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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华图专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前身 ,从

1920年创办至今 ,走过了坎坷而不平凡的九十年 ,

其间历尽了艰辛 、困苦和挫折 。但是文华图专开创

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未曾出现过历史中断 。这

是为什么呢 ? 我们知道 ,要创建一所学校 ,要办好一

个专业 ,要作成一项事业是需要有支撑其自身发展

的精神动力的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文华图专是靠

什么精神和文化来凝聚人心的呢 ? 我们认为靠的就

是 “文华精神 ” 。

关于 “文华精神 ”最早是由文华图专的老前辈毛

坤先生总结出来的 。 1930年毛坤先生在 《武昌华中

大学文华图书科十周年纪念 》一文中谈到:“武昌华

中大学文华图书科 ,成立迄今 ,已届十年 。虽僻处武

昌 ,知者尚鲜;然其精神 ,有足多者 。” [ 1]他将文华精

神概括为创办人之精神 、维持人之精神 、学生之精

神 , “此上三端 ,皆文华图书科 ,赖以巍然存于国中之

理由 , 国家亦以受其福利者 , 表而书之 ,用志纪

念 。” [ 2]毛坤先生所总结的三者皆为亲历亲闻 ,从不

同角度来看文华精神 ,对文华图书科的前十年进行

回顾和总结 。

程焕文教授曾将 “文华精神 ”用文华图专的校训

来概括 ,认为 “智慧与服务 ”与 “爱国 、爱馆、爱书、爱

人 ”之 “图书馆精神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 3] 。 1997年

程教授出版的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

生评传》一书中将文华精神概括为 “坚定的图书馆事

业信仰;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忠诚图书馆事业;伟大

的服务精神 。”[ 4]在 2000年文华图专成立 80周年的

纪念会上 ,他谈到文华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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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时值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迎来 90周年院庆之

际 ,忆昔抚今 ,不断重新认识 “文华精神 ”将给予我们

前进的动力和希望。

1　自强不息团结奋斗

“文华精神 ”的形成和发扬与文华图专的创办和

发展密切相关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BooneLi-

brarySchool)的简称是 “文华图专 ” ,人们习惯用享誉

海内外 ,知名度很高的 “文华图专 ”这个称谓。它的前

身是 1920年美国学者韦棣华女士 (MaryElizabeth

Wood1886.8.22 ～ 1931.5.1)和中国图书馆学家沈

祖荣先生、胡庆生先生共同发起创办的文华大学文华

图书科 。它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先河 ,

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正式开始 。 1929年 9月文

华图书科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正式独立为私立武昌文华

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 1951年 8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

部正式接管 ,改制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

1953年 9月 1日根据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的决

定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并入武汉大学成为图

书馆学专修科 , 1956年改制为图书馆学系 , 1984年经

教育部批准在图书馆学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图书情报学

院 , 2001年更名为信息管理学院 。

1.1　疾风识劲草

办学过程中遇到的一次次困难 ,都如试金石一般

检验着这所学校 。自文华图书科的创办 ,到私立武昌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独立 ,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

被迫西迁重庆 , 1946年返回武昌继续办学 ,直至中央

人民政府的接管 ,院系调整的合并到武汉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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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 、图书情报学院直到信息管理学院 ,其间屡经波

折 ,这一历程也是文华精神在逆境中萌生和发展的过

程 。

为了在中国创办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文

华图书科 ,韦棣华女士先后资助沈祖荣先生和胡庆生

先生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留学 ,专攻图书馆学 ,

而她自己回美国在西蒙斯大学图书馆学院进修;另一

方面为创办文华图书科筹集经费 ,获得了华德女士 、斯

托克女士等个人的捐助
[ 6] ,此后陆续争取得来了美国

妇女援助会 、美国图书馆协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

的款项和书籍仪器 。 1920年 3月韦棣华女士 、沈祖荣

先生 、胡庆生先生一起在文华大学内创办了我国第一

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文华图书科 ,从此它就成为

培养中国图书馆事业高级专门人材的摇篮 。文华图专

自创建之初就富含着首创的精神 。

文华图书科以韦棣华女士 1910年创办的文华公

书林为教学场所 ,立足于中国国情 ,仿照美国图书馆学

教育模式办学 。当时的图书馆学教育在国内没有任何

办学经验可供参考 ,求学海外机会鲜少 。文华图书科

弥补了国内的空缺 ,在不断的教学 、研究和实践中 ,逐

渐形成了适应于本国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取得了

在动荡飘摇的社会中的立足点。

1927年 5月武汉时局变化 ,华中大学停办 ,文华

图书科单独照常 。 1928年教育部要求私立学校立案 ,

否则难以继续办学 ,而华中大学复校仍遥遥无期 。沈

祖荣先生力挽狂澜 ,促成文华图专董事会成立 ,单独向

教育部立案 。申请于 1929年 8月得到批准 , “私立武

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由是成立 。韦棣华女士与

沈祖荣先生克服了重重困难 ,坚持办学 ,正如毛坤先生

所评价的 , “其坚韧卓绝 ,远思长虑之精神 ,不可及

也 。”[ 7]

韦棣华女士自 1899年 5月 16日来华 ,日后定居

武昌 ,其时她年仅 38岁 。在中国她将最美好的年华献

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 ,在她服务中国 31年之际 ,于

1931年 5月 1日逝世 。韦棣华女士为中国图书馆事

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她和沈祖

荣先生所缔造的文华精神是永恒的 。韦棣华女士的仙

逝给文华师生带来的沉痛和感怀 ,但她的精神熔铸到

这所学校的灵魂中 ,从而使得众人愈发奋进 。

作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 ,沈祖

荣先生在韦棣华女士逝世后 ,接过筹措资金的重任 ,维

持着学校的正常运作 。 1938年 ,国难当头 ,武汉危急 ,

文华图专被迫西迁重庆 。在重庆办学的 8年是充满艰

辛和磨难的 8年 。然而 ,环境越艰苦 ,意志更坚强 。

1940年 6月 28日作为文华图专的临时校址的曾家岩

求精中学遭敌机轰炸 ,器物图书均有损失 。 7月 16日

与 7月 31日震毁办公室 、实习室及女生宿舍。 8月 9

日震毁男生与金陵大学理学院学生共住的宿舍 。

1941年 7月 7日新建筑物康宁楼两层楼房重弹全毁 ,

文华图专师生无安身之所
[ 8] 。 1941年夏 ,文华图专迁

至江北唐家桥廖家花园自置新校舍内筹备开学
[ 9] 。

1941年 10月下旬 ,全校师生搬迁过江 ,房屋未及竣

工 , 大家曾经 “进餐于露天之下 , 讲授于卧室之

间”[ 10] ,仍继续办学 。师生苦中作乐 ,学习劳动之余欢

声笑语不绝 。

正在战火连天的艰苦岁月里 ,适应战时档案人才

的急需 , 1940年 9月 24日向教育部呈文 ,申请于图书

馆学科外 ,添设档案管理科。 1940年 10月 17日获教

育部正式签发批准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立档案管理

科。从此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又开创了我国正规

档案学专门教育的先河 。正是在自强不息的文华精神

指引之下 ,这种敢为人先对于文华图专而言毫不陌生 ,

顺理成章。

及至抗战胜利 , 1946年学校返回武昌 ,先是河道

阻塞耽搁 ,后有原校舍被人占用 ,辗转反复 ,终于安顿 。

在大部分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迁离大陆时 ,文华图专

据守武昌 , 1951年为中央文化部接管 ,转为公立 ,获得

了稳定的经费支持 。 1953年并入武汉大学 ,为学生构

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 。疾风识劲草 ,正是在自强

不息的精神鼓舞之下 ,文华图专在纷乱世事之中顺应

天道 ,寻求得生存和发展 。

1.2　众志可成城

文华精神传承的主线在于文华图专办学弦歌不

辍 ,不断向社会输送着专门人才 。这种生命力来自于

创办者 、维持者 、求学者、教授者的共同努力 。其中杰

出的代表人物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以他们光辉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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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的一生缔造了文华精神 。自韦棣华女士创办文华公

书林 ,鼓励和支持沈祖荣 、胡庆生二位先生研习图书馆

学 ,继而共同创建文华图书科以来 ,文华精神已逐渐成

形 。

胡庆生先生在独立之前任文华图书科主任 ,独立

建校后沈祖荣先生任文华图专校长 ,并教授课程 ,对学

生将一身学识倾囊相授 ,对学生的支持鼓励与韦女士

并无二致 ,学生对于恩师的感情一如既往 。韦女士去

世后 ,文华图专所遭遇的艰难险阻尤胜于前 ,社会对人

才的渴求更为迫切 ,越来越多的文华图专毕业生担当

大任 ,文华精神所绽放的光芒在逆境之下更加耀眼 。

韦女士作为创建者 ,沈祖荣 、胡庆生作为维持者 ,

交接之间有着托付的意味 。出于爱护的培养和出于信

任的托付不断延续下去。桂质柏 、查修、徐家麟 、白锡

瑞 、毛坤、钱亚新、汪应文……许多文华毕业生或留校

任教 ,或学成归国后聘回学校 ,或积累了工作经验后回

校任教 ,他们身上所承继的文华精神 ,在身份的变更中

酝酿 ,在一代又一代师生之间潜移默化 。这一方面是

文华学子队伍的扩大 ,另一方面是我国优秀图书馆学

专门人才队伍的扩大 ,同时还是图书馆学教育有生力

量的增强 。

文华图专是现代图书馆学教育史前 27年中唯一

持续办学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几经风雨 ,始终弦歌不

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不仅并不停止发展 ,还由小

变大由弱变强 ,可谓自强不息。学校的凝聚力集合了

一批又一批愿为我国图书馆学事业而奉献的人 ,正是

文华学子共同的意志和力量铸就了文华精神 。

2　兼容并蓄开拓创新

文华图专既注重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 ,又着意

于人格的塑造 。严格的教学和融洽的关系使得文华图

专有着良好的学习环境。学生因韦棣华女士的温厚而

“倾心悦慕 ,爱戴终生 ”[ 11] 。文华校友眼中的沈祖荣

先生 “视学校如家庭 ”“爱生如子 ”。师生授受之间潜

移默化 ,学友相互砥砺前赴后继 ,校园文化熏陶培养 ,

薪火相传的文华精神厚涵而蓬勃 。

文华图专为了推进本国的图书馆事业而创办 ,移

植西方教学模式 ,注重本土特点。沈祖荣先生曾颇有

感触地说:“海外留学 ,所费不赀 ,远涉重洋 ,谈何容

易? 纵令虚往实归 ,而橘枳变异 ,势所必然。所学之

件 ,在外国虽称合法 ,在中国不能完全采用。由是言

之 ,欲推广图书馆之事业 ,务须在中国组织培养人才的

机关 ,使学生将来学业有成 , 可以充图书馆之应

用”[ 12] 。这种观点贯穿于文华图专的办学思想之中 。

课程设置中 ,文华图专中西并重 ,古今兼顾 ,曾比

照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的课程设置而对称地设有

中西文参考书举要、中西文书籍编目学 、中西文书籍分

类法 、中西文书籍选读 、中国图书馆史 、西洋图书馆史

略等课程。既开设中国目录学、中国版本学等研究传

统文献的课程 ,又开设图书馆经济学 、图书馆行政学 、

特别图书馆 、各种图书馆之研究、图书馆建筑学等 [ 13]

西方色彩浓厚的课程 ,针对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 ,向着

“学贯中西”的方向培养 。

从一开始的文华图书科就十分重视外语教学 ,长

年有美籍或英籍人士担任教职 ,许多课程直接用英语

教学 。除此之外 ,还提供学生学习其他外语 ,如日语 、

德语等语种的学习机会 ,至今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还藏有作为学生课本的德语教材 ,在校学生也有日文

学术论文的译作发表 。

同时 ,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也非常受重视 。文华图

专有着得天独厚的实习条件:文华公书林 ,学生的实习

成果往往被用于实用 ,马上可以检验成果。当文华图专

辗转于战火之中时 ,仍携带和保存大量图书用于教学参

考和实践之用。在这种氛围之下 ,学生往往自发进行图

书馆的实践活动 ,得到许多老师的嘉许和帮助。 1932

年 ,在校学生成立 “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生服

务 团 (Boone Library SchoolStudentService

League)”[ 14] ,利用文华公书林的藏书 ,为民众提供巡

回文库服务 。此项服务在一届届学生中延续 ,直至西迁

重庆时犹自坚持 ,并兼有为伤兵代写书信的服务 [ 15] 。

文华图专的讲台上既有学富五车的藏书家 、国学

专家 ,又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籍教师;既有专精于

实际事务的图书馆员 ,又有带回先进理念的海归学者 。

校方和学生们对于这些知识传授者们给予平等的礼遇

和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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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师在学术上各有建树 ,校内学术研究风气

浓厚 ,学术研究在学生中也十分普遍 。学生往往在入

校之初 ,就会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选择一个自己有兴趣

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 1929 ～ 1937年在校生曾在教

师的指导下出版《文华图书科季刊 》(后改名为 《文华

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其中论文几乎皆为文华师

生撰写或翻译 ,被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评价为 “取

材方面 ,尚能兼顾中西。其中所见 ,虽间不无有待商榷

之处 ,但精心结撰 ,有裨实用之作 ,亦颇不少 ”[ 16] 。学

校在 1932年专门成立研究部
[ 17] ,推出 “武昌文华图

书馆学专科学校丛书 ”等颇受好评的出版物 ,其中有

些一版再版的专著 ,作者当时还是在校学生 。文华图

专在学界中十分活跃 ,文华学子多为中华图书馆协会

会员 ,在年会上屡有提案 ,为祖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献

计献策 ,贡献良多 。

在专业学习之外 ,学校还鼓励学生广泛地获取知

识 ,比如开展 “群育讨论会 ”[ 18] ,延请各界人士来校演

讲 ,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 “群育讨论会 ”的论题既有

关于图书馆学和相关知识 ,也有时政 、哲学 、宗教、法

学 、文史、卫生等其他方面知识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素

质教育。

这些课程的设置和调整与教学方法的不断改进 ,

是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实现的 ,是文华图专去适应中

国当年的社会现实的成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

革 ,文华图专成为国内图书馆学教育的典范 ,对于今天

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习

西方而不崇洋媚外 ,继承传统而不厚古薄今 ,可谓兼容

并蓄 ,开拓创新 ,这种办学理念一直持续至今 。

3　爱岗敬业服务社会

文华图专发展的源动力 ,不只是为一个学子的出

类拔萃 ,不只是为一所学校的声名远扬 ,不只是为一项

事业的蓬勃发展 ,更是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 !

至今尚在的文华学子回忆起老校长 ,对沈祖荣先

生印象最为深刻的方面就是 “爱国 ”。爱国的主要方

法就是要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对于图书馆从业人士

而言 ,就是:以发展图书馆事业作为启迪民智、提高国

力 、振兴国家之路 。沈祖荣先生曾经言道:“敌人强夺

我土地 ,吸尽我资财 ,残杀我人民 ,犹不足以填其欲壑 ,

而必将我们的国性铲除殆尽而后快 。我们虽然不能执

干戈 ,以卫社稷 ,但是我们要负责保存文化的这种责

任。”[ 19]这种使命感在日常教学时深深地渗透于文华

学子的思想之中 。

文华学子立足本职 ,爱岗敬业 ,求精进取 ,服务社

会 ,弘扬着文华精神。文华图专进行图书馆学专门教

育 ,以 “智慧与服务 ”为校训 [ 20] 。所学习的知识 ,所取

得的智慧 ,都是为了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以服务为目

的。她是一所袖珍型的学校 ,虽每年招生人数不多 ,而

其贡献于图书馆事业尤巨。她培养出的高级专门人

才 ,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影响遍及海

内外 。

国内专业教育机构数量有限 ,图书馆学人才不易

得 ,因此文华学子担当起了许多图书馆的重要职务 。

20世纪中叶的大学图书馆 ,如清华大学 、燕京大学 、武

汉大学 、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 、暨南大学 、上

海交通大学 、厦门大学 、重庆大学、齐鲁大学等等大学

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如:北平图书馆 、湖北省立图书

馆、江西省立图书馆 、文华公书林等等;机构图书馆 ,如

北平政治学会图书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图

书馆 、上海基督教协进会图书馆等等;都有文华学子担

任过馆长或主任等职务。文华学子秉承文华精神 ,为

图书馆事业奉上满腔热血。

文华精神的种子不仅在国内图书馆界繁生 ,也随

着文华学子撒满全球。如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裘开明 、

冯汉骥 、于震寰 、陆秀 、黄星辉、邓衍林等 ,哥伦比亚大

学图书馆的严文郁、汪长炳 、岳良木等 ,国会图书馆的

王文山 、曾宪三、李芳馥、房兆楹、徐亮 、张葆箴、陶维

勋、吴宝珠等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的桂质柏 ,

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的徐家璧、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和

柏林大学图书馆的严文郁等等 ,他们都是服务于海外

的文华学子的杰出代表 。据统计为美国东亚图书馆作

出贡献的文华学子不少于总数的十分之一
[ 21] 。

文华精神坚强了文华学子的意志 ,他们用行动为

文华精神做出了诠释 。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理念深入

人心 ,尤其表现在人生的抉择上 。曾有任陕西国立西

北农林专科学校图书馆主任的黄连琴 ,历经兵乱后返

校探视 ,适逢条件更好的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缺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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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聘请 ,只因 “身任农专图书馆主任之职 ,个人信义馆

内工作均为重要 ,不畏艰难 ,决然西去 。” [ 22] 。又曾有

裘开明先生自 1922年毕业于文华大学后 ,服务于厦

门大学 ,此后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长达 40年之

久 ,以毕生心力跋涉自己所选择的职业道路 ,他所编写

的 《汉和图书分类法 》,被当时亚洲 、美洲 、大洋洲 、欧

洲的二十多所东亚图书馆采用
[ 23] 。

文华图专之于学子 ,传授知识和技能 ,为学生创造

良好的学习环境;文华学子之于社会 ,利用所学 ,以图

书馆为促进社会文化进步之助力 ,皆以 “智慧与服务 ”

为行为准绳 ,嘉惠学人 ,贡献社会 ,文华精神不断向外

界释放着能量 。

4　结语

无论是文华图专创办者与维持者的筚路蓝缕 ,知

识传授者与接受者的求精进取 ,在校生与毕业生的以

苦为乐 ,种种精神力量的激荡 、汇聚和交融 ,形成了文

华精神这样一股不断发展的洪流 ,有容乃大 。

薪火相传的文华精神在每一个特定的年代有着不

同的表现形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 ,其内涵也在不断丰

富。文华图专发展成为今日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 ,而文华精神已经随着一届又一届毕业生传遍天下 ,

行于当今图书馆事业之中 ,仍处于现在进行时 。

作为文华图专的继承者 ,武汉大学信息学院即将

迎来 90周年院庆 。要把她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综合

性研究型信息管理学院 ,关键在于 ,全院师生要继承和

弘扬文华精神:以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精神 ,确立共同

愿景 ,同心同德 ,利用科研和教学平台 ,精诚协作;以兼

容并蓄开拓创新的精神 ,不断开阔视野 ,充实自我 ,占

领学术制高点 ,引导时代潮流;以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

精神 ,找准定位 ,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爱好学习 ,乐

于研究 ,积极主动 ,精益求精 。江山代有人才出 ,在文

华精神的指引下 ,我们将为办好图书馆事业 ,推进文化

发展 ,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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