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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闻见记 

 

◎ 李坚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8月，我

受国家图书馆派遣，前往美国哈佛

燕京图书馆协助撰写其馆藏善本方

志书志。一年的工作，不仅使我对

该馆藏善本方志古籍的概貌有了基

本了解，同时深刻感受这个世界著

名学府东亚图书馆的魅力和风采。

现将这段工作经历向大家简要汇

报。               

一、 撰写书志情况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古籍

大约 15 万册件，包括宋、元、明、

清刻本、抄本稿本等。该馆撰写善

本书志的历史始于 1992年，时任馆

长的吴文津先生聘请原上海图书馆

古籍部主任沈津先生开始撰写善本

书志，至 1994 年完成了 1400 部善

本书志的撰写，1999 年由上海辞书

出版社出版，书名《美国哈佛大学

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

2006 至 2008年，从国内聘请了严佐

之、谷辉之、刘蔷、张丽娟等专家，

与沈津先生一起共同撰写1600多部

善本书志，同时修订了 1999 年辞书

版的条目，一共3000部左右的书志，

2011 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藏中文善本书志》（6 册），每篇 1200

字左右，涵盖了哈佛燕京藏的绝大

部分善本。至此，哈佛燕京图书馆

除方志之外的善本书志撰写完成。 

哈佛善本书志的体例基本上

是沈津先生摸索并制定的。基本结

构包括：书的客观描述、著者简介、

内容简介、版本判断的依据、一些

重要书目的著录情况、递藏

源流、目前全球的收藏情况。 

2009 年以后，哈佛燕

京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协商

签订意向合作书，由国家图

书馆派遣工作人员赴美协助

该馆撰写善本方志书志，每

年派一人，一共两人，分两

年完成 700 余部善本方志书

志的撰写。这个计划从 2011

年 9 月开始正式实施。我作

为第一个被派往该馆的人

员，在 2011 年 9 月—2012

年 8 月期间，撰写哈佛燕京图书馆

藏善本方志书志 350 多篇，其中 250

多篇详写，90 多篇简写，约 26-28

万字。另外，2011 年 9月至 10 月，

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委托，为《哈

佛燕京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

刊》撰写十四篇提要。 

这次撰写的善本方志书志，沿

用沈津先生原来制定的体例。哈佛

燕京善本方志一共 700 余种，分两

年完成，一年 350 多篇，任务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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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巨。一年 220 个工作日，再刨除

零星杂事占用的时间，几乎每天要

完成两篇。每天从上班到下班，几

乎头都抬不起来，甚至还要加班，

终于在一年的时间内如期完成任

务。 

二 哈佛燕京图书馆简介 

哈佛燕京图书馆建立于 1928

年，称为“汉和图书馆”，隶属哈佛

燕京学社，后来合并入哈佛图书馆，

但经费来源还是出自哈佛燕京学

社。 

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前藏书总

量 130 万册件，中文约 75 万册件，

日文 32 万多册件，韩文 15 万多册

件，越南文近 2 万册件，西文书 5

万册件，藏文不到 5000册件，满文

3500 册件，蒙文 500 册件。缩微胶

卷等共 11 万多捲/片。总量在哈佛

71 个图书馆中占第二位，仅次于哈

佛图书馆总馆——Widener 图书馆。

哈佛图书馆的总藏书量是1700万册

件。 

    哈佛燕京图书馆一共三位馆

长，他们的在任时间分别是: 裘开

明馆长 1928—1965，吴文津馆长

1965—1997，郑炯文馆长 1998 开始

任职直至现在。  

    作为一个美国私立学校的东亚

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与国家图

书馆的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1. 服务对象单一，服务目标明

确，全力保证科研教学。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服务对象

仅限于哈佛大学的师生和访问学

者，属于研究生图书馆，服务对象

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具体地

说就主要为哈佛东亚系的师生和访

问学者服务，服务对象仅限于

500—1000 人，目标是科研和教学。

其采访、编目、借阅等都是紧紧围

绕着科研教学的目标而进行的。以

中文部为例，每年采访最新出版的

中文各个人文学科的书刊杂志等

等，也根据读者的研究要求采购一

些多年前出版的书籍，而且根据需

要还要使用航空加急等高价。尽量

满足绝大多数读者的要求。他们在

国内有经常联系的专门的书商，如

果读者使用时发现该书缺少，也会

通过旧书网等等渠道及时补齐，甚

至去国内各个图书馆高价复制补

来。 

哈佛燕京图书馆真正做到了学

者为学者服务。负责中文采访和咨

询的马小鹤先生，是研究摩尼教的

世界知名学者。在他的主持下，每

年采购社科类人文学科的各种重要

出版物。马先生回答读者的邮件和

到访咨询，推荐读者做哪一类研究

去查找哪些书籍，以及怎样使用图

书馆的馆藏资源，包括书本式的，

和电子资源。他还要考虑合理安排

这些书籍在图书馆馆里的布局，以

最大限度方便读者使用。比如在阅

览室沿墙安排了嵌入式书架，上面

摆放了各类人文学科最常用的工具

书，另外一部分核心常用的书放在

图书馆内的密集书架，读者可以自

由穿梭其中。从这些馆内密集架的

书籍的摆放，可以充分反映出该馆

图书采访和管理人员的学科水平，

也就是说，每个学科最核心的资料

在本馆的书架上均能找到。他与国

内各学科的专家都有密切往来和交

流，积极听取各个学科专家的意见，

补充其馆藏。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不

算宽敞的书架旁浏览，读者会强烈

感受到这里的管理人员就是各个学

科的内行。在本馆内容纳不下的书，

再送到馆外的远程书库，读者可以

随时提出申请，第二天在前台取书。

每个读者可以外借书种数不限，借

期半年，之后还可以续借 6 次，基

本上相当于一个书可以在一个人手

中使用三年左右，非常方便读者。 

保证书的使用是最基本的。每

本书基本上都有去处，都有记录。

一旦有些常用书在书架上找不到，

教授会马上打电话给馆长投诉，馆

长马上就要找到马小鹤先生，属于

工作失误。所以他们的书几乎是无

一书无去处。如果某种书被某人长

期占用或使用，还可以再买一套以

备其他读者使用。有时读者可以占

用个别书架之间的桌子，将书借到

那里，读者长期固定到那里使用。 

馆际互借，哈佛燕京参与常春

藤六校联盟，只要是联盟内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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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有的书，都会出资替读者借来使

用。 

总之哈佛燕京图书馆通过以上

各种途径是将服务做到极致，最大

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和使用，保

证科研教学的顺利进行。 

古籍的使用也是比较开放的，

读者可以随意拍照，同时所有古籍

预计在六年之内全部扫描上网，供

读者使用，做到资源共享。 

大量的数据库建设是哈佛燕京图

书馆的另一项读者服务举措。哈佛

燕京图书馆在用的数据库包括：读

秀、中国知网（CNKI），汉籍电子文

库，汉达文库（CHANT），傅斯年图

书馆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国学宝

典，内阁大库档案，文渊阁四库全

书电子版，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

处档折件全文影像资料库，宋会要，

东洋学文献目录，数字化期刊全文

数据库，香港中文期刊论文索引，

全国报刊索引，台湾期刊论文索引

系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光盘，中国

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解放军日报，

人民日报，台湾时报，台湾日日新

报，两千年中西历转换，电子佛教

辞典，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

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这些数据库只

要有 HARVARD ID，全部免费使用。

而且还有一些是全球免费享用的。 

2、对古籍的安全保护不够到位 

作为海外的中文图书馆，哈佛

燕京图书馆古籍管理与国内的各大

图书馆还是无法相比的。人手不足，

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还有漏洞和

疏忽，有待完善。 

线装书随意外借，据说多年前

古籍善本也外借，导致古籍丢失。

最近几年善本书不允许外借，但善

本库房之外的其他线装书还是随意

外借，这种情况可能在未来一两年

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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