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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情怀. 纪念文华图专 90周年

Celebrating the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

《文华情怀》序

Preface of History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陈传夫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1920 年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创办,无疑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大事。从

1920 年到今天,文华图专世代相传,享誉海内外。记得 2000 年在文华图专创办 80 周年的庆

典上,参加会议的多位系主任/院长等专家一致对我说,文华图专不仅属于武大,也是我们共

同的精神家园。

文华图专总是与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1861-1931)和近代图书馆学先驱沈

祖荣、胡庆生等先辈的名字分不开。韦棣华于 1899 年为探视其弟来到武昌,因有感于当时的

民众需求,决定在中国兴办图书馆。1910 年,韦棣华募款建成文华公书林。1914 年和 1917

年先后资助沈祖荣和胡庆生前往美国学习图书馆学。沈、胡学成归国以后,韦棣华即带领二

人在位于武昌昙华林的文华大学创办文华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韦棣华担任图书

科主任。文华图书科仿照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制度,从文华大学本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

中招收学生兼修图书馆学课程,毕业除授予文学学士外另发图书馆学专科证书。

1927 年,政局突变,华中大学(原文华大学)大部分教职员离校,学校停办。然而,得到庚

款资助的文华图书科单独照常办学。自 1926 年起担任文华图书科主任的胡庆生与担任文华

公书林馆长的沈祖荣相互扶持,维持正常的教学工作。1929 年 8 月,经当时教育部批准立案,

文华图书科正式更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图书馆

学教育机构。

1938 年,国难当头,文华图专被迫西迁重庆。以沈祖荣、汪长炳和毛坤等为代表的文华

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办学。特别是校址遭敌机轰炸后,师生“进餐于露天之下,

讲授于卧室之间”,克服重重困难,使学校不仅得以生存,而且有所发展。以 1934 年档案管理

特种教席为基础, 1940 年 9 月,文华图专档案管理专科设立,成为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专业。

抗战胜利后,文华图专于 1946 年初迁返武昌。3 月开学授课,教授阵容一新。1947 年秋在京

沪渝汉四地扩大招生,报名人数近千,录取图书馆学专科及档案管理科各一班共近百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文华图专获得了新的发展环境。1951 年 8 月,中央文化部接管私立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并委托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代管,任命王自申为校长,甘莲笙

和沈祖荣为副校长。1953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成为武汉大学图

书馆学专修科。1956 年改制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开始招收本科生。1984 年经教育部批准

更名为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2001 年更名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目前学院拥有图书馆

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发行学、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管理

科学与工程等多个专业。

对事业的热爱与忠诚,智慧服务,务实与创新是文华的传统。文华图专“智慧与服务”的

校训如春风化雨育英才。沈祖荣、裘开明、桂质柏、查修、王文山、皮高品、严文郁、徐家

麟、汪长炳、钱亚新、毛坤、周连宽、于镜宇、吕绍虞……如群星灿烂的文华学子,为中国

乃至世界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首届毕业生裘开明创建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并担

任该馆馆长职务 30 余年,誉为”美国东亚图书馆馆长之领袖”。文华图专十分重视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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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中西结合、注重实践的特点,创办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是近代图书馆学

研究的重要阵地。

文华图专的发展也得到了学界与业界同仁的支持。如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戴

超、北平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北平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洪有丰、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主

任杜定友、金陵大学教授刘国钧、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小缘等都曾被聘请为文华图专的特

约讲师。

文华图专也属于中国图书馆界。1910 年 5 月建成的“文华公书林”,倡导“公共、开放、

公享”的理念,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1914 年至 1916 年,文

华公书林还在上海、南京、杭州、开封、太原等城市组织巡回演讲,向民众普及图书馆知识,

推动公共图书馆运动。蔡元培先生因此称文华公书林“弥孚众望”。

1923 年,韦棣华女士将 150 名中国著名人士和 65 名有影响力的在华美侨的两份联名请

愿书,提交美国政府,为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用于发展图书馆事业奔走,竭力争取美国国会

议员的支持。退还庚款的议案终于在美国通过后,韦棣华女士又敦促美国同行委派一名专家

到中国,以证实优先考虑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必要性,并倡导将两个国家的图书馆界通过

行业组织联系起来。于是前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著名的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St. Louis

Public Library)馆长鲍士伟博士(Dr. Arthur E. Bostwick)被选为代表,成为访华使者。鲍

士伟博士参观了中国 14 个城市的 50 个图书馆,沿途做了许多演讲,宣传公共图书馆思想,回

国后向美国图书馆协会汇报了此行的考察结果。为处理庚款事务专门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董事会”(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参考他

的报告,决议资助中国文化事业以图书馆为主,拨款建设北海图书馆(后并入国家图书馆)和

资助图书馆学教育。

文华图专也属于世界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1927 年 9 月,韦棣华女士代表中华图书馆协

会参加了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英国图书馆协会 50 周年大会。为了促进国际图书馆界的相互

了解、合作、交流和发展,大会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讨论发起成立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的有关事宜,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等 15 国图书馆协会代表

21 人与会,联合倡议并签署了协议,正式成立“国际图书馆和书目委员会”(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Bibliographical Committee，ILBC),后改名为“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简称“国

际图联”。

1929 年 6 月 15-30 日,第一次国际图书馆与目录学会议在罗马召开,沈祖荣作为中华图

书馆协会代表参会,并在会议上宣读了中华图书馆协会选送的 5 篇论文。受中华图书馆协会

委托,会后他还在欧洲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事业考察,游历八国,参观访问了数十所欧洲著名

图书馆。归国后,撰写了 5 参加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及欧洲图书馆概况调查报告 6。文华

图专的许多优秀毕业生留学海外,如文华图书科第一班毕业生桂质柏,留学芝加哥大学,成为

我国第一位图书馆学博士。一些毕业生服务于国外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

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和柏林大学图书馆都有文华

毕业生的身影。

文华图专也常聘请外籍教师前来授课,如李伯登夫人(美国)、格拉赛(Glatzer,Konrad,

德国)、周爱德(美国)、蒋美德(美国)、彭悦义(美国)、安德生女士(美国)、郝女士(Ruth A.

Hill,美国)、华玛丽(美国)、毕爱莲(Miss E. Eleanor Booth)、费锡恩(Miss Grace D.

Phillips)、殷格荣(又名颜格兰,Miss Ingram)、达露茵女士(Madamoiselles D' Halluin)

等等。还专门延请海内外著名人士和游学归来的学者前来演讲,如周鲠生、陈西滢、闻一多、

王宠佑、王世杰、燕树棠、陈友松、杨柏森、陈祖源、蔡尚思、桂质庭、李辉祖、包鹭宾、

胡稼胎、吴其昌、胡毅、游国恩、黄汲清、蒋慰堂、萧一山、袁同礼、杜定友、洪范五、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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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堂等等,都曾和文华师生当面交流。

许多国外的学校和机构都曾向文华图专捐赠和交换过书刊,如美国图书馆协会、英国图

书馆协会、美国新闻处图书馆(USA. Information Service Library)、西蒙斯大学(Simmons

University Library)、肯塔基州立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of Kentucky library)、美国

妇女援助会(Women.s Auxiliaries)和教会期刊俱乐部(Church Periodical Club)等等。许

多关心文华图专的外国友人如华德女士等,也以捐赠图书的方式支持文华图专的办学。1944

年 5 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访问重庆,随机运来就有美国图书馆协会赠送给

文华图专的图书。

文华图专的办学,受到了许多机构和个人的资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华图书馆协

会、美国图书馆协会、英国议会、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向文华图专援

以办学资金。在 1929 年文华图专独立建校时,于国外成立了学校的基金会;在 1931 年韦棣华

女士逝世后又由她的好友在国外募捐成立“韦棣华基金会”(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Foundation),以募集资金,维持办学。1996 年,韦棣华基金会董事吴文津先生与中国图书馆

学会副理事长杜克先生分别代表基金会和学会就韦棣华奖学金在中国大陆的实施签署了《谅

解备忘录》后,从 1997 年韦棣华奖学金计划开始实施。韦棣华奖学金平均每年对全国范围内

30 余名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品学兼优、生活贫困的学生给予的资助。14 年来,仅仅在大陆

受助的就有四百余名学生、30 余所高校。韦棣华基金会还在亚洲与世界各地资助支持图书

馆事业与人才培养,惠及全球。

文华图专事业得到世界各地的重视。美国图书馆协会最高荣誉奖获得者斯图亚特教授,

在2010年7月的电子邮件中告诉我,在他担任西蒙斯大学图书馆与情报学研究生院院长期间,

他一直将一张拍摄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华图专师生照片挂在他的办公室。韦棣华女士曾经

在该校求学一年。目前,在世界各地研究韦棣华与文华图专的学者不少。2010 年 4 月 21 日

我应在美国工作的校友梁奕之约,写信给美国档案机构,要求复印韦棣女士照片以制作雕像,

美国档案机构给我的印象也是十分赞赏的。

沧桑岁月,辉煌历程。从昔日武昌昙华林一株幼苗,到今天珞珈山上一棵参天大树。九十

年筚路蓝缕,九十年春华秋实,几代人砥砺奋进,沉淀出“开拓创造、务实创业、引领创新”

的办学理念,谱写了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学教育历史上如画的篇章。今天,回顾和总结这段历

史,与海内外同仁一道展望美好的未来,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

文华图专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发展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章。为了纪念历史,缅怀先

驱,迎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创办 90 周年,《图书情报知识》自 2007 年开始,特设“文化

情怀”栏目征集稿件,共刊登了 50 篇回忆或考证性的文章,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武汉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也特设专项基金用于文华图专、文华人物的研究。值此 90 周年院庆即将到

来之际,我们拟将相关文章结集出版。文华图专的研究文章也如同粒粒珠宝,散落于国内外文

献海洋中。我们多方搜集相关资料,不拘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纸质与数字、中文与外文。在

阅读这些文字时,我深深为各位著者浓郁的文华情怀所感动。这些著者多为文华历史的见证

者、文华学子后人与国内外友人,文华研究者。这些文字记录了文华图专创办发展的筚路历

程,文华人的风发意气与自强不息,文华精神的感悟、解释与拓新。这些不拘一格的侧记、小

传、追忆、考证凝结着几代学人对文华的感情、感激与期待。当年难得一见的资料陆续出世,

如徐家麟先生的手稿,通过校友柯愈春先生赠予我院;编校《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

集》的丁道凡先生也将多年来辛苦收集的相关资料相赠。许多文章出自文华前辈之手,记载

着作者的经历与情感,字字千金。校友袁咏秋先生对文华图专研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丁道

凡先生的孙辈丁纲先生不仅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还专程奉献了珍藏多年的文华图专校徽。岁

月将这些积淀成为财富,历久弥珍。我们试从中选择出最具代表性的文章,虽然篇幅所限难免

遗珠之憾。无论选入或没有选入的文章都共同昭示着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图书情报知识》2010 年第 5 期/总第 137 期

从《图书情报知识》开设“文华情怀”专栏,到选编全部稿件,程焕文、周黎明、肖希明

三位教授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三位本身是文华传人,是武汉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他们

对文华的感情也体现在对这些文稿的邀约、选编、编辑等烦劳之中。而更重要的是,没有诸

位作者的辛劳,也不会有今天的文集,因此,我们要再次感谢各位作者、以及三位选编者的辛

勤劳动!也感谢有关期刊和机构的大力支持!我虽忝列为主编,但这完全是职务使然,这些成

果属于全体作者与选编者。

近一个世纪以来,为文华图专创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我们铭记你们为中国图

书馆事业,为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教育所做出的不朽贡献!我也借此机会恭祝健在

的文华前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安康幸福!文华图专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会秉

承文华优良传统,弘扬文华精神,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是以为序。

陈传夫

2010 年 8 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