著名女记者)、
埃德加斯诺(EdgarSnow,著名记者;部分档案由

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 Nym Wales和前夫人海伦

福斯特斯诺 HelenFosterSnow形成)等;４．重

要使华美军军官的档案.如魏德迈将军 (Albert

Wedemeyer,盟军中国战区第二任参谋长)、陈纳德

将军(ClaireLeeChennault,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
飞行员.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中国作战的美国

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美国陆军第１４航空

队司令的指挥官)、史迪威将军(JosephStilwell,二
战中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

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等职);５．重要外交

官的档案.霍恩贝克 (Stanley Hornbeck,１９２８－
１９３７年外交部远东司司长)、乔治柯尔(George
Kerr,在台的外交官与东亚事务专家,曾经担任美国

外交服务干事和副领事,亲身经历了二二八事件)、
谢伟思(JohnS．Service,１９４１年起历任驻华大使馆

三等和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

等职)、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燕京大学创

办人,前驻华大使);６．传教士和慈善机构的档案.
包括书信,期刊,日记和报道;７．中国学家的档案.
如柯乐博(O．EdmundClubb,前美国驻华外交官,
中国学家)、费正清(J．K．Fairbank,最负盛名的中

国问题观察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戴德华

(GeorgeTaylor,燕京大学教授,中国学家)、韦慕庭

(C．MartinWilbur,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项目负责

人,中国学家)等等[４].
该书的３２９种珍贵档案来自４０所收藏机构.

其中尤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哥伦比

亚大学、耶鲁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康奈尔大学、普
林斯顿大学的档案为重点.自芮玛丽 (MaryC．
Wright)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中文部主任后,
入藏了大量的诸如蒋氏家族和民国政府首脑等的现

代中国资料,进一步加强了胡佛研究所的民国档案

收藏,使之成为研究民国史的资料重镇.耶鲁大学

的３００位清代以来前往中国活动的传教士的手稿、
日记、信件、照片、报告、论文、著作、地图等,在研究

界相当知名;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谢伟思和赵元任档

案、普林斯顿大学和杜克大学的甘博(SidneyD．
Gamble)档案等均为民国相关研究者所津津乐道.

«北美民国研究档案资源指要»一书中档案资料

的创建者属性也不尽相同.有官方机构形成的,如
“中国国民党杂项档案”(MiscellaneousZhongguo
GuoMinDangKMTDocuments,１９２０s－１９３０s),
由国民党美国各支部编写;有非官方的机构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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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赴华传教士口述史档案”(ChinaMissionariesOＧ
ralHistoryProject),由克莱蒙特研究生院(ClareＧ
montGraduateSchool)口述史项目编写;有个人形

成的,如 “顾维钧档案”(Wellington KooPapers,

１９０６－１９７６);有家族形成的,如“刘镛家族文献”
(LiuFamilyRecords,１８８０－１９３０).该书汇集的

档案在载体形式上也多种多样,有手稿、印本、复制、
摄影、录音、摄像等.由此,无论从内容、创建者和载

体来说,都为全面了解档案这一资源形式提供了一

个样板教材.
本书编者不仅是档案文献的揭示者,而且是分

析者和研究者.书中的档案相关人物生平和备注两

项内容,结合了编者的研究成果,颇见功力.备注项

中相关档案的提示,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有关档案全

貌.例如,由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杜克大学合作举

办过甘博图片展览,一直以为此图片档案与杜克大

学有关,看了本书才知道其来龙去脉,该档案原藏于

普林斯顿大学后转至杜克大学.
备注中提供的档案整理出版信息和数字化信息

也极具价值.近年来,两岸三地及北美的民国档案

已有相当数量完成整理和编目,不少已整理出版或

数字化.例如,就笔者所知,«顾维钧回忆录»«胡汉

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未刊

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６０－１９４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

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

图书馆藏钢和泰未刊往来书信»«皇舆搜览:美国国

会图书馆所藏明清舆图»«方舆搜览:大英图书馆所

藏中文历史地图»«战时岁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

来函电稿新编(１９４０－１９４３)»«风云际会—宋子文与

外国人士会谈记录(１９４０－１９４９)»等均为珍贵档案

整理出版的例子.此外,不少档案的数字化文档在

其收藏机构的网站上可以检索利用.上文所提到的

甘博拍摄的民国照片已可以在杜克大学的网站上检

索,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海达莫里循(HeddaMorriＧ
son)拍摄的民国照片在其网站上也可以获取和利

用,史迪威档案在斯坦福大学的网站上也可浏览.
缩微档案的例子更多,不再一一列举.但是,共享的

数字化平台尚未见到.我们期待编者能够以本书为

基础,编制能够全面反映北美民国档案收藏情况的

联合目录及提要,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建设互惠共享

的数字化平台.
该书的四种附录都相当实用,包括以收藏机构

为分类的目录、中国地名罗马拼音/汉语拼音与中文

对照表、中国人名罗马拼音/汉语拼音与中文对照

表、参考文献、收藏机构/地名/人名索引,这些附录

解决了中英对照的难点,为提高检索效率做出了贡

献.本书主体是按照档案创建者的姓氏来排序的,
并无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姓名夹在档案名之中,虽然

主体内容前有题名索引,但仍感到浏览不便,如果在

每个条目前将姓氏或组织机构名列出,或更易查找.
再者,书中的３２９种档案中的部分二位编者已亲见

了,如果亲见所有的话,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和感悟,
或许这一点是笔者的苛求.

该书揭示的档案与现有的两岸三地的民国档案

体现了互补的关系.不仅促进海外民国研究的发

展,也补充了两岸三地档案文献的不足.如今,民国

档案的收藏已不是两岸三地的中国人的专利,包括

民国研究在内的中国研究也不再是中国学者自己独

有的专利,它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为中外学者

共同分析研究,由此,该书亦为推进中国研究的全球

化做出了努力.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间,袁同礼先生应美国国家图书

馆之聘请,在美国埋头苦干,编纂了以«西文汉学书

目»为代表的１０数种汉学书目,其时,身后的祖国正

在经历新旧蜕变的艰难历程,袁先生感时伤世的心

情可想而知.而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在世界格局

中起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研究也

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学文献在西方成为东亚文献

收藏的热点,中国研究馆员也人才辈出,尤其是目前

有很多华人在北美东亚图书馆工作,排名前十位的

东亚图书馆中有８位馆长来自中国大陆.新一辈的

华人中国研究馆员不少具有博士学位,除图书馆学

的背景外,一般都具有其他专业研究背景,因此更重

视研究及著述,研究成果斐然.在此意义上,该书不

仅可告慰前辈华裔馆员,为海内外研究者所喜闻乐

见,也是袁同礼先生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传统在新

的历史时期的延展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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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法阅读推广的难度高于拉法阅读推广,策划的色彩较浓,因为这类文献的吸引力不是天然的、自带的,
需要图书馆员去发现、去论证、去创造.之前国内图书馆做得比较少,今后要适当加强.比如美国国会图书

馆把因为难懂而长期无人问津的图书摆在醒目的地方,并且提示这些书很深奥,只有学问渊博的人才能读

懂,从而挑起读者的征服欲,将其借阅一空.同样,大学里一些同学也在追逐这些艰涩的书,比如吉林大学的

网络论坛上,就有同学列举了十本最艰涩难懂的书,如«资本论»«周易»«形而上学»«小逻辑»等 .这些书单

独放着的时候,一般人不会去看,但是当集中展示,并极力宣扬其难懂程度的时候,就会有同学会为挑战自己

的智商而去看这些书.图书馆可以学一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做法,以“谁是惊动睡美人的王子?”为标题,推
出一批长期无人问津的书.

(３)撞法阅读推广.
撞法阅读推广适用于需求不明或需求混合的文献.通过物理形式或气质特征筛选出来一批混合主题的图

书进行推广,可称为撞法阅读推广.这里的“撞”的意思是图书馆员并不十分清楚哪些读者喜欢这类书,而是出

于“感觉有人感兴趣”“或许有人感兴趣”的判断,抱着“撞着谁是谁”的态度,将一批具有某种独特的物理形式和

气质特征的书推广出去.撞法阅读推广类似于 QQ中的“漂流瓶”和微信中的“摇一摇”.撞法阅读推广因为效

果具有偶然性———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成功与否取决于图书馆员的“第六感”,所以起步时更有策划感,
落幕时倘若成功,也会有极大的成就感.撞法阅读推广的策划性最强,比较好开展,但是也容易被忽视.

撞法阅读推广的手法之一是按物理形式推荐图书,比如可以基于颜色推荐图书,在妇女节,把封面为粉

红色的书集中起来展示,在植树节,把封面为绿色的书都集中起来展示.可以基于颜值、身材推荐图书,把最

美的书、最丑的书、各种形式怪异的书、最小的书、最大的书、最厚的书、毛边本都集中展示,给读者先是带来

形式上的冲击感,吸引读者走近、浏览,或许读者还会喜欢上其内容.还可以基于标题,把标题最差、标题最

怪的书集中展示,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图书漂流也是撞法的一种,在地铁的座位上留一本书,究竟下一个读

者是谁,这本书将飘向何方,书的命运完全靠撞.
对图书馆来说,撞法阅读推广是最好操作,效果可能还比较好的一种方法,值得好好想一想该怎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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