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学不作媚时语，实践方能出真知 

著名学者、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

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对外友好交流协会理事、文化部优秀专家、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冀淑英

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01 年 4 月 18 日不幸逝世，享年 82 岁。 

 冀淑英先生 1920 年 2 月 17 日出生于北京。1942 年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1942 年至 1948 年，

先后在开封静宜女中、北京女三中任教员。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北京大学复员，先生受聘于北京大学

任图书馆馆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期间，参加李盛铎藏书的整理工作。在赵万里先生指导下，编辑了《北

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1948 年 9 月以后，先生长期在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历任善

本部助理研究员、研究馆员。 

新中国成立前后至整个五十年代，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潘氏宝礼堂藏书、常熟翁氏藏书、周叔弢

藏书、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藏书、郑振铎藏书等大批善本先后进馆。先生协助赵万里在联系入藏、考订版

本、整理编目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使这批集明、清数代藏书家悉心收藏的精品汇聚本馆，奠定了国

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基础。 

先生是古籍版本目录学专家，一生致力于古籍版本学和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她的《谈谈版刻中的刻

工问题》等文章，对善本书的鉴定和古籍文献目录的研究都有巨大贡献。1959 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

先生参加编撰了《北京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和《中国版刻图录》，这是中国古籍目录版本学和中国印刷史

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著作，也奠定了先生在古籍版本学界的重要地位。七十年代末期，先生受命任《中

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十余年如一日，潜心书目的编辑整理和善本秘籍的版本鉴定，终于完成了这

项大型工程，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 

先生热爱古籍善本，对爱国人士捐赠善本古籍的壮举，总是热情赞扬，并亲自撰文予以表彰，为保

护祖国文化遗产作了大量宣传工作。1958 年郑振铎先生遇难后，家属将其藏书无偿捐赠北京图书馆，先

生同郑振铎身边工作的同事一起，编辑了《西谛书目》。 1981 年，周叔弢先生九十诞辰，先生为之编撰

了《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在编辑书目的过程中，先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被周叔弢先生赞为“盛意可感。”  

先生热爱祖国文化事业，重视古籍善本的保护与修复。1949 年《赵城金藏》入藏本馆，先生与赵万

里先生一起，研究抢救办法，制定了“整旧如旧”的修复方案，至今仍是修复古籍善本书的基本原则。

九十年代初，本馆大规模修整馆藏敦煌遗书，先生提出“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方案，得到敦煌学界

的肯定，也为国际敦煌学界修复敦煌遗书提出了指导原则。 

先生热爱祖国，表现在对流落海外的古籍善本的关心。先生每每念及本馆辗转寄存在台湾的那批善

本古籍，感叹有生之年不一定有机会见到它们回归本馆，常常嘱咐年轻同事，一定要保护好有关书目和

档案。八十年代末，寓居海外的常熟翁氏后人，欲将藏书在国内影印出版，拟请先生为撰说明，先生欣

然同意，为《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的出版撰写了学术价值极高的影印说明。 

先生关心年轻人的培养。九十年代以来，善本部新人增多，为尽快让年轻同事了解馆藏历史，先生

不顾高龄体弱，亲自授课。先生常常饱含深情地说：“从甲骨到近代人物手稿，我们保护的是中华民族五

千年的文明，责任重大。”先生在跟同道的交往中，虚怀若谷，凡有请教，皆竭诚相告，毫无保留，表现

了先生的博大胸襟和学者风范。 

先生直到病重之前，依然笔耕不辍，亲自为《中国抄稿本图录》拟定了目录，准备撰写提要。遗憾

的是工作刚刚开始，先生已经作古。先生逝世前曾对馆里的年轻人说：“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把

馆藏那些珍本的来龙去脉逐书一一写下来。可惜我做不到了，你们年轻人要加油。”先生对后学的期望、

对祖国文化事业的热爱，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向上。 

 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淡薄名利；生活简朴，治学严谨。先生把“为学不作媚时语，

实践方能出真知”作为做人和治学的准则，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先生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冀淑英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