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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厚生与目录学

□王启云＊

　　摘要　对张厚生先生与目录学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既是目录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又是对

目录学优秀传统的重要传承。文章从学目录学、用目录学、目录学学术贡献、张厚生与“全国目录

学学术研讨会”等方面梳理了张厚生先生与目录学的情缘。回顾与思考是学科不断深入发展的

内在动力，继承和发扬目录学致用之道，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读书治学的需要。
关键词　张厚生　目录学　图书馆史

分类号　Ｇ２５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６０３／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１．０６．０２０

１　引言

张厚生先生（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１日—２００８年８月８
日），生于 江 苏 泗 阳。１９７８级 武 汉 大 学 图 书 馆 学 系

目录学专业研究生，文学 硕 士。曾 任 东 南 大 学 情 报

科学技术研究所图书馆学硕士研 究 生 指 导 教 师，研

究馆员，南通大学兼职教 授。学 术 界 理 论 和 学 术 史

权威研究成果都不约而同地将张厚生列入近百年来

中国图书馆学四代学人名录［１］。张厚生的两次求学

经历处 于 较 为 特 殊 的 时 间 节 点：图 书 馆 学 本 科 是

１９６３年９月至１９６８年８月，目录学研究 生 是１９７８
年９月至１９８１年１２月。

２０２１年６月，笔 者 认 真 阅 读 了 谢 欢 所 著《钱 亚

新年谱》［２］，拟编《张厚生年谱》，并 专 程 从 南 京 取 回

大约２０斤资料。张厚生与钱亚新有许多相似之处：
均是治目录学出身，特别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与保

存。张厚生生前对自己保存的资料作过较为系统的

梳理，一是因为搬家（从四牌楼搬到江宁新家），二是

为了规划退休后的生活（比如研究洪有丰 先 生 等）。
张厚生这一代学人是承上启下的，因 此 对 其 纪 念 与

传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张 厚 生 的 许 多 做 法，是 在

学习与模仿钱亚新先生。在 张 厚 生 这 一 代 学 人 中，
像张厚生这样有心的、较为系统地记录、保存史料的

并不多见。张厚生的夫人高红梅老师可以说是在学

习与模仿钱亚新的夫人吴志勤女 士，是 她 的 支 持 与

坚持，使这些资料得以妥 善 保 存。关 于 张 厚 生 年 谱

的编撰，笔 者 前 期 做 了 些 工 作，比 如 与 张 厚 生 的 亲

属、同学、同事、学生等有一些交往，去找他们进一步

提供帮助，他们 大 多 很 热 心、很 支 持。写 史 不 易，给

现代人修谱，尤其有两 大 难 点：一 是 价 值 认 同 问 题；
二是伦理与法律问题（涉及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人
物、时政等存在种种禁忌）。尽信书，不如无书，颇有

其道理。个体的日记倒是可作为重要参考线索。比

如，张厚生在武汉大学读图书馆学本科期间，从个人

视角记录了许多东西，不少内容具有史料价值，但在

今天仍是避讳的，不能 公 开 发 表。张 厚 生 特 别 重 视

资料收集、整理、保存，留下了日记、学习笔记、书信、
教科书、照片等等。笔者所做的工作，是综合多个源

头信息（包括寻访亲历者）。对张厚生先生与目录学

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既是目 录 学 研 究 的 组 成 部

分，又是对目录学优秀 传 统 的 重 要 传 承。本 文 从 学

目录学、用目录学、目录学学术贡献、张厚生与“全国

目录学学术研讨会”等方面梳理了张厚 生 先 生 与 目

录学的情缘。

２　学目录学

张厚生是如何与目录学结缘的？１９７８年初，全

国高校恢复统一招生 考 试，并 开 始 招 收 研 究 生。张

厚生经过初试和复试，成为全国 录 取 的 一 万 名 研 究

生中的一员，到武汉大学师从彭斐章、谢灼华先生攻

读目录学，学号７８００１。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５日，张 厚 生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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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大学１９８１届研究生 毕 业 典 礼 上 的 发 言 中 提

到“今年，我们有１７８名研究生即将毕业”，其中包含

４名目录 学 研 究 生（另 外３名 分 别 为 乔 好 勤、倪 晓

建、惠世荣）。张厚生与目录学结缘的“起算点”应该

更早，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张厚生是武汉

大学图书馆 学 系１９６３级 学 生。１９６３年，江 苏 省 以

第一志愿报考武汉大学 图 书 馆 学 系 者１７６人，只 录

取了２人，这一届共录取 图 书 馆 学 专 业 学 生４８人。

１９６３级 新 生 报 到 后，武 汉 大 学 图 书 馆 学 系 有 学 生

１２０余人（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学 系 有５０余 人）。１９６１
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贯彻“高教六十条”，制 订 新

的教学计划，重点建设基础理论课，如“图 书 馆 学 概

论”“目 录 学 概 论”等。１９６２年，北 京 大 学、武 汉 大

学、北京文化学院合编的《目录学讲义（初稿）》完成。
据张厚生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２日日记记录，“上午还是在

实习室做目录学作业———抄卡片资料。中国目录学

史的资料是很 多 的，古 代 的、近 代 的，起 码 几 百 种。”

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３日 日 记 写 到，“上 午 上 过 俄 语 课 后，
三、四两节课在系主任室由徐家麟先生、黄元福先生

和我们小组４人谈科研活动问题。徐先生先叫我们

自己提问。有的提目录学是怎样的学科？分类法的

四分五分问题，开架书库变成闭架 后 怎 样 工 作 的 问

题等。”其 二，１９７２年９月，张 厚 生 应 北 京 图 书 馆 邀

请，作为中小型图书馆特别代表参 加 新 分 类 法 编 辑

工 作 会 议，是 当 时 参 会 代 表 中 最 年 轻 的 一 员（２９
岁）。参加会议的人员有 彭 斐 章、张 琪 玉、骆 伟 等 十

多位图书馆界前辈，倡导并担负主 要 负 责 工 作 之 一

的是李兴辉先生。李兴辉先生是张厚生先生学术生

涯中遇到的“贵 人”之 一，１９７１年 春 开 始 二 人 因“图

书分类法”交往（详见《诲人不倦 后辈师表———记北

京图书馆李兴辉老师》［３］）。张 厚 生 以“盐 城 县 图 书

馆”署名参加编写《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小 型

馆试用本）》（《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组，１９７５
年）。１９７４年８月 中 旬，北 京 图 书 馆 李 兴 辉 在 南 京

图书馆主持召开《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试用本）》征求

意见座谈会，钱亚新先生在夫人吴 志 勤 的 陪 护 下 出

席会议并作 发 言。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４日，钱 亚 新 约 许

培基、张厚生来家商谈《关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使

用说明》，并表示希望许培基、张厚 生 能 撰 写 一 本 关

于“中国图书分类法”的论著，内容可分为历史的、批
判的和方法的三部分，以 供 图 书 馆 界 参 考。许 培 基

表示本有此意，钱亚新先生听后非常愉快。许培基、

张厚生走后，夫人吴志勤对钱亚 新 先 生 说：“你 后 继

有人了。”钱亚新先生听到此言，感觉正合心意，并作

五绝《得宝》一 首。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９７８年１月，张

厚生被借调到南京图书馆业务 辅 导 组，从 事 对 全 省

公共图书馆 的 调 研 工 作［４］。张 厚 生 与 目 录 学 结 缘，
与李兴辉、钱亚新先生密切相关，且时间点要比张厚

生考取目录学研究生 要 早。张 厚 生 日 记 中 有“１９６５
年５月３日　　星期一　　晴　　近来迫切该准备

考目录学了，复 习 期 间 还 有１０天。并 且，外 文 也 比

较觉得应赶上一步，又徐（家麟）先生叫 我 们 搞 科 研

活动，故时间紧迫。”据张 厚 生 本 科 同 学 孙 二 虎 研 究

员回忆：“教‘目 录 学’课 程 的 老 师 为 陈 光 祚 和 王 文

杰，无成熟教材，只在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校庆时听

过一次徐家麟讲座《刘向、刘歆的目录学思想》，我们

听不懂。”由此可以进一 步 推 测，张 厚 生 先 生 与 目 录

学结缘时间为本科学习期间。
张厚生报考目录学研究生背后的故事：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４日，成素梅（北京大学图书馆采

编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给张厚生的信中 写 道“连 接

二信，都是关于研究生 的 问 题。经 我 先 向 有 关 单 位

了解，他们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已出来了，但简章尚未

搞出来。据他们讲，如果要考北大，可以由单位来一

封信。北大一旦简章出 来 后，就 直 接 将 简 章 和 报 名

表寄去，您得再到省里去取了。”“图书馆学系恐怕一

二年内不会招研究生，因为师资问题，武大也许有条

件，可向张琪玉了解，他已调到武大当教员了。”
张厚生与张琪 玉 结 缘 始 于 新 分 类 法 编 辑 工 作，

他们之间有大 量 书 信 往 来。张 琪 玉 于１９７６年９月

调到武汉 大 学 图 书 馆 学 系 科 技 情 报 专 业。１９７７年

１１月２２日的信中写道“关于今年招考研究生的事，
我问了一下，今年武大各系都招研究生，我们图书馆

学系也招收三名研究生，是目录学方面的，将来可能

是彭斐章、谢灼华老师带。招考办法，同报上发表的

是一样的。共同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外文和一

门专业知识。报名已开 始，考 试 日 期 请 看 一 看 本 省

的报纸。”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２４日的信中写道“关于考研

究生事，听彭斐章同志 说，他 已 收 到 你 的 信，并 已 给

你回信了。但听说高教部尚未正式下达指标。此次

招收，都是目录学的，学习期满，估计都留校作教师。
怎样录取还不知道。从 大 家 的 议 论 看，如 果 成 绩 相

差不多，则未婚的年轻人被录取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你如对目录学感兴趣（具体研究题目是 否 为 中 国 目

４２１

张厚生与目录学／王启云

Ｍｒ．Ｚｈａｎｇ　Ｈｏｕ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ａｎｇ　Ｑｉｙｕｎ



2021

年
第6

期

录学史或 专 科 目 录 学，还 未 研 究），我 想 可 以 一 试。
至于录取的可能性，总不 会 是 百 分 之 百 的。这 次 大

学生考试，据说报考图书 馆 学 者 相 当 多。估 计 报 考

研究生的 人 数，也 不 会 少。不 过 试 一 试，还 是 可 以

的。你平时 很 钻 研，我 估 计 成 绩 还 是 能 考 得 好 的。
但如果有五六个人都考得很好的 话，未 婚 的 年 轻 人

录取 希 望 较 大。这 一 点 供 你 参 考。”１９７８年２月９
日的信中写道“关于招研究生事，我在春节前问过彭

斐章同志，他说已有十几 人 写 信 来。现 在 正 式 报 名

尚未开始，到 正 式 报 名 时 估 计 会 有 更 多 的 人 报 考。
关于考英语，我不知道将 来 怎 样 计 算 成 绩。我 想 您

参加一下考试也可以。您 下 决 心 学 英 文，那 是 很 好

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

说，英文确实很有用。掌握了外文，可读外国图书馆

学著作，吸取其中对我们 有 用 的 东 西，例 如，图 书 馆

现代技术，我们几乎是从空白点开始，就必须要先学

习外国的东西。”
张厚生与彭斐章也有不少通信。据孙二虎先生

回忆，“关于彭斐章老师，直至‘文革’开始的１９６６年

４月，我们这年级没有听过他的课，我记得只在系阅

览室见到他一次。当时他正在给几个高年级学生解

释中国唯一 一 本 俄 文 杂 志Ｓｔｒｏｉｋａ　Ｋｉｔａｙａ（中 国 建

设，拉丁字母化）中的文章，事后有人告诉我，这就是

久闻大名的俄罗斯‘图书馆学副博士’（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ｈｉｎｉｉ
ｋｏｎｇｉｇａｔ，现 在 中 国 确 认 等 同 于 ＰｈＤ）。”在 张 厚 生

１９６６年６月的日记中记录了“全系同学在四楼平台

开会，由彭斐章老师讲关于朱劭天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在

我系策 划 的 教 改。”１９７２年９月 举 办 新 分 类 法 编 辑

工作会议，为期１０多天，参加人员不多，张厚生作为

中小型图书馆特别代表参加，而彭斐章是作为“图书

馆界前辈”参加［３］。张厚生（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４日）去信

“最近得知高校将招考研究生的消息，很是高兴。若

系里目录学或图书馆学专业也招 考 研 究 生 的 话，我

很希望申请参加报考。由于目前对报考事项以及有

关复习科目等尚不了解，为 此，特 去 这 信 给 您，盼 请

老师见告 与 指 教。”彭 斐 章（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回

信“收读你的来信，得悉你的近况。你希望报考研究

生，这是一件很 好 的 事，我 们 教 师 热 烈 欢 迎。……”
张厚生（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去 信“承 蒙 老 师 的 指

教，我准备尽力挤时间来，在 搞 好 工 作 的 同 时，努 力

学习，从现在抓起。”“有关 高 校 报 考 研 究 生 的 消 息，
我已查见了１１月１６日《光明日报》的 报 道，在 那 则

消息里谈及报名时间是‘到十二月底止’，不 知 这 一

规定目前有无变更？”彭斐章（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４日）回

信“关于研究生招生情况已于１月２２日 登 了 报，想

你已见到。……”张 厚 生（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８日）去 信

“关于招生消息，一月二十三日报上对于这一基本情

况的报道，令人鼓舞。这 里 也 有 不 少 其 他 专 业 的 同

志在边工作边复习，准备应试。系里报考情况，今蒙

您见告，更是高兴。有关必读的图书馆学、目录学参

考书，系里编印的几种教科书，我现在去信给系办公

室联系函购。系里的新 教 材，是 我 渴 求 已 久 的 精 神

食粮。四门考试科目，分量不算太多，可是四门中有

一门 是 我 的‘空 白’———这 就 是 英 语。过 去 我 在 中

学、在武大，一直学的是俄语，后来自修一点日语，英
语是从未沾边。……”不知何故，据参加过１９８０年

武汉大学目录学研究生考试的 孙 二 虎 研 究 员 回 忆，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外语 考 试 科 目 为 俄 语，１９７８年 的 考

题中有道俄译汉短文翻译，是关于“农业学大寨”的。

２０２１年９月，笔 者 通 过 电 话 咨 询 卢 子 博，他 告 知 外

语考试科目确实是俄语。
张厚生报考目 录 学 研 究 生 还 得 到 卢 子 博、骆 伟

的帮助。卢子博，其时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工作，
且是张厚 生 读 本 科 时 期 的 老 师，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９日

在入学报到的轮船上偶遇，报考 前 夕 还 帮 忙 传 递 消

息；骆伟其时在山东图 书 馆 工 作，帮 借 考 研 参 考 书，

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８日 给 张 厚 生 的 信 中 有：“你 要 的‘目

录学’，只 有 余 嘉 锡 本，另 给 你 姚 名 达 本，借 期 一 个

月。您对这个有 兴 趣，我 很 高 兴，图 书 馆 学，其 实 就

是目录学。在这 方 面 下 点 功 夫，还 是 有 用 的。你 能

看看‘迷古堂书目’‘书目答问’就更好。这些都是基

础知识。”张琪玉、成 素 梅、卢 子 博，他 们 均 毕 业 于 北

京大学图书馆 学 系，张 琪 玉、成 素 梅 是１９５１级（“文

学院图书馆专修科”阶段）的，与朱天俊 先 生 是 同 一

级，卢子博是１９５６级（“文 学 院 图 书 馆 学 系”阶 段）；
骆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１９５５级的。

３　用目录学

３．１　目录学研究资料汇编工程（利人角度）
张厚生作为骨干成员 之 一 参 与 编 审 教 材《目 录

学参考资料汇编》（第１—４辑），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武汉

大学出版，１００万 字。该 书 于１９８６年 修 订 再 版，书

名调整为《目 录 学 研 究 文 献 汇 编》，５４３页。１９８６年

１２月１４日，彭 斐 章 给 张 厚 生 的 信 中 提 及“《目 录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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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程》和《目 录 学 资 料 汇 编》即 将 出 版，一 定 寄

赠。”柯平教授 为《书 海 一 生 击 楫 忙———图 书 馆 学 家

张厚 生 纪 念 文 集》所 作 代 序《音 容 宛 在 风 范 永

存———追思东南大学张厚生教授》中有：“１９７８年张

厚生等四位目录学硕士生进入武 汉 大 学，开 启 了 中

国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那 时，中 国 的 学 术 界 和 教

育界迎来了春天，目录学 也 是 百 废 待 兴。首 届 硕 士

生的两位导师彭斐章先生和谢灼华先生不仅学问超

群，而且对培养研究生有 一 套 好 方 法。从 整 理 资 料

入手，指 导 四 个 研 究 生 搜 集 材 料，整 理 编 制。从

１９７９年 至１９８０年 完 成 了 四 册《目 录 学 研 究 资 料 汇

编》，这不仅进行了科学研究的基 本 功 训 练，而 且 形

成了大部头的成果，张厚生教授是 这 一 浩 大 工 程 的

主力之一。等我们进校时（１９８３年），看到师兄们的

成果，特别佩服，而且那套汇编成了我们读研的辅助

教材和做研究的案头必备，对我的 目 录 学 学 习 与 研

究帮助很大［５］。”

３．２　晋升副高职称代表作送审情况（利己角度）

１９８５年７—９月，张 厚 生 副 研 究 馆 员 提 职 材 料

送审。送审论文《论郑振铎在目录 学 领 域 的 成 就 与

贡献》《中 国 专 题 目 录 史》，送 审 专 家 分 别 为 钱 亚 新

（南京图书馆）、彭斐章（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送
审论文《专 题 目 录 与 科 学 研 究》《外 国 专 题 目 录 概

述》，送审专家分别为周连宽（中山大学图 书 馆）、徐

召勋（安徽大学图书馆 学 系）。张 厚 生１９８６年４月

至１９９４年６月任东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１９９５年３
月晋升为研究馆员。副高职称晋升是张厚生先生事

业与学术成长的一个重要时间节 点，张 厚 生 先 生 借

助目录学研究成果，获得了知名目录学家们的认可，
顺利晋升了职称，受益匪浅。

３．３　教目录学（育人角度）

１９８３—２００８年，张厚生在文献检索与利用教育

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硕果累累［６］。张厚生认为“我

们的社会和民族不仅需要大批科 技 精 英，更 需 要 能

够进行信 息 分 析、组 织 和 检 索，帮 助 与 支 持 教 学 科

研，从事知识素养培养的图书馆学 家 和 图 书 馆 实 务

工作者，有了他们，文化才 得 以 传 承，科 技 的 进 步 才

得以建立在 厚 实 的 信 息 资 源 的 土 壤 里。”他 从１９８３
年开始承 担 东 南 大 学 本 科 毕 业 生 和 部 分 研 究 生 的

“文献 检 索 与 利 用”课 程 教 学 任 务，仅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就５次承担本科生“信息检索”课教学工作，累计

１９个班，共１６０学时；曾４次主编《信息检索》教材，

分别在１９８７、１９９７、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出版；此外，张厚生

先生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２００４—２００８）期间，给研

究生讲授“信息资源管理”“书目数据分析与用 户 研

究”“图书馆建筑”等课程。依据国家教委、文化部有

关文件 精 神，东 南 大 学 与 南 京 图 书 馆 联 合 举 办 了

１９８９年度专业 证 书 班，面 向 全 省 在 职 人 员 招 生，学

制一年半，计划 招 生２５０人。该 班 开 设 了８门 必 修

课，４门选修课，张厚生讲“图书馆目录”（７０学时）和

“目录学”（８０学时）两门课程，均为必修课。

４　目录学学术贡献

４．１　目录学研究成果

《书苑文丛》一书是张厚生先生临终前主导完成

的，可谓“呕心沥血”之作。张厚生先生著述甚丰，在

３０余种期刊发表共１５０余篇研究论文和随笔，限于

篇幅，许多内容无法入选该书，该书有６４．２万字，共

计５１５页。其中“目录学 研 究”部 分，可 以 说 是 张 厚

生先 生 遴 选 的 精 华 部 分，总 计１２９页［７］（１９３－３２１）。该

部分辑录 以 下 成 果：《目 录 学 研 究 国 家 书 目 概 述》
（《世界图书》，１９８７年第４期）；《回溯性国家书目和

现行国 家 书 目》（《山 东 图 书 馆 季 刊》，１９８２年 第４
期）；《略论专 题 目 录 在 目 录 学 领 域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武汉大学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１９８２年 第２期）；
《专题 目 录 和 科 学 研 究》（《江 苏 图 书 馆 工 作》，１９８２
年第４期）；《专题目录的种类、编制的要 求 和 方 法》
（《云南图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２、３期）；《中国专题目录

简史》（《世界图书》，１９８１年第１２期）；《外国专题目

录概述》（《图 书 情 报 工 作》，１９８１年 第６期）；《一 些

国家的专 题 目 录 工 作 情 况》（《山 东 图 书 馆 季 刊》，

１９８３年第２期）；《专 题 目 录 及 其 发 展 趋 势》（《云 南

图书馆》，１９８３年 第３期）；《鲁 迅 与 书 目 工 作》（《武

汉大学学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１９７９年 第６期）；
《郑振铎在目 录 学 上 的 成 就 和 贡 献》（《武 汉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３年第２期）；《钱亚新在目录

学上的成就（节录）》（杨海平合著，原文刊于《继承发

展，开拓创新———纪念汪长炳、钱亚新先生诞辰１００
周年暨南京图书馆新世纪首届学术年会文集》，南京

图书馆编印，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钱亚新先生关于目录

学家的研究成 果 与 贡 献》（杨 海 平 合 著，《图 书 馆》，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目 录 学 文 献 篇 目 题 录（１９８１—

１９８４）》（张厚生编辑，曹育龙补订，《黑龙江图书馆》，

１９８６年第１、２期）；《钱亚新论著编译系年》（刘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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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图书馆理 论 与 实 践》，２００７年 第２、３期）；《〈四

库全书总目〉编 制 方 法 探 析》（《广 东 图 书 馆 学 刊》，

１９８３年第１期，注：期刊中题名为“《四库全书总目》
编制方法初探”）；《〈钱亚新文集〉编后记》（张厚生执

笔，以“编辑组”署名，２００６年夏）。汇集成书的内容

与源发期刊相比，存在不 同 程 度 删 节、增 补、修 订 等

情形。《书苑文丛》未收录的目录学成果有：《论专题

目录》（《图书 情 报 知 识》，１９８１年 第２期）；《钱 亚 新

论著编译简目》（《图书馆学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为研究辛亥革命提供资料线索———推荐〈辛亥革命

资料目录〉》（《江 苏 图 书 馆 工 作》，１９８２年 第１期）；
《现行国家书目的模式》（《图书馆研究与工作》，１９８２
年第３期）。此外，张厚生主编的目 录 学 教 材 有《图

书馆目录》（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需要说明的 是，当 前 处 于 数 字 化、网 络 化、多 元

化信息环境，获取信息有着种种便利，但同时存在重

重困难。由于时间跨度较 长，有 些 期 刊 发 生 了 系 列

变更（比如刊名调整、停刊等），不同数据库收录情况

不一（且存在缺失），原始数据质量亦是参差不齐（有

的存在错误），上述梳理可能存在疏漏、舛误等情况。

４．２　学界评价

吴稌年认为“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末８０年 代 初，中

国图书馆事业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高潮期。在事业发

展的高潮期，毫不例外，会因时势而产生出一批代表

人物，张厚生教授就是此时期产生 出 的 代 表 人 物 之

一。”“张厚生教授学术生涯３０年，以目录学为主体，
以研究专题目录为特色。在 研 究 生 涯 中，他 采 用 历

史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用史

学的方法，以客观资料为研究基础，以创新观点为重

点，充分利用‘俄语时代’所打下的语言基础，在中国

学术转型过程中，时时追踪苏联以 及 欧 美 的 图 书 馆

事业发展动态，提炼出有价值的观点，促进中国图书

馆学的发展。他从情报检索到信息检索至信息素养

的教学过程，其核心是教会学生一 种 利 用 文 献 信 息

的方法，结合许多课题和教学基地的教学，则是充分

运用专题目录治学术的门径原理，引 导 学 生 力 争 和

社会主义建设无缝接轨。这 些 深 具 特 色 的 研 究，汇

入到了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 宝 库 中，永 放 智 慧

之光 芒！”［８］亢 琦 认 为：“张（厚 生）先 生 学 术 生 涯３０
年，以目录学为主体，以研究专题目录为特色。在文

献资源开发利用、信息检 索、信 息 素 养、图 书 馆 建 筑

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对图书馆 学 和 教 育 事 业 都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９］。”

４．３　目录学思想述评

张厚生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图书馆学

硕士研究生，也是目录学最早的 四 位 硕 士 研 究 生 之

一，师从彭斐章、谢灼华。张厚生在目录学领域耕耘

近３０年，成绩颇丰，是一位学以致用、薪火相传的目

录学学者、教育工作者 和 目 录 工 作 者。研 究 他 的 目

录学理论和目录工作实践，对促 进 目 录 工 作 事 业 有

积极意义。
张厚生目录学研究主 要 有：（１）专 题 目 录 研 究。

开辟了目录学向专学发展的新路径。专题目录是根

据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特定 需 要，围 绕 某 一 专 题

或学科，依照一定的原理和方法 编 制 的 供 检 索 利 用

的一种工具。专题目录研究把专题目录提到科学方

法论的高度来进行研究，论述了 专 题 目 录 的 作 用 和

意义，专题目录的历史 与 现 状，专 题 目 录 的 种 类、编

制要求和方法以及未 来 发 展 趋 向。生 产 建 设、科 学

研究都离不开专题目录的应用。图书情报资料是科

研和生产需用的资源，专题目录 工 作 在 有 效 地 为 科

研和生产提供专门性情报和参 考 材 料 线 索 后，就 能

促进技术革新，就能打开问题的症结，就能直接或间

接地创造出社会财富。专题目录是为科研和生产服

务的整个书目工作中的神经系 统，是 打 开 专 题 文 献

宝库的钥匙，是掌握和了解科研 成 果 的 较 高 级 的 书

目情报形 式，是 科 研 中 节 省 人 力、物 力 和 时 间 的 法

宝。（２）国家书目研究。国家书 目 的 发 展 较 好 地 反

映了书目工作的发展程度，张厚生编译的《回溯性国

家书目和现行国家书目》《国家书目概述》促进 了 我

国国家书目理论与实践工作的发展。（３）知 名 作 家

目录学成就研究。探究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者鲁迅

先生同目录学、书目工作的关系，明确鲁迅的书目工

作实践和目录学见解在我国现代目录事业史上的地

位。研究和总结郑振铎在目录学领域做过的书目编

制和版本鉴别工作，指出郑振铎 在 目 录 学 上 比 较 突

出的成就是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而编制出的

针对性很强的专题目录。（４）目 录 学 教 育 研 究。在

纸质文献和网络信息、数字化信息资源环境下，图书

馆目录课程的开设，阐述了图书馆编目工作实际，有
助于读者更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张厚生主持编写

中小学图书馆教师培训用书《图书馆目 录》，有 助 于

普及目录学知识，推动我国目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５）目录学家研究。钱亚新被誉为我国 著 名 的 图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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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学家、目录学家、图书馆学界的一代宗师。钱亚新

和张厚生属忘年交，亦师亦友。钱老逝世之后１８年

间，张厚生为继承和发扬钱亚新先生的学术思想，不
遗余力，先后发表《钱亚新在目录学上的成就》《钱亚

新先生关于目录学家的研究成果与贡献》《钱亚新论

著编译 系 年》，出 版《钱 亚 新 集》（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１９９１年）、《钱亚新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目录学研究的 学 术 成 果 主 要 形 态 是 书 目 工 具，

目录学的任务就是编制出适用的 书 目，做 学 子 案 头

无声的老师［１０］。专业科学的发展，必须基于专业实

践的开展。否则谈学科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始于刘向父子的传统 目 录 学 工 作 者，无 不 是 在

长期书目编制经验上逐渐积累，有 所 领 悟 而 获 得 规

律性认识。西方近代图书馆的书目工作建立在图书

机械化印刷的基础上，规模化涌来的文献管理，使得

书目、索引等均源于文献载体，而缺少对文献内在脉

络的把握，所 谓 图 书 馆 学 也 就 没 有 了 灵 魂———杜 威

先生说图书馆活动只有规则，没有科学，的确是有道

理的。研究中国传统目录 学 的 本 质，探 索 并 获 得 文

献社会化管理的内在规律，才能真 正 建 立 起 理 性 的

图书馆 专 业 科 学。否 则，虚 名 过 后 一 切 都 会 失 去

……现代图书馆学原本根 基 不 扎 实，被 技 术 冲 击 替

代后没有了方向，也是自 然 的 事。现 在 书 目 编 制 等

基础工作外包给书商去做，证明专 业 工 作 图 书 馆 人

不去做，不等于社会文献管理活动 的 这 一 块 就 空 白

了……问题在于图书馆人 的 专 业 到 底 是 什 么，一 波

波的技术、概念更替……弄 到 图 书 馆 人 自 己 都 没 有

兴趣研究图书馆学了，这 才 是 可 悲 可 叹 的 事。图 书

馆职业是一门社会职业，需要较长 时 间 的 训 练 形 成

有系统的专门知识且以公共利益为志向。目录学是

图书馆学的一部分，是早期图书馆 学 体 系 中 最 具 亮

点的学问和艺术，每一部能经得起 历 史 考 验 的 作 品

都是长期打磨出来的，其编撰者都 经 过 了 长 期 的 训

练和实践。图书馆学要振兴，首先要守正，其次要创

新。张厚生在当代目录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创新与其

对目录学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和与时俱进的革新品

质密不可分。他对图书馆 事 业 高 度 热 爱，对 图 书 馆

工作满腔热情，在实践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精益求精

地做好工作，并且积极地 进 行 研 究 与 探 讨。张 厚 生

在目录学领域取得了系列重要成 果，尤 其 是 在 专 题

目录领域留下了重要的著述，为我 国 当 代 目 录 学 研

究和目录工作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５　张厚生与“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
从１９８３年至今已举办过六届全国目录学学术

讨论会［１１］，２０２１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

原计划于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第七届目录学学术研讨

会。张厚生生前与前四届研讨会“有关”。第一届参

加了会议 征 文，第 二 届 参 加 了 会 议，第 三 届 宣 读 论

文，第四届作报告。
第一届在辽宁省图书馆举行，主题为“目录工作

如何为四化建设服务和国内外目录学研究现状与发

展趋势”，历史背景为改革开放初期，时间为１９８３年

８月１７日－２２日，４０人参加。研讨会前夕，１９８３年

７月３日张厚生写给倪晓建的信中说：“上回我写信

告诉你的，赶写的目录学文章，内容围绕土建工程文

献目录工 作 方 法 与 书 目 工 作 为 读 者 服 务 为 讨 论 重

点，兼谈及技术科学文 献 源 及 其 利 用 问 题。这 回 这

份几十年前容肇祖写的文章以题目《中 国 目 录 学 大

纲》（注：信中“这回这份”后加上“投稿模仿”更通顺，

１９３４年容肇祖 完 成《中 国 目 录 学 大 纲》编 写），便 鹦

鹉学舌，亦取名《……大 纲》。该 稿 子 已 被 退 回。这

是我出校以来第一次做出有愧于老师和 同 学 的‘成

绩’来，总之替‘目录学研究生’丢了脸。其实辽宁之

行我倒不在乎，侧重出身于‘目录学门第’而 未 做 出

增光添彩的事，使我内心有愧。”“本想夏天辽宁同学

及我们几位老师再聚聚几天的，当然，已不可能。希

望你能告知该会议情 况，以 便 及 时 追 赶 新 形 势。请

代向各位老师同学问好！”
第二届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主题为“书目工作

的性质、作用与其他文献工作的 关 系 和 目 录 学 教 学

问题”，历史背景为计算机发展时期，时间为１９９１年

５月４－６日。据 涵 之《步 入 九 十 年 代 的 中 国 目 录

学———第二次全国目 录 学 学 术 讨 论 会 侧 记》（《图 书

馆》，１９９１年第３期），与会代表３４人，另外６人可能

是会务组工作人员。张厚生参会并合影。
第三届在山西省图书馆举行，主题为“迎接新时

代挑战的目录学”，历史背景为 社 会 信 息 化，时 间 为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０－２３日，３７人参加。张厚生宣读论

文《论目录学和图书馆用户教育》。
第四届在南开 大 学 举 行，主 题 为“‘网 络 信 息 文

化’———新世纪书目 工 作 与 目 录 学 的 发 展”，历 史 背

景为网络化、全 球 化，时 间 为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９－３１
日，４０人参加。张厚生参会，报告的题目是《目录学

教育史料一粟》，展示 了 一 份１９２５年 东 南 大 学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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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讲习班全体学员在梅庵六朝松 下 的 合 影 照 片，这

一史料非常珍贵，立即引 起 与 会 者 的 关 注。张 厚 生

认为“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东南大学举办了图书馆学暑期

学校，开展图书馆学、目录 学 培 训 工 作，为 培 养 我 国

的第一代图书馆学专业人员作出 了 历 史 性 的 贡 献，
在图书馆的教育史上写下了珍贵的一页。”

６　结语

张厚生在《书苑文丛》自 序 中 抒 发 了 职 业 情 怀。

１９８２年１月目录学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开垦新

的书苑园地，办馆办学，在图书馆领域进行开拓性的

工作、教学，以图书馆学、目 录 学 是 致 用 之 学 的 视 角

投身到专业学科的讨论和研究中 去，并 借 助 传 统 目

录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承担科学研究项目，力
求学术上和应用上的传承与出新。在 大 学 开 设“信

息检索与用户培训”课程，创办图 书 情 报 专 业，担 任

图书馆学研究生指导教师。作为图书馆经营运行的

管理员、书苑天地和大众读者之间的联络员、大学生

和研究生的课堂教员等的职业生 涯，使 张 厚 生 成 为

一个名副其实的书苑园 丁。“以 书 为 伴，与 书 结 缘，
跟书打交 道 是 快 乐 的；和 读 者 双 向 交 流 是 互 动、互

惠、互赢的；在书苑里生活、学习、阅读、治学、工作和

从事教学是幸运的［７］（自 序）。”目录学是研究书目工作

的特点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学科，目 录 学 有 着 光 辉

的过去，再铸目录学辉煌 任 重 而 道 远。当 下 目 录 学

研究存在问题与挑战，迫切需要目录学界作出改变，
适应新时期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 政 策 和 环 境，抓 住

目录学发展良好的时代契机，以良 好 的 姿 态 迎 接 未

来的挑战［１２］。回 顾 与 思 考 是 学 科 不 断 深 入 发 展 的

内在动力，继承和发扬目录学致用之道，更好地服务

于社会读书治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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