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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穿越
隔 徐静

本期“人文齐鲁”刊发的这
篇《一场古籍藏书的“盛宴”》，说
的是齐鲁大学奥古斯丁图书馆
的一段往事。作为中国近代史上
最早的教会大学——— 齐鲁大学，
其奥古斯丁图书馆起初藏书数
量非常有限，大多是传教士从国
外带来的英文原版图书。但到上
世纪三十年代，它却拥有大量的
中国古籍，藏书量多时已超过了
12万册，其中还有不少珍本。那
么“盛宴”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呢？
这与齐鲁大学当年创办国学研
究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30

年，齐鲁大学创新办学思路，创
办国学研究所，学校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国内许多知名学
者如老舍先生、历史学家顾颉
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
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他们不
仅对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产生了
重大影响，其研究方向也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图书馆的藏书结
构和馆藏特色。想象一下，那时
的齐鲁大学号称“华北第一学
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
北燕”之称，是怎样的一种辉煌
啊。

凝望着照片中泛黄的馆藏
古籍，你会感慨时光的绵长。而
如果放在地质变迁的维度里，几
百万年的历史也是恍如一瞬。在

“4 . 20”四川芦山地震之后，本报
记者高祥专程到郯城的麦坡地
震活断层遗址，那里的红崖褐土
一线之隔，时间却跨越了亿年：
当走在红褐分明的岩石上的一
刹那，你后脚还没离开1亿年前
的土地，前脚就会踏上200万年
前的红砂岩。一次次的地质活
动，使两组相差约亿年的地层重
见天日，并奇迹般地并排在了一
起，形成了一处神秘的自然奇
观……看完《麦坡：查阅地震密
码的活教材》一文，心中涌动的
不只是对那场发生在340多年前
8 . 5级地震的恐惧，更多的是对
生命的感动：地壳的轻微震动，
就会轻易改变世界，让人类心惊
胆战、劫难重重。但灾难过后，伤
痛平复，时光终将如常。

也许，没有哪种医术能抵得
过时光的力量。可在山师大70多
岁的老教授黄杏林心中，纵然时
光再无情，也总能感受到仁心的
温情与力量。济南名医韦继贤靠
着“妙手”和“仁心”，将作者患脑
溢血半身不遂的父亲奇迹般地
治愈。“把脉时，韦大夫手指摁到
哪里，仿佛就能搜索到与哪个脉
相对应的脏器，各种信息马上就
反馈到他的大脑里。他开药方，
就像字斟句酌地书写一部作品，
逐个权衡剂量，直到满意定稿。”
遇此仁医，人之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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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古籍藏书的“盛宴”
——— 齐鲁大学奥古斯丁图书馆寻踪

┬ 马继业

国学助推藏书量大增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一系列社
会运动的影响下，齐鲁大学顺应
文化界“整理国故”思潮涌动的大
势，利用美国霍尔基金给予的契
机，成为参与哈佛燕京学社国学
教育与研究计划的六所教会大学
之一，获得15万美元专项经费。

1930年，根据文学院教授栾调
甫的倡议，在文学院院长林济青
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齐鲁大学
国学研究所，成为当时全国最早
设立的国学研究机构。先后有老
舍、顾颉刚、钱穆、严耕望、郝立
权、余天庥、王敦化、范迪瑞等知
名学者在所研究，齐鲁大学国学
研究所一度成为全国国学研究的
重地。

国学研究所建立之初，就对图
书资料非常重视。林济青去北京加
聘师资的同时，还大量收购图书。
当时奥古斯丁图书馆在专业书购
置上给下属系所相当大的自主权，
国学研究所购置的图书不仅对所
内人员开放，还为全校师生提供便
利。对奥古斯丁图书馆来说，国学
研究所第一年添购的图书使其藏
书量增长了近两倍，藏书规模符合
了教育厅立案视察团向齐鲁大学
提出的要求，使齐鲁大学第二年顺
利通过立案申请。

就购置图书来看，国学研究所
在济南时的成绩最大。据齐鲁大学
1936年6月统计，馆藏已达11 . 8万余
册。1937年，奥古斯丁图书馆的藏书
量保守估计也超过了12万册，其中
大部分为利用哈燕社经费购得。这
是奥古斯丁图书馆藏书量最丰富
的时期。

国学研究所不仅对图书馆的
藏书数量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研
究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图
书馆的藏书结构和馆藏特色。齐鲁
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抗战前的研究
范围，主要集中在齐鲁文化方面。
为教学和科研需要，国学研究所加
强了对山东地方志的收集及保存，
到1936年，该所几乎收集了山东所
有地区的地方志，经过详细梳理，
进行编目、制作卡片等，并为其制
作封套保存。不仅是山东一省，其
他省市的地方史书，研究所也多有
保存，这些都是进行北方诸省社
会、历史和农村等方面调查研究所
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由此形成了
奥古斯丁图书馆藏书中的地方志
特色。

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向大
后方成都迁移，顾颉刚和钱穆先
后担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在研究
风格上都与前一阶段大不相同。
顾颉刚主持所务期间，确定了标
点二十四史的工作，聘请所内外
学者及在校研究生等承担标点
工作，并根据抗战的需要，加强

了边疆史学的研究。此后，钱穆、
胡福林、张维华等人相继加盟，
当时国学研究所确立的研究方
向如古代史、甲骨学、疆域史、中
西交通史等方面，都是国内学术
界研究的热门问题。此外，国学
研究所在断代史、分类史、古籍
研究、考古等方面也皆有涉猎，
有的还处于国内前沿水平。齐鲁
大学南迁时，图书资料并未随
往，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购置，
据 1 9 4 0年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
记载，中文图书中有不少珍本，
为国学研究所的教学和研究提
供了基本条件。

抗战胜利后，齐鲁大学迁回
济南，在这一过程中，图书资料损
失比较严重，达20000余册。在接下
来的两年中，由于物价上涨，国学
研究所经费不足，图书增量很少，
以后经费渐得恢复，藏书量一度
达到118000余册。

办馆理念以人为本

1917年，齐鲁大学委派奚尔恩
担任馆长，共有图书管理员7人，他
聘请王天纲先生办理全馆事务。在
他任职期间，为图书馆做了大量工
作，总馆之外设置分馆，还策划筹
备新馆建设。到1922年新馆落成，图
书馆事务渐多，奚尔恩商同校长聘
巴达那为主任。虽然在购书经费上
依赖国学研究所，图书馆还是想方
设法筹措资金。教会大学图书馆在
申请经费补助时需要将该馆的情
况及申请理由写出，如获得补助，
则可增加当年的图书馆经费。

奥古斯丁图书馆管理非常到
位。“早在解放以前，齐鲁大学图书
馆馆藏古籍甚丰，且每书均有青布
四合函套，保存之善，堪称上乘。”
1932年《齐大月刊》上刊登的消息中
曾这样描述：“本校图书馆藏书丰
富，在国内诸图书馆中颇负盛名，
近图书管理邢述平、张骏明二君，
为整理图书起见，特大举检查，结
果计自一九二二年起直至目前，共
损失中英文书籍八十余册，中文书
籍约占三分之一，平均每年损失八
或九册，考其损失之原因，多半系
年深日久，间亦有被借书人所遗失
者，然若与某图书馆于某一年之内
遗失五百余册者较，则本校图书馆
之管理方法实甚精当也。”

尽管图书管理制度非常严格，
奥古斯丁图书馆还是充分考虑读
者的需要，曾规定：“借书册数，学
生以三册或三函为限，教职员无定
数，借书期限，分长短两种。长期以
一学年为限，短期以三星期为限。”
教师指定的教学参考书往往需求
量较大，为免所需图书滞留在某个
学生手中，图书馆往往将这部分参
考书放到阅览室内不准外借，以使
更多的学生都能利用图书，但又允
许学生在特定时间内外借，这一灵
活做法受到广大学生的好评。

奥古斯丁图书馆在设施设备
上非常完善，有书架、阅览桌椅、书
橱、目录柜、打字机、文具柜、电话、
暖气管、消防器具等。但当时受到
电力不足的困扰，电灯光度稍暗，
影响读者阅读，为便利读者起见，
添置了一些桌灯，可自由开关，增
加光亮，方便读者阅读。这些设施
的悉心配备，均体现出以人为本的
办馆理念。

藏书被山医、山师等继承

齐鲁大学由一个规模很小的
教会学校，经长期经营，逐渐发展
起来，最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
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
燕”之称，除有众多名家教授外，图
书馆内藏书丰富也是重要原因。此
外，奥古斯丁图书馆还先后走出桂
质柏、皮高品等中国近代图书馆学

界的重量级人物。
1922年，中国第一位获得美国

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桂质柏先生
担任齐鲁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来，
他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
1935年出版《分类大全》一书。1926

年，皮高品任齐鲁大学图书馆主
任，针对当时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不
足，他在任职期间收集资料，刻苦
研究，为后来编纂新分类法打下良
好基础。1928年，皮高品不满齐鲁大
学对中外教职员区别对待，愤而辞
职。

教会学校血统注定了齐鲁大
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幸命运。新
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恶化，美国
政府冻结了基督教会向中国汇寄
资金的账户，齐鲁大学等教会学校
的经费来源断绝，由中央人民政府
接管。1952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进
行院系大调整，将齐鲁大学医学院
并入山东医学院(前身是由解放区
迁来的白求恩医学院)，校址由山东
医学院(后为山东医科大学)接管，
今为山东大学西校区。齐鲁大学
文、理学院的有关系科分别并入山
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南京大学
等院校，奥古斯丁图书馆文理图书
也随之一分为三。

据孟雪梅博士考证，奥古斯丁
图书馆解散后，主要藏书被山东医
科大学图书馆继承。但据笔者了
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尽管山东
医科大学接收了齐鲁大学的校舍
旧址，但继承图书的多少不能简单
依据这一点做出推断。因为专业缘
故，山东医科大学可能仅限于接收
医学院的图书，对其他图书的需求
程度并不高。

据山师图书馆现有档案记
载，院系调整后馆藏图书增至20

余万册，扣除此前图书馆已有的5

万余册，可以推算出图书馆接收
图书约在10万-15万册之间。对图
书馆接收齐大藏书数量，《中国图
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中曾
有记载：“山东师范学院图书馆是
在原华东大学教育学院藏书的基
础上建立的，1952年，接收原齐鲁
大学图书10万册。”

根据齐鲁大学图书馆1946年
年度报告，奥古斯丁图书馆内共
藏书近14万册。在解放前的几年
时间内即使有所增长，幅度也不
会很大。因此，我们可以说齐鲁大
学图书馆的图书大部分实际上被
山东师范学院图书馆接收，成为
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据山师图书
馆馆藏档案记载，1960年1月份，还
有三万多册旧书没有整理，直到
1962年，接收原齐鲁大学的中文旧
书改编工作才全部结束，这也从
侧面反映出当时接收图书之多。
山东大学分取的图书不多，可能
与院系调整时山东大学远在青岛
有关，南京大学的距离则更加遥
远。无论花落谁家，齐鲁大学旧藏
都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

齐鲁
大学图书馆
老照片。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

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

齐鲁大学的渊源可上溯

到1864年由北美长老会

传教士狄考文创立的登

州文会馆。1917年9月，齐

鲁大学正式开学，设文

理学院、医学院和神学

院。

据《济南私立齐鲁

大学图书馆概况》介绍，

该馆发轫时，藏书数量

非常有限，大多是传教

士从国外带来的英文原

版图书，内容除神学外，

以 自 然 科 学 和 医 学 居

多。1917年后，随着学校

规模扩大，对图书的需

求日益增大，1922年，由

加拿大危培革(Winnipeg)

奥古斯丁(Augustine)长老

会支会捐赠巨款修建的

图书馆竣工投入使用。

令人不解的是，从奥古

斯丁图书馆的创办、性

质和经费来源看，教会

色彩均非常浓厚，怎么

会 有 大 量 的 中 国 古 籍

呢？

图书馆馆藏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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