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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做学问离不开图书馆，图书馆更离不开书。
对于那些想做学问的读者来说，他们眼里的图书馆就像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可以从
中去觅取他们所需要的书。
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转到一百多年前，再往前推到古代，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图书馆”这个字眼的
时候，古代学人就做不了学问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古代，中国的官府、民间、个人都对古代的典籍加以收藏，从周代的“藏室”发展到后来的“书仓
”、“书阁”、“书库”、“藏书楼”、“书院”，形成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
书等不同的藏书模式，这些就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各类的“图书馆”，中华文明才有可能保存和延续至今。
同样在古代西方，除了官方和私人藏书外，在藏书载体上有别于中国的是当时西方各国普遍存在着的
修道院图书馆，其中尤以爱尔兰的修道院图书馆而闻名于世。
西方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度，如离开了基督教，离开了修道院的图书馆，也就谈不上西方古代文明的存
在。
东西方文明都离不开对书的收藏，都离不开各种类型的“图书馆”。
在中国可以与西方修道院图书馆进行相类比的则是“书院”，二者之间的相同点都是机构，既不是官
方的，也不是私人的；不同点是载体属性上的不同，西方是“教会”的，中国是“世俗”的。
它们之间的异同又决定了“修道院”与“书院”在藏书格局从内容到管理上的差异。
西方“修道院”收藏的书主要是人文学科和少数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尤其关注于教会经书和教会历
史典籍的收藏，而中国古代“书院”藏的书主要是经、史、子、集，尤其侧重于儒家经典的收藏。
教会典籍与儒家经典是这两者之间在藏书上的各自特色。
此外，在为读者服务上，它们都不是公开对外开放，而是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服务对象也不相同。
　　整个中世纪的历史，这两种并行不悖的藏书格局在东西方各自运行着，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但是随着1500年世界历史转变出现的大拐点，16世纪下半叶，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开始了在中华大
地上与儒家文明的接触与交流。
此时，中国原有千年亘古不变的传统社会受到了冲击，士大夫开始认识到世界原来是如此丰富多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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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付梓之际，作者嘱我写序，我原想大可不必。
因为一本学术的书，其价值早已写在字里行间。
本人之所以提笔而作，倒是想借此说几句题外的话，谈谈自己对书的感悟。
自我从厦门大学毕业，步入福建师大任教以来，我就与教会大学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福建师大的前身是13所教会大学之一——福建协和大学。
在我面临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之时，协大图书馆的藏书成了我人生选择的唯一标准。
当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时，我之所以选择以利玛窦为研究对象，就是受到协大
图书馆藏书的影响。
研究生毕业后，之所以要回福建工作，还是因为我念念不忘的是协大图书馆那丰富的藏书。
我原本要到福建社科院工作，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最终还是协大图书馆的书把我拖回到了师大。
可见，书的磁力是如此之大，我无法抗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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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雪梅，教授，博士。
1961年11月生于哈尔滨市，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同年7月在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任教。
曾任图书馆学系主任、图书馆学硕士点负责人，兼任校工会副主席、校民盟主任委员、省政协委员。
曾获得黑龙江省教书育人系统先进个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3年11月被引进到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信息管理系任教，担任信息管理系主任，校聘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负责人。
2007年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专门史专业毕业，获历史学博士。
在数十种专业刊物中发表论文70多篇，在《信息资源共享》、《信息资源建设》两部国家级教材编写
中担任副主编，并主编（包括联合主编）《信息采集》、《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管理》、《
社科信息检索》、《科技信息检索》等5部专业著作，参编《理论图书馆学教程》、《文献信息管理
》等6部专业教材，多次获得省级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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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历程，无疑令人慨叹，其存在时
间虽短，但其作用影响很大，是中国较早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学图书馆。
教会大学图书馆发端于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人华后便以改造整个中国人民的生活及思想
为工作目标，传教布道，先后在中国一些城市的教会大学中创建为数众多、有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
，力破千年陈规陋习，将图书馆作为启迪民智的重要文化机构和服务民众的社会事业。
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设立发展的积极意义就在于：较早将西方图书馆理论、管理和技术方法等带进中
国，实“为天下之先”，使中国图书馆界传统思想及服务观念变革、进化得以推动，起到启蒙和示范
之作用。
　　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是随着教会大学的兴办而发展的，西方在近代中国共建立了16所教会大学，
其中由基督教新教各差会①及基督教人士创立的共13所，主要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
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福建协和大
学、华南女子大学及岭南大学。
其他3所为天主教创办的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大学。
这些教会大学都设有自己的图书馆，尽管规模有限，但影响很大。
由于教会大学图书馆多属基督教所创办，故本书主要以13所基督（新）教大学图书馆为研究对象，教
会大学图书馆的研究范围亦与之对应。
研究的时间跨度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初，共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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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以为世上有很多东西是可遇可求的，而书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协大收藏的书都是一百
多年前的，尤其是那些珍贵的西文善《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