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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同礼先生是国家图书馆百年发展史上卓有成就、贡献很大的馆长之一。
国家图书馆编著的《袁同礼纪念文集》收入纪念袁同礼先生的文章30余篇，从怀念、回顾、专题研究
等方面展示了袁先生对学术文化的突出贡献。
本书的出版，将为图书馆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提供丰富的资料，有助于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史以及
海外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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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纪念袁同礼先生
袁守和先生：中国图书馆的先达
永怀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袁同礼先生
傅振伦记忆中的袁同礼先生
袁同礼年谱简编(1895-1949)  
1916-1920：袁同礼在清华
袁同礼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袁同礼先生对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贡献
袁同礼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的地方志收藏与整理
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述论
——兼及袁同礼先生的文献识见
袁同礼与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
袁同礼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西文建设
袁同礼馆长与国图金石组的发展
袁同礼与国家图书馆的业务建设
编印《国藏善本丛刊》史事钩沉
袁同礼主持中华图书馆协会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袁同礼先生与抗战期间ALA的“捐书中国”活动
抗战时期袁同礼先生的文化请援活动
袁同礼先生与美国国会图书馆
袁同礼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次演讲
袁同礼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
道德伟绩耀海外——袁同礼先生与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图书馆
袁同礼论著提要
袁同礼和他的《西文汉学书目》  
考狄的《中国学书目》和袁同礼的《续考狄中国学书目》
袁同礼存札中清末女学资料浅析
缪氏《重编红雨楼题跋》笺校十则
说古书的牌记
再解《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
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当代中国研究馆藏
袁同礼纪念文章及主要研究资料目录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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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月27日 徐鸿宝致袁同礼请示善本图书运港问题。
“守和先生赐鉴：移善本书来港事，宝赍尊函多件于十六日抵沪，其时箱已制齐，书由科学社运至震
旦大学者已百八十箱，是孙洪芬先生已改变前所主张，不拟将书运港矣。
此事责任太重，宝不便力争，只得作罢。
次日司徒雷登到沪，将开执委会。
孙先生忙于招待，无暇与宝等多谈。
宝乘间必言南来同人从公之辛劳办事，处处有成绩，应加维持。
继闻顾子刚兄有英文函致孙先生，力言平馆经费不宜停止。
此函已寄至尊处，未识确否？
廿二日赴花旗银行探得开会结果：一、将长沙办事处结束；二、请公回平主持馆务，倘有不便时暂由
司徒代理，专事对外；三、平馆经费仍照常付给；四、长沙同人一律回平复职。
此种议事录想已寄至尊处，究竟与宝所闻有无出入，不可知也。
宝向孙先生表示不愿回平，渠谓可留沪办事。
将来如何分配，无从悬揣，遂于廿四日乘轮南行，廿七日抵港，暂寓新华饭店，仍拟他移。
年近六旬，已无力深入内地，香港用费过大，不能久居。
真所谓人间无个安排处矣，言之可叹。
闻公不久来港，宝在此恭候，可一罄衷曲。
宝薪水请便中赐下，盖手头款项业已用尽也。
匆此，即请钧安。
 徐鸿宝敬上一月廿七日同仁均此致候。
”（《馆史资料汇编》496—497页。
） 1月30日 邓衍林致袁同礼力陈图书馆南方工作的重要意义函。
函中谈及闻徐鸿宝所述中基会决议，司徒雷登认为南下工作人员系私人行动之“盲动”；北方现安定
，能继续工作，南方工作想不必要甚或无事可做；南方工作人员太多，有裁汰之必要。
邓衍林力陈图书馆南方工作的重要意义云： “（一）刻下日人桥川己去馆，馆长仍属袁公。
⋯⋯继续维持，⋯⋯兹于全馆立场上，认为可行。
 （二）平津刻下治安或称安靖，然人心是否安定，当经研究。
⋯⋯（三）此次抗战爆发后，南北各地藏书多遭摧毁。
 （南方正在计划之工作，正为国家日后复兴建设所应备之参考资料）。
⋯⋯（四）我馆自合并成立以后，即确立其两大政策：保存固有文化，发扬近代科学。
⋯⋯今南方工作者： （一）征集调查西南文献，因地制宜，就近搜集，当与保存文化暗合。
 （二）致力于‘工程参考书报’之征集。
⋯⋯（三）调查‘中日抗战史料与国际舆论资料”。
⋯⋯（五） （关于私人行动）我等多为奉馆命而始南行者。
且林等数人确为坚持至日人劫持馆务之最后一秒钟始行，脱险间道离平。
且行前亦曾以私人资格徵诣中基会负责当局之意见，认为无可苟留之必要，⋯⋯至少限度之与敌不合
作精神。
⋯⋯（六）（推测中基会决定之想法：维持平馆，对日人有所幻想）⋯⋯中基会意见对于‘香港办事
处’尚留有余地，即果如决议，亦可从此点以谋缓冲。
⋯⋯”（《馆史资料汇编》498—503页。
） 2月3日 孙述万等五人致袁同礼建议保留驻港办事处函云： “⋯⋯决不愿回平忍辱苟安。
⋯⋯中基会如核允迁滇，港办事处似宜保留。
⋯⋯中基会如不核允迁滇，则对于湘港同仁亦应照常维持至本年六月底（会计年度）然后遣散。
万不获已时最低限度之维持办法，⋯⋯（留任职员之遣散金用于预算，度此难局）办事处似宜保留。
”（《馆史资料汇编》506—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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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4日 任鸿隽致袁同礼商讨平馆与临大合作函云： “⋯⋯关于馆务，部意以为临大图书馆即已办
有条理，比及只有与l临大继续合作，庶收彼此互助之效。
至北平馆务，弟向来主张尽力维持，但以他方不加干涉为条件。
据温德先生报告，月前由司徒先生派人来馆，显系受人蒙混与利用。
⋯⋯（寄存书）震旦博物馆如能保险，自以暂存彼处为佳。
因在此时局下，各处迁徙徒耗运费，且多危险。
因不如就地保存之为得也。
⋯⋯”（《馆史资料汇编》508—510页。
） 2月8日 任鸿隽致袁同礼讨论中基会对北平图书馆决议案及复函云： “中基会方面既经执委会正式
决议，图书馆委员会即有他项建议，亦只能将原议略事修改，不能望其根本取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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