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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底，铁猊先生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希望我看看他的书稿并提点相关意见，那时，我忙得不可开交
，无法及时回复。
后来铁猊先生又陆续发来几封电子邮件，说《名人与图书馆(续篇)》出版在即，希望我尽快完成序言
。
此时我才明白因为一时疏忽自己并没有读懂铁猊先生最初来信的意思，以前的回复有点文不对题。
我没有见过铁猊先生，也不认识铁猊先生，在此之前，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往。
尽管如此，我仍然十分乐意撰写这篇序文，因为我喜欢名人与图书馆这类主题的著作。
    因为答应写序文，所以，我在阅读书稿的同时，还必须对作者有所认知。
经过了解，我得知：铁猊先生乃1948年生人，年长我十几岁，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与我这个“
新三级”大学毕业生有着某种特殊的历史关联。
他1968年到山西插队，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达8年之久，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其中自然饱含
着不少的辛酸。
1978年，铁猊先生在北京朝阳区群众影剧院谋得美工一职，期间在业余大学攻读美术大专。
1986年调入北京朝阳区图书馆宣传辅导部工作，成为图书馆界的一员，因为所学的是美术专业，直到
在图书馆工作了17年之后的2003年才取得图书馆馆员职称，个中的甜酸苦辣可以想见。
2006年，铁猊先生开始办馆内刊物《朝阳书友》和《朝阳风物》，并负责开办朝阳文化讲堂，风生水
起，热火朝天，获得多方好评。
此外，铁猊先生还编辑出版过《近思鲁迅》《在中国话剧一百年的时候》等几本纪念文集。
    铁猊先生在来信中说：“我原来从不写作，至少从来不为发表而写作。
《名人与图书馆》是我动笔写作的首篇，自觉还好，以致又开始写些别的东西，其中有一组有关英语
典故的散文，《北京社区报》已连载近两年(每周一篇)。
平时还写些时论、随笔，不为发表”。
这话很实在，也很令人感佩。
正因为如此，第一部《名人与图书馆》的编纂出版纯属偶然：铁猊先生办的《朝阳书友》有个“名人
与图书馆”栏目，他负责为这个栏目撰写文稿，为避免断稿，时常要多储备一些稿子，刊发和积累的
稿子多了，便萌生了结集出版的想法。
2008年9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名人与图书馆》，计约20万字。
这正好应证了他自己“我原来从不写作，至少从来不为发表而写作”的说法。
诚然，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能够像铁猊先生这样“从来不为发表而写作”已经十分罕见和难能可贵了
。
    铁猊先生2008年退休后还是很想多写些东西，还是“不为发表而写作”，只想“给经历以思索，给
自身以交代”，于是，有关名人与图书馆这个主题的写作得以不断延续。
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内，铁猊先生完成了《名人与图书馆(续篇)》的写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自然很乐
意继续出版，因为这类著作极少，而不少学者虽然著述等身，但是大多不从事这类著述的写作，大约
是这类著作不在学术评价体系之内的缘故罢。
    《名人与图书馆(续篇)》共有38篇文字，主要记述的名人过百。
铁猊先生在写作上大抵保持了与第一部《名人与图书馆》一致的“讲故事”风格。
《名人与图书馆》自然得以名人为主线去叙述其图书馆活动，但是，铁猊先生并没有穷极各个名人的
一切图书馆活动，只选择名人与图书馆中比较生动有趣的故事去重点描写，其中简要穿插介绍名人的
生平，且点到即止，丝毫不影响故事的铺陈展开。
这使得该著的每篇文字既短小精练，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令人印象深刻。
    从《名人与图书馆(续篇)》来看，铁猊先生讲故事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类：    其一、以人叙事。
此类故事，大多以名人为主线，以其典型故事或者名言展开，或者一人一事，或者一人多事，娓娓道
来，立意明了。
例如：“以死抗辱之王重民”、“国立北平图书馆碑散记”之钱玄同、“书呆子莫来馆”之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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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魂永不散藏园”之傅增湘，“‘守护之神’蒋复璁”、“此木斋非彼木斋”之李盛铎、“李小缘
‘归而结网”’、“莱布尼茨与歌德”、“宫墙聚书籍共以乐陶然’’之柯璜、“‘万里’流觞”之
赵万里、“‘孤岛’得书记”之郑振铎、“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之张申府、“‘插架缥缃’嘉业
堂”之刘承斡、⋯学富一车’陈乃乾”、“梁诚与美国庚款退款”、“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之
博尔赫斯、“洪William”之洪业、“‘劣绅’叶德辉”、“侨领陈嘉庚与集美图书馆”、“‘交换学
者’裘开明”、“归骨田横之岛”之傅斯年、“卡内基和他的图书馆们”、“实至名归李公仆”、“
藏书肯借见胸襟’’之赵景深、“也是目录学家的钱基博”、“唯留书香沁后人”之周叔弢，“钱穆
的‘从小到大”’、“良臣魏征”、“‘四百万’王云五”、“洪秀全毁了多少书”。
    其二、以事叙人。
此类故事，大多以事件为主线，以一事叙述多位名人的集体故事，从中可见图书馆名人荟萃之盛。
例如：⋯青年会，馆”之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耿济之、瞿菊农等；“保存文献的t同志会”’之
何柄松、张寿鳙和张凤举，“一塔湖‘图’——北京大学图书馆纪略”之李大钊、马衡、毛子水、严
文郁、向达等，“寻访文澜阁，，之陈训慈、徐伯璞等，“数学家与图书馆”之华罗庚、陈景润。
在这类故事中，铁猊先生既重视闻名遐迩的名人，也不避并非广为人知的人物。
例如：“清华人与清华馆”记述的是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于光远等大家，而“清华‘守望者⋯
则记述的是普通“名人”毕树棠。
    其三、以事说事。
此类故事，不以人物为中心，大多是就事说事．其间提及一些人物。
例如：“谷歌与数字图书馆”、“中国科学社与明复图书馆”。
    名人与图书馆是一个很不好写和很难写的主题，因为要了解一位名人的生平事迹往往需要耗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没有材料难以写成，材料多了要删繁就简，也比较困难，而要让普通民众阅读起来也
感到津津有味则更是难上加难。
铁猊先生从上学时就喜爱图书馆，且以“坐拥书城，涉笔成趣”为人生目标，即使是成为图书馆的一
员以后仍然坚持自己买书，这样的人在图书馆界并不普遍。
因为树立了“坐拥书城，涉笔成趣”的人生目标，他所涉猎的文献相当广泛，从其撰写的有关名人与
图书馆的故事来看，大凡名人著述、史料笔记、逸闻趣事、图林掌故等均可信手拈来，文笔流畅，颇
有文采，且有个人独到的见地，令人钦佩。
    名人与图书馆是一个值得大写特写和持续不断地写的主题，因为图书馆是人们终生学习的知识殿堂
，占往今来，大凡名人的成长或成就基本上都与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迈入图书馆这
知识的殿堂即是迈人名人堂的重要一步，虽然图书馆并非万能，但是用好图书馆则可以万能。
正因为如此，宣扬传播名人与图书馆的故事。
对于弘扬图书馆事业和促进全民阅读，其善莫大焉。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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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人与图书馆(续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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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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以死抗辱之王重民 国立北平图书馆记碑散记 书呆子莫来馆 书魂永不散藏园 “守护之神”蒋复璁 此木
斋非彼木斋 李小缘“归而结网” 超重量级馆长 宫墙聚书籍共以乐陶然 “万里”流觞 “孤岛”得书记 
“青年会”馆 保存文献的“同志会” 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 “插架缥缃”嘉业堂 “学富一车”陈乃
乾 梁诚与美国庚款退款 寻访文澜阁 “劣绅”叶德辉 数学家与图书馆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洪William 侨领陈嘉庚与集美图书馆 “交换学者”裘开明 归骨田横之岛 卡内基和他的图书馆们 谷歌与
数字图书馆 良臣魏征 “四百万”王云五 清华人与清华馆 清华“守望者” 实至名归李公仆 “藏书肯借
见胸襟”  钱穆的“从小到大” 洪秀全毁了多少书 也是目录学家的钱基博 “唯留书香沁后人” 中国科
学社与明复图书馆 传是楼但求传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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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赵万里初到北平图书馆，又遇到一位大师级人物，徐森玉。
徐森玉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和古物鉴定专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
、上海博物馆馆长等职务。
他是前清举人，曾就读于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又在新式学堂——山西大学堂学过化学专业，是一位中
西兼修的难得之才。
赵万里在徐森玉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得其衣钵真传，使得北平图书馆古籍善本事业在世事沧桑中得以
不断延续。
赵万里在图书馆工作前后有五十年，历任中文采访组组长、善本考订组组长、善本部主任、善本特藏
部主任等职，并曾在北京多所大学讲课任教。
 赵万里到图书馆后，曾“屡次南下，为图书馆访书”（见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一次，他与郑振铎相约南下宁波访书，与当时已在宁波家中的马廉（隅卿）会同，欲访天一阁而未能
如愿。
这件事我曾经在《马廉与孔德学校图书馆》一文中提到过，并以为“这大概就是古代藏书楼与现代公
共图书馆之间差异性的一种表现”。
但赵万里们的宁波之行并非一无所获，至少得见孙祥熊氏所藏明兰格抄本《录鬼簿》及明白棉纸刻本
《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两部珍籍，并得以借留《录鬼簿》（二卷）及《续编》（一卷），对于这部“
研究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竭三人之力，于灯下一夕抄毕。
”（见郑振铎《明钞本录鬼簿跋》）《录鬼簿》作者钟嗣成，元代剧作家。
赵万里等的三人抄本后由北京大学出影印本。
事有机缘，十五年后，明兰格抄本《录鬼簿》以及明白棉纸刻本《女贞观重会玉簪记》竞一并归藏于
郑振铎。
郑不幸遇难，所有藏书捐与北京图书馆，其中应该包括这两部书在内。
 赵万里还曾与海外访书者“斗法”，看谁更具法眼、看谁捷足先登。
 譬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日本静嘉堂担任干事的日本的中国学、目录学专家长泽规矩也，经常到
中国访书。
一次，他在北京琉璃厂淘到一部宋版医书并带回日本，这引起了北京图书馆的极大关注。
长泽因此被列入了监控名单。
当得知他即将来华时，北京图书馆委派赵万里，在长泽可能前行的南京、苏州、杭州一线抢先一步，
严防可能会有的珍贵典籍再落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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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做事情总需要些机缘，也需要些勇气，拙作《名人与图书馆》的出版如是，《名人与图书馆(续篇)》
的出版亦如是。
    当我2008年4月拿着书稿第一次来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时，心里完全是茫然的，一个人也不认识，对
出版程序也根本不了解，更对自己的作品价值没有底。
可能正是这种茫然反倒让我有了勇气，大不了就回去，而已。
    出版社大门是锁着的，需要用按键输人部门房间号才能打开。
正在犯难，同行的王龙看到一扇窗开着，便嗖的一下跳窗而人，从里面把门给我打开。
这一插曲后来竞传成是我自己翻窗，一位已届花甲的老先生！
    经指点找到图书馆学情报学编辑室，是王涛接待的我，说主任不在，书稿可以留下，等主任回来再
说，时间大约一周左右。
也就两分钟的时间，我和王龙就出来了。
    一周后，正在办公室内与一些朋友聊天，忽然想起给出版社打个电话，正是金主任接的，她回来了
。
我问书稿，她很客气地说书稿看了，很好，但今年的出书计划早就定了，没有办法安排。
我问能否通融，她说那得总编批准。
我索性就多说一句，托金主任帮我问问总编，也就把电话挂了。
回头对朋友说，没戏了，婉拒。
大约也就五分钟的样子，金主任打来电话，说总编看了，决定出——难的时候真难，简单起来就这么
简单，让人不可思议。
    出书的过程，让我与金主任、王涛他们都成为了朋友。
合作非常愉快。
书在当年九月出版，而我在之前的五月就退休了。
大概是这个题材可写的太多，于是我又接着写了十五篇，因为是朋友，就将这十五篇用电子邮件给了
王涛。
接着就是母亲生病住院，我全身心陪护，什么都放下了，只是每天抽空上上网。
忽然有一天，王涛在博客上发布消息，说《名人与图书馆(续篇)》已经交稿。
我赶忙打电话过去，说才十五篇，离一本书的量差远了，你这不是催着我往下写么。
就这样，在一年后有了些时间，我就集中写了一批，很快凑足了现在的三十八篇。
当初也就是凭着惯性随便写写，想也许会出修订版，不想又成了今天的续篇。
    第一部书我是请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写的序言。
我与林非先生并无太多交往，只是代表图书馆出面请先生到馆里开办的文化讲堂讲过两课。
看来做事还是要勇气，我冒昧求林先生作序，林先生爽快答应，并很快写好给我。
令我感动的是，从序中看出，先生对我的书稿是通读过的。
    第二部书的序请谁来写颇费心思，找一位图书馆界有名望的人来写当然好，但我是个基层馆的普通
员工，这又谈何容易。
好在是有勇气，也还有互联网。
于是就冒昧地在业界名流、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先生的博客上留言，其中写了“先生业界
翘楚，羡甚之余不揣冒昧，一事相求望不见拒”这样的话。
程先生很快将他的邮箱地址给了我，后来又回信对文章做了些点评。
这当然让我喜出望外，只是对程先生绝口不提序言的事感到奇怪，又不好催。
原来，可能是我的请求过于婉转，文字又有些酸腐，程先生乃豪放之人，以为只求些点评而已，误会
了。
当终于明白我的请求时，很快就把序言写好给了我。
按照金丽萍主任的话说：程焕文馆长，有名的性情中人。
    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的人当然很多，譬如以社长身份担任责编的郭又陵先生，金丽萍主任，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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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好友王龙等等，还要感谢所有的机缘巧合以及我自己的“勇气”。
另外，特别要感谢程焕文先生，素昧平生慨然允请，难为先生了。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名人与图书馆>>

编辑推荐

《名人与图书馆(续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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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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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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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