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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图书馆》

前言

铁猊先生邀我去他供职的朝阳区图书馆讲课时，我每次都是兴冲冲地前往，因为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
，就跟不少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常常在那里浏览种种的典籍，或查找有关的资料。
在这样频繁的过程中间，竟发生了若干曲折的故事，至今还深深地留存在记忆里面。随着岁月的匆匆
消逝，我已经进入了老迈的垂暮之年，再也没有长途跋涉的精力，到远处的图书馆去兴味盎然地翻检
与搜索了。记得是十来年前，全家在美国的芝加哥团聚时，离住处仅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有座规模不
小的华文图书馆，里面收藏着港台作家、海外华人与西方学者有关当代中国的很多著作，面对这些在
国内难以找到的书刊，真想仔仔细细地阅读一遍，以便知悉他们所掌握和运用的史料，并且揣摩与分
析其可信的程度。对于他们从不同视角得出的结论，也可以认真地考核其具有哪些科学的含量。于是
我在前后的两个月之间，每天都准时前往，默默地坐在窗下的长桌旁边，终于读完了书架上陈列的这
些著作，觉得收获是不小的。当我走进朝阳区图书馆的大门，沿着阅览室外面的走廊，透过明亮的玻
璃窗，瞧见有许多男女老少的读者，静静地坐在那里阅读的景象，真羡慕他们沉醉于一种高度的精神
享受之中。于是我叹息着自己居住的地方，离北京的任何一座图书馆，都存在相当遥远的距离。我张
望着这些幸运的朋友们，幻想着如果自己能够居住在这座图书馆旁边的胡同里面，当然也就可以天天
都游荡在众多的典籍中间，徘徊再三，流连忘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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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图书馆》

内容概要

这本《名人与图书馆》是作者追求的一个成果。它不是图书馆学方面的专著，只是将图书馆发展历程
中值得记取的事物和人物连缀成篇，试图从一个侧面品味历史、品味文化，让人们对图书馆在人类文
明传承中的独特作用有一些生动的感性认识。     本书将图书馆发展历程中值得记取的事物和人物连缀
成篇，试图从一个侧面品味历史、品味文化，让人们对图书馆在人类文明传承中的独特作用有一些生
动的感性认识。在近代中国建立图书馆的事业中，缪荃孙、张元济、蔡元培、梁启超、鲁迅等不少专
家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本集子里的不少篇章，对此作出了很生动的叙述，显示了这一部学
术史的轮廓。而且在许多的篇章中间，又涉及到了这一门学问的不少专业知识。很生动地阐述上述的
这两种内容，对于许多热爱图书馆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受益匪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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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图书馆》

书籍目录

序言凤凰之子的图书馆情缘《雷雨》诞生之地毛泽东一生相伴图书馆沫若“挖煤”韦棣华——一个被
忘却的名人梁启超与北京松坡图书馆蔡元培于图书馆之“影响”“北刘南杜”和“中西两杜”马廉与
孔德学校图书馆鲁迅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美国的总统图书馆卢木斋与木斋图书馆李大钊与“亢慕
义斋”毁于一“案”的法文图书馆功臣牛弘  端方其人其事亚历山大图书馆之“涅粲”“马克思的足
印”与“列宁的桌子”魂落他乡皕宋楼居无定所的《四库全书》浙江“双丁”与“八千卷楼”中国的
图书分类做过图书管理员的名人徐树兰与古越藏书楼“南瞿北杨”话沧桑剧作家的悲剧遥想“天一阁
”李四光——京师图书馆的副馆长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缪荃孙袁同礼与“平馆善本”“不解书缘
”张元济“不要忘记”张謇当代藏书人杨守敬“盈筐箧”而归胡适之于图书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两度
馆长一生读书三人“合众”——记上海合众图书馆一任馆长六十年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图书馆圣手书生
张宗祥富兰克林的“皮围裙俱乐部”八百包文献八十年沧桑拿破仑的随军图书馆“她对书籍的热爱是
真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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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图书馆》

章节摘录

插图：凤凰之子的图书馆情缘凤凰，湘西神秘而美丽的小城。从这座小城里，1870年至1924年的五十
几年间，竟相继诞生三位非凡人物：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他们在政治、文学、美术等不同领域
，各自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他们的个人经历迥然不同，但是，他们与图书馆却都有过异乎寻
常的不解情缘。熊希龄（1870-1937），中国著名政治家和慈善家。自幼聪颖过人，十五岁中秀才，十
六岁中举人，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一岁点翰林，曾经是清末五大臣欧美宪政考察团的重要随员之一，
据说考察大臣戴鸿慈、端方考察宪政的书籍编辑工作以及条陈奏折的起草工作都是由熊希龄完成的
。1913年，熊希龄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雄心勃勃地想组成有张謇、梁启超、汪大燮等人人阁的“第
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而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是面对袁世凯的大权独揽，一切推行民主制
度的努力只能是幻想。很快熊希龄便退出政坛，办起了教育和慈善事业。1920年创立北京香山慈幼院
，还先后担任了中华慈善团体联合会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社长、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十多
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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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图书馆》

后记

大约1963年，我在中国书店买过一本前苏联莫斯科图书馆编的小册子，内容是教图书管理员如何辨别
世界各国文字。书中列举了总共六十种文字，分别介绍了它们各自最明显的特征，在不认识某种文字
的情况下，可以依照外观上的特征做出准确判断。我那时是个初中生，除了学校学过一点儿英文，其
他大致能分得清的就只有当时生活中常见到的俄文、日文和朝鲜文。而我在粗略读了这本小册子之后
，竟可以准确地区分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希腊文、阿拉伯文、缅甸文、越南文和世界语。小册子
好像是一毛钱买的，后来很快就被我的一位酷爱语言学的同学要去了。但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
还保持着当时学到的那种分辨文字的能力。这类能力就是典型的图书管理员的能力：除了自己的图书
馆学专业以外的其他学科，不求专，却要广而博。命运的安排，让我在年近不惑时改行做了一个区级
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员。我没受过图书馆学专业的系统教育，只是凭着早年间的领悟，努力追求着“广
而博”，二十年来一直把它当作了工作甚至人生的一种境界。这本《名人与图书馆》就是这种追求的
一个成果。它不是图书馆学方面的专著，只是将图书馆发展历程中值得记取的事物和人物连缀成篇，
试图从一个侧面品味历史、品味文化，让人们对图书馆在人类文明传承中的独特作用有一些生动的感
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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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图书馆》

编辑推荐

《名人与图书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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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图书馆》

精彩短评

1、很好~在阅读中！！！
2、此书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策划，扉页有“谨以此书纪念朝阳区图书馆建馆50周年”“1958－2008”
。介绍了古今众多为图书馆设立、发展而贡献的人士。
3、很多和图书馆有关的名人轶事，很赞
4、有些故事图书馆狂热者应努力熟练背诵，传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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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图书馆》

精彩书评

1、把名人跟图书馆扯到一起，完全就是增加一些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也只是图书馆人的一厢情愿。
挺可怜的，不过看完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但凡是个有成就的人，必定读过很多的书，不管人家
在哪里读的吧，总之是读过很多书，能从书里学到很多东西。最近还在讨论公共借阅权的问题。在图
书馆事业还不太发达的我们国家，应该没有能力来承担这种权我觉得，看书本就是一个成本颇高的事
情，如果还需要来收取更多的费用，当然这些费用并不是公众来分担，而是图书馆或者国家，必然会
阻碍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公共借阅权真只能在北欧那些高福利国家实行。早上去图书馆还书，听到几
个老图书馆馆员讨论退休前工资能加到多少，其中一个很悲苦的说，我到退休前能拿的还不到两千！
可见精神生活水平颇高，物质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下的。多一些名人来倡导倡导图书馆的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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