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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文华图专成立80 周年大会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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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
、

各位同行
、

各位同学
:

我讲的题目是 《文华精神》
。

今天
,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

同

时也有些紧张
。

在座的各位之中有我的老师
,

我所讲的事情有

许多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
。

这个主题并不是我的创意
,

只想跟

着先师的踪迹
,

沿着他们的经历追溯
“

文华精神
” 。

在 70 年前
,

一个友好的外国朋友
,

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纪

念文华精神
。

他把
“

文华精神
”

分为三个方面
,

即创办人的精

神
、

维持人的精神和学生的精神
。

当时文华图专只有10 年的历

史
,

如今己经 80 年过去了
, “

文华精神
”

同样是这三种精神的统

一
。

今天
,

我讲述的依然是这三种精神
,

只是把文华后来几十

年的经历再举些例子补充进去而已
。

首先讲
“

创办人的精神
” 。

文华图专的创办人是韦棣华女

士
。

在那个时代
,

一个大将军黎元洪 (曾就任过民国大总统 )给

韦棣华女士一个称号
: “

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的王后
” 。

这一称

誉
,

称某某为什么什么
“

王
”

或
“

王后
” ,

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流

行的
,

而在美国
,

在西方却是非常流行的
。

为什么会给她这么

高的称誉呢? 她18 99 年来到中国
。

当时只是为了探望她的继

母到了武昌这个地方
。

来此之后
,

看到的是这里如此落后
,

便

决定留下来
。

在文华学校教英文
。

韦棣华来之前是一家图书馆

的馆长
,

来到这里后
,

她发现这里没有图书馆
,

于是她就开始

筹划创办图书馆
。

她先后给美国教会的朋友写了大量书信
,

希

望他们能为这里捐赠图书
,

协助她创办这所图书馆
。

起初
,

她

先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

办了一所我国最早的图书馆— 八

角亭
。

此后
,

在 19 06 一 1907 年间
,

她便开始筹划创办一所正规

的图书馆
。

这是她非常大的一个计划
,

也是她非常大的一个业

绩
。

1910 年
,

图书馆正式开馆
,

她将这座图书馆命名为
“

文华公

书林
” 。

在一个不知图书馆为何物的地方创办一所图书馆
,

这

其中的苦衷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这里面有

着韦棣华女士一个特别的智慧
。

不知大家是否想过
,

她是从美

国来的
,

为什么要把她创办的第一所图书馆命名为
“

文华公书

林 ,’? 我觉得这名字起得非常漂亮
,

依我看
, “

图书馆
”

这一词

不能真正表达U BR A R丫这一词的确切含意
,

而
“

公书林
”

这一

词
,

却比较确切地反映L旧RA R丫的本意
。

很可惜
,

这一名词没

有传播开来
。

她当时是怎样推广宣传欧美先进公共图书馆的

思想
,

把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办成武汉一所小有名气的公共图

书馆
,

这是一件真正不容易的事情
。

我在研究这段历史时
.

发

现她创办图书馆始终贯穿着西方先进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思

想
。

这个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

在她来此之后
,

她把这种传播活

动越做越多
,

越做越大
。

于是
,

她感觉到自己图书馆学知识不

够
,

曾先后两次回国学习图书馆学知识
。

决定将自己的后半生

献给中国
,

是在她第一次回去学习的时候
。

她回国学习之后
,

就把所有要用的家具从美国船运到中国
。

她来中国时只有30

多岁
,

没有结婚
,

直到 71 岁逝世
,

她把后半生全部献给了中国
,

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

她一生中做了许多事
,

其中一件非常有影响的事情就是
“

庚子赔款
”

的处置问题
,

也就是如何分配和使用
“

庚子赔款
” 。

为了使这笔赔款能用在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上
,

她在中国联络 200 多社会名流
,

向政府呼吁 ; 在美国她

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房子里
,

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游说了200 多

名国会议员
,

要求他们通过议案
。

她当时经济拮据
,

每个月的

钱都不够用
.

要经常给教会写信要求经费支持
。

她就是用这样

一种精神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做贡献的
。 “

庚子赔款
”

的三

分之一用作教育事业
,

国家图书馆的建立也与这笔钱相关
。

可

见她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韦棣华

女士的关键作用
。

当时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能把这笔钱用在

图书馆事业上面来
,

也不相信真正需要建这样一所图书馆
。

韦

棣华女士对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
,

你们可以派一个资深专

家来中国考察这里的情况嘛
。

于是
,

她邀请了波布韦博士美国

有名的图书馆馆长到中国来
。

由于有这个原因
,

美国专家波布

韦的到来
,

中国图书馆协会提前在上海成立
。

中国图书馆协会

的成立对20 世纪初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有着极大的影响

的
。

这期间
,

韦棣华女士的作用和贡献也是非常明显的
。

与此

相关的
,

中国图书馆协会能够在国际图书馆联合会中有自己

的地位和作用
,

成为14 个发起国之一
,

这个我们也应该记住韦

棣华
。

当时韦棣华在英国爱丁堡参加英国图书馆协会 50 周年

庆典的时候
,

她代表中国图书馆协会签字发起建立国际图书

馆联合会
。

19 28年
,

她写的一封信反映了当时非常特殊的一种情况
。

当时
,

她所在的大学由于种种原因停办了
,

文华图专也随之被

撤掉了
。

此时是最艰难的一个处境
,

经费没有来源
,

她在此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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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

受到学校各方面的挤压
。

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美国教

授
,

希望各个方面能够支持她
。

在那个最艰苦的年代
,

她与沈

祖荣为了文华图专的生存抗争着
。

很难想象
,

如果没有他们当

时的奋力抗争
,

今天是否还有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

几十年

过去了
,

他们的这种精神依然令我们后来人感动不已
。

19 30年
,

全国各地在筹划着一个纪念活动
,

就是纪念韦棣

华来华3 0周年
,

创办文华学校20 周年
,

创办文华图书科10 周

年
。

然而
,

历史往往留下很多的遗憾
。

当这一活动正要开始之

时
,

韦棣华病了
,

得了癌症
,

活动被迫推迟到第二年5月
。

然而
,

在第二年临近活动开始的前 5天
,

韦棣华女士去逝了
。

她的一

生是非常光辉伟大的一生
,

她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

学的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

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纪

念的
。

第二
,

讲的是
“

维持人的精神
” 。

在此我要讲一讲沈祖荣先

生
。

在大陆对沈先生的评价只是近几年的事情
,

然而在海外
,

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
。

沈祖荣的一生是很坎坷的
,

他 17 岁才开始识字
,

他的家境

非常困难
,

祖祖辈辈是在四川拉纤的
。

在宜昌时
,

为谋生计
,

他

在一个教堂里做勤杂工
。

当时他 己17 岁
,

但勤奋好学
,

教会便

把他送进学校读书
,

这样他才漫漫走上了求学之路
。

19 10年
,

他在文华大学毕业
。

在那个时代
,

一个大学生是

非常了不起的
,

当时大学生可以说是风毛麟角
。

当时韦棣华正

在创办公书林
,

她特别希望有一个助手来协助她的事业
。

沈祖

荣选择了韦棣华和她的公书林
,

这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是一件

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

初来时
,

沈祖荣一切都是在韦棣华的指

导下做起
。

韦棣华女士认为要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就要

培养专门人才
。

19 14 年
,

韦棣华就把沈祖荣送到美国
,

在公共

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
。

沈祖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到海外

攻读图书馆学的第一人
。

19 17年
,

学成回国后
,

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新图书馆运动
。

他周游了国内17 个省市
,

到处去演讲
。

由于他的宣传
,

使社会

各界对图书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

也就是从那之后
,

我国的图

书馆界才开始办协会
,

加强横向联系
,

也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图书馆事业
。

这一切都是沈祖荣的宣传分不开
,

在当

』寸
,

他的影响非常之大
。

1929 年
,

国际图联召开第一次年会时
,

沈祖荣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意大利召开的这次

会议
。

创业难
,

守业更难
。

沈祖荣与韦棣华一起度过了从文华图

书科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独立的这一艰难时期
。

但更艰

难的是在韦棣华女士去逝后
,

他一个人在此主持工作的这项

历程
。

19 3 7年
,

抗战暴发
,

文华图专转移到重庆
。

那个时期的艰

难是可想而知的
。

从历史资料中看到
,

整个学校被敌机轰炸了

两次
,

炸得片瓦不存
。

学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学习呢? 学生

在茅屋中上课
,

天上下着大雨
,

地下一片泥泞
,

老师坐在床上

讲课
。

就是这样一种环境还在维持教学
,

是什么样的精神在支

撑着他们呢? 在解放战争时期
,

大军南下
,

许多学校都纷纷撤

离
。

当时教会学校在长沙商讨怎样撤离时
,

只有文华图专坚决

拒绝离开
。

沈祖荣先生为大陆守住了这份家业
。

在此之前的 1934 年
,

他在文华图专还创办了档案管理科
,

这是我国档案学的创始
。

沈先生一生从事教学
,

在他 70 岁时
,

为了教授俄文编 目
,

他开始赶学俄语
。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
,

他编出了俄文编目的

教材
。

一个年龄如此之高的老者
,

居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学会一

门新的语种
,

并能编写出教材
,

无不令人吃惊
。

在学校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

沈祖荣先生对学校有着特别

的要求
,

他在文华时制定的校训是
:

智慧与服务
。

他要求学生

要用聪明的才智为社会服务
。

作为文华的后人
,

我时刻不忘这

一校训
,

并向我的学生传授着这一校训
,

希望能使它发扬光

大
,

后继有人
。

第三
,

我要讲的是
“

学生的精神
” 。

20 世纪30 一 40 年代
,

文

华图专毕业的学生到图书馆工作的在九成以上
。

他们都为能

在图书馆工作感到骄傲
,

而且每个在图书馆工作的人都很有

成就
。

第一届的毕业生裘开平就是其中一位
,

他在北美
、

欧洲

很有影响
,

他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创办人
。

现在该馆是西方最

大的东亚图书馆
,

有很高的声望
。

在台湾
,

很多学者对文华都

非常祟敬
。

台湾有很多文华的学生和文华学生的学生
,

台湾的

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事业都是他们开创的
。

在祖国大陆
,

文

华的学生
,

文华学生的学生遍地都是
,

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和

图书馆学教育事业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

这一批人中
,

有的已

经故去
,

有的依然活跃在教学讲坛上
,

他们为我国的图书馆事

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

创办人的精神
、

维持人的精神
、

学生的精神
,

归纳起来就

是
“

图书馆精神
” 。

过去十几年里
,

我一直在提倡这种精神
,

我

把这一精神归纳成为八个字
:

爱国
、

爱馆
、

爱书
、

爱人
。

我认为

这八个字概括了几代图书馆人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生的高尚

情操
。

爱国
:

沈祖荣先生在抗战期间
,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

继

续坚持图书馆学教育
,

这就是他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爱馆
:

就是要热爱图书馆事业
,

就是要有一种敬业精神
,

在前辈们的

奋斗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精神 ; 爱书
:

是中国的传统
,

对囱书馆

工作者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 ; 爱人
:

包括两方面内容
,

一 方面

是要爱读者
,

老一辈图书馆工作者对读者的热爱程度是我们

今天的同志难以想象的
,

另一方面是对馆员本身的热爱
。

有位

先生撰文指出
:

图书馆工作者是清贫的
、

劳作的
、

辛苦的
,

是被

别人看不起的
,

但为了国家
,

为了教育事业
,

他们在牺牲
,

他们

在奉献
,

他们非常可爱
。

因此
,

在图书馆事业中我们要提倡爱

人
,

要爱护这些默默奉献的图书馆人
。

[作者简介〕

程焕文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

网络教育学院院长
,

中山大学图

书馆馆长
。

注
:

本文是根据程焕文教授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

内容有所删

一

p
。

「录音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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