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佛燕京图书馆和
中国的缘分从“燕京”
二字，就可见一斑。该
馆成立于1928年，最初
是哈佛燕京学社下面的
一个私人图书馆，当时
叫“汉和图书馆”，主要
收藏中国和日本的文
献。1976年，哈佛燕京
图书馆成为哈佛文理学
院图书馆系统的一个分
馆，改名“哈佛燕京图
书馆”。沈津教授在甬时
曾介绍，发展东亚地区
学术、保存文献，一直
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设立
的主要目的。其馆内保
存有大量国内罕见的汉
籍，是世界上享有盛誉
的东亚图书馆。

讲到哈佛大学收藏
汉籍，首先会提及一个
人：戈鲲化。他于1879
年自宁波赴美，是哈佛
历史上第一个来自中国
的中文老师。到美国三
年后，不幸在任教期间
去世，由他带去的书籍
遂成为哈佛收藏中文文
献之始。时至今日，戈
鲲化身着清朝官服的照
片依然悬挂在哈佛燕京
图书馆的门厅。

真正让哈佛燕京成
为汉籍收藏重镇的，则
是该馆首任馆长、出生
在宁波镇海的裘开明。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
曾评价裘开明是“西方
汉学当之无愧的引路
人”，就是因为裘开明为
哈佛燕京图书馆征购了
大量文献，从而影响了
一代美国汉学家的研究。

裘开明同时也是美
国第一个华人图书馆的
馆长。1928年，“汉和图
书馆”刚成立时，馆藏中
日图书不过 6000 多册。
到1936年，已增长至7
万多册。日本侵华时期，
许多古籍流散于上海等
地，图书馆便购入大批书
籍；二战以后，日本流出
大量私藏古书，裘开明又
多次赴日访书。

1966年，裘开明退
休时，哈佛燕京图书馆
藏东亚文献竟然达到了
50万册，是最初的80余
倍。而从1966年至今的
50余年间，其馆藏数量
也只增长了 30余万册。
据统计，本次数字化的
善本文献相当一部分即
是裘开明时期所募得。

然而，哈佛燕京图
书馆藏书量的增加，并
没有马上引起哈佛大学
的重视。当时哈佛燕京
图书馆的书库十分狭
小，更一度被安排到了
地下室。据记载，裘先
生只能用一种海军潜艇
用的铁梯上上下下，来
回搬书，这也成为了图
书馆一景。

裘开明的积极性并
没有被简陋的条件所
阻，他反而更加勤奋研
究，发明了影响深远的
“汉和图书分类法”。中
国传统编目是按经史子
集四部分类，虽说国内
自民国时就开始采用西
方图书分类法给汉籍编
目，但因汉籍涉及中国
传统的一些学术内容，

是西方所没有的，使用
起来并不方便。裘开明
意识到，这种情况极大
限制了图书馆汉籍图书的
整理，于是着手将中文、
日文古籍分为中国经学、
哲学宗教、历史科学、社
会科学、语文、美术游
艺、自然科学、农林工
艺、总录书志九部分，每
部分再用四部法进行分
类，这样就让西方学者能
更快地以西方的知识体系
去适应东亚传统学术的图
书分类。

上了年纪的读者或许
还记得过去用目录卡片去
图书馆找书的经历，这同
样也是裘开明的功劳。70
多年前，裘开明学习西
方，为汉籍做卡片，著录
索书号、书名、作者，并
根据罗马字母排序，大大
提高了图书馆的工作效
率。这种卡片目录在电脑
未普及的时代曾被广泛应
用。

扩充馆藏和发明新
式编目法是裘开明对哈
佛燕京图书馆最主要的
贡献。据说，退休后的
裘开明依然坚持为馆员
上编目课。哈佛燕京图
书馆的第三任馆长钱存
训曾撰文回忆，晚年的
裘开明不顾年事已高，
每次授课均达三个小
时，兴致勃勃，将整个
图书馆的编目、采访、
分类等工作一一说明，
令当时的馆员受益颇多。

1977 年 11 月 13
日，裘开明辞世，享年
79岁。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文献中部分宁波文献
稿、抄、孤本：清抄本《鄮峰真隐漫录》（慈城冯氏醉

经阁旧藏）、明方应龙《新锲四书心钵》（明万历刻本）、清
抄本《万季野遗著》

特大部：清朱兰撰《余姚朱氏宗谱》
子部：清卢登焯篆刻《抱经楼日课编》（清乾隆四明卢

氏抱经楼刻本）、明王守仁撰《阳明先生道学钞》（明万历
三十七年武林继锦堂刻本）、沈一贯《道德经解》（明万历
十六年刻本）等 （章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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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图书馆里的宁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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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8月初，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正式对外宣布：馆内所藏5.3万卷中文善本特藏数字化完成，并供公众免费下载。消息

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原主任、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沈津今年5月在天一阁做讲
座时曾提及，哈佛燕京和国会图书馆是美国最重要的两大汉籍公藏机构。有意思的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裘开
明，以及近年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书目提要、数字化做出重要工作的范邦瑾先生，他们都是宁波人。

2013 年 12月，上
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
史馆和复旦大学联合纪
念一位鄞县老人百年诞
辰。他叫范祥雍，生前
长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
工作，点校、整理了大
量古籍。《古本竹书纪
年辑校订补》《大唐西域
记汇校》《战国策笺证》
《洛阳伽蓝记校注》等整
理成果，素为学界所
重。纪念会上，一位学
者的发言尤其令人关
注，他叫范邦瑾，是范
祥雍先生的儿子。

范家原居宁波镇
海，清末太平天国之乱
时，从镇海老家迁到上
海，一直以手工艺谋
生。这种局面在范祥雍
先生时得到转变。

范祥雍并非科班出
身，但一生嗜书如命，
文革时期范先生遭抄家
厄运，寄居于一间 15
平方米的陋室内，在大
量珍本被抄走的情况
下，依然利用有限的条
件和个人记忆，做一些
古籍整理的工作。范邦
瑾正是在这样的家学浸
染下，对古籍整理这门
学问有了最初的认识。

父亲的品格也影响
了他。范邦瑾的同学、
现在上海大学任教的赵
剑敏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他无力购置图书，
正是范邦瑾伸出援手，
主动邀请他去范家看
书，从而有“我对范氏
父子深怀感谢，且这种

感谢一直铭刻在我的骨
髓中，并成了我最珍贵
的记忆”之感叹。

1993 年，范邦瑾
应邀赴美研究佛教石刻
文字；2005 年，又受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邀
请，帮助整理国会图书
馆馆内汉籍，并参与数
字化工作。今年 62岁
的他，仍奋战在岗位
上。

美国国会图书馆始
建于1800年。自1869
年清政府向该馆赠送
900余册汉籍以来，大
力搜集汉籍，其馆藏汉
籍总量突破百万册，是
除中国本土以外收藏中
文书籍最多的海外图书
馆。

国会图书馆汉籍的
系统整理，始自“二
战”时期中国学者王重
民长达八年的工作，他
编成的《美国国会图书
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一
书，后收录于《中国善
本书提要》之中。范邦
瑾接手此项工作后，发
现 1947 年后入藏的汉
籍没有一部系统、准确
的目录提要，就开始整
理、编制有关书目，并
撰写提要。

范邦瑾的整理工
作，相比于王重民时
期，情况更加复杂了。
因战争等原因，大量汉
籍散落世界各地；近年
来信息化系统的健全则
使今人了解的信息远胜
前人。这一切均使“孤

本”的概念复杂化了。
原先“孤本”一般是指
存世量极少至仅有几本
的典籍，可“几本”的
概念也是模糊不清。范
邦瑾将此数目定为“三
部”，即将各地所藏总
数在三部以内的典籍视
作“孤本”，以尽可能
体现“罕见”的原则。

正是因为有严格的
标准，范邦瑾著录的大
量国内不存的稀见文献
更显珍贵，其中也包括
来自宁波的珍籍。宁波
素为佛教重地，然因种
种原因，宁波在唐宋时
期刻印的佛经存世量极
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第三百》（南宋绍兴三
十二年明州奉化王公祠
堂刻本）就是极其珍贵
的实物。据沈津先生考
证，这里的王公即王庆
曾，北宋崇宁年间进
士，后居鄞，此刻本为
宁波进士史的研究又提
供了一处证据。而如杨
简、方孝孺、孙鑛、王
守仁等宁波先贤所著文
献，亦罗列其中。

以上种种均可见于
2011年出版的范邦瑾编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
善本书续录》一书，由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即范邦瑾先生的父亲范
祥雍曾长期工作过的单
位，这或许也是冥冥中
的缘分吧。

记 者 顾嘉懿
通讯员 章 文

美国首位华人图书馆馆长
仍在国会图书馆参与数字化工作

清 朱兰撰《余姚朱氏宗谱》

裘开明 范邦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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