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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俊，国家图书馆馆员。 

2012 年 1 月 5 日，杨先健先生的手稿

图书资料全部 43 箱终于安全送抵文津街馆

区，我久悬的心终于放下。这批珍贵资料能

够入藏国图，首先应当感谢杨先健先生的家

人选择了国家图书馆，更应当感谢他们为整

理手稿图书资料所做的大量的辛勤工作。 

记得 2010 年 11 月初，善本组组长田晓

春递给我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字条，说：这

是洛阳咨询杨先健手稿捐赠的，你先回个电

话，了解一下情况。我赶紧回电话，原来对

方是杨先健先生的儿媳王玫女士。她讲道：

因为公公刚刚辞世，家人还未从悲痛走出，

面对公公留下的大量手稿、图书资料，家人

希望整体捐赠给国图，让这些资料能够真正

发挥作用。我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说明：

杨先健先生的手稿资料是否适合入藏名家

手稿文库，是应当整体收藏还是选择代表作

品收藏，这些问题还很难立即下判断，需要

权衡诸多因素，要等了解清楚情况后才能答

复。 

据初步了解，杨先健于 1929 年出生于

湖南省长沙市，1953 年 8 月毕业于重庆建

筑工程学院建筑结构专业。1964 年任工程

师，1968 年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9 年

被建设部授予全国第一批“设计大师”称号，

建筑行业内同时获此殊荣还有张镈、张锦

秋、戴念慈等人。杨先健长期从事工业与民

用建筑结构工程设计与研究，其独创的计算

地面振动衰减的“杨氏公式”，已列入国家

标准《动力机器基础设计规范》（GBJ40-79），

并被《全国通用大学教材：地基基础》、《机

械工程手册》、《机器基础设计原理》等引用。

鉴于其在建筑结构领域的卓著成就，杨先健

先生符合名家手稿文库的征集范围。这肯定

是他们家人期盼的好消息。我赶紧给王玫打

电话，明确告知了这一点，同时希望对方先

作初步整理，以便对这批资料的内容、价值

进行判断。 

然而，手稿、图书、期刊等资料能否整

体入藏？整体入藏后，是按类型打散分藏馆

内不同部门，还是设置专藏？专藏如何管

理、编目、提供读者使用？这一连串的问题，

始终困扰着我。 

2011 年 1 月，王玫告知杨先生的书籍

手稿已经基本装箱完毕，计四十余箱，并发

来了手稿图片。这么大的数量，有些超乎我

预料。向部门领导汇报后，领导决定派采访

经验丰富的程有庆同志和我实地考察情况，

和家属商量捐赠事宜。 

3 月，我们来到洛阳，杨先健夫人王佩

薰和杨路、王玫夫妇热情接待了我们。在杨

先健先生的书房里，王佩薰老人有些激动地

对我说，老杨的照片本来是竖着放的，得知

你们要来，照片就像被人动了一样，摆成这

样了，真的没有风，也没有人动。我明白，

老人想说的是，因为“有灵”。 

我们翻看了手稿、图书、期刊资料，印

象深刻的是：每套工程手稿资料从初稿、改

杨先健手稿图书资料捐赠国图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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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定稿到最终的出版稿都保存完整，与之

相关的往来信件、参考文章、期刊、剪报等

资料也随附其中，全面反映了作者每个工程

设计的过程、思路。据家人讲，这些都是作

者生前整理好的。我不得不钦佩并感激杨先

健先生这种保存档案的意识和良好的整理

习惯。这些丰富、完整的资料将会使后人受

益无穷。而这批资料的丰富性、完整性也远

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举例来说，在他 1963

年的笔记本中，夹有当时在北京图书馆图查

阅外文书刊的索书单，这不仅反映了作者的

学习活动，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图书馆读者服

务的历史侧影。  

我们还看到了杨先健先生的各种荣誉

证书，包括 1989 年获得的“设计大师”金

质证书，家人说连他们都很少见过，因为它

们从来都没有在家里摆陈过。 

王玫还讲了 1943 年 5 月，杨先健被日

军抓作少年劳工，后又逃出虎口的故事。时

隔几十年，杨先健先生还不断给日本大使写

信，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但日本人没有任何

回复。2005 年，他写下了《山河泪——说

给外孙和外孙女的故事》。这篇《山河泪》

真是难得的好文章，饱含了对祖国、民族真

挚的情感，真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看一看。

信和文章的手稿，都在；他绘制的反映当时

情景的地图，也在。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值得

珍藏的精神财富。 

基于手稿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从保护手

稿资料完整性的角度考虑，程有庆和我倾向

于整体收藏这批资料，并认为它们对于补充

国家图书馆的科学家手稿收藏有重大意义。

我们建议杨先健先生的家人先整理出一个

基本目录，之后双方在此基础上清点交接，

这样最为快捷。关于如何登记，我们建议按

照亲笔手稿，有批注的图书、期刊，无批注

的图书、期刊等进行分类登记。王玫主动承

担了此事。此后遇有问题便和我电话或电邮

联系。现在回头来看，我当时的疏漏在于：

应该现场做一个登记的示范，这样会方便对

方工作，因为对方不是图书馆员。以后工作

中应当多从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提出解决

办法。 

11 月底，王玫告知整理登记完毕。因

目录是手写的，她又将全部目录拍成图片发

过来。目录凡 4 册，计 160 余叶，字迹非

常工整、漂亮，从头至尾一丝不苟，让人惊

叹。 

12 月 26 日，程有庆、王维若、蒋毅和

我抵达洛阳，开始清点交接工作。王玫很细

致，每箱里都放了两份装箱单，便于我们清

点核对。因为目录非常清楚，清点起来很快。

只是装箱的过程稍微费点儿劲，因原来的箱

子大小不一，清点之后，需改装在统一规格

的邮政纸箱中，原来的装箱单需要根据实际

装箱情况剪裁一下。 

12 月 28 日中午，清点装箱完毕。下午，

快运公司上门取件。因箱子存放在两处：一

处在一层，一处在五层（没有电梯）。从五

层搬箱下来很辛苦，杨路、程有庆、蒋毅等

几位男士上上下下，搬了一趟又一趟。 

这批捐赠文献共计 191 种 3137 册件，

装为 43 箱（每箱尺寸为 53×37×29cm），

重约 1 吨。起运前，杨路、王玫夫妇，我们

四位国图工作人员，与整整齐齐的 43 箱手

稿图书资料幸福地合了影。 

此时，我们和杨先健先生的家人在共同

迎接一个节日的到来：约定在 5 月 10 日的

捐赠仪式。届时，杨先健的家人、同学、朋

友、同事将齐聚北京，共同见证一个值得纪

念的时刻。而我们亟应做的是：尽快整理编

目这批文献，充分发挥它们的价值，更好地

为读者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