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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编纂«图书馆指南»、杨照悊译«图书馆学指南»等,
这其中梁启超的影响不可忽视.

中国图书分类编目问题,是近代新图书馆事业

首要解决的问题.１９２０年,杨照悊在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图书馆学讲习会呼吁对此问题加强研究.１９２４
年,查修、沈祖荣、胡庆生等在«新教育»发文讨论中

文书籍编目问题,戴志骞在北京图书馆协会上发表

演讲«图书分类法几条原则的商榷»等.１９２５年中

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梁启超提出“图书馆学里头主

要的条理是分类和编目”,指出呆分经史子集,穷屈

不适用和勉强比附«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危害,需要

建设适合中国的、科学的、涵盖古今书籍性质的图书

分类法,并亲任图书分类组主任.１９２５年１２月,梁
启超在给李仲揆、袁同礼的信中,指出“鄙意宜自创

中国之分类十进法,不能应用杜威原类,强驭中国书

籍”[５３].自此之后,中文书籍分类编目问题,成为图

书馆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首要问题,«图书馆学季刊»
«文华图书科季刊»«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纷纷发表

译介和研究文章.其中,沈丹泥、刘国钧、章新民、杜
定友等人及早关注并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相关的

译述文献,如１９２６年沈丹泥译«图书分类原理»,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章新民译«图书分类规则»«图书分类

法的理论»等.刘国钧则对中国图书分类问题展开

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相继发表了«四库分类法之研

究»(１９２６年)、«中国现在图书分类法之问题»(１９２７
年)、«图书分类的初步»«图书目录略说»«薛尔图书

分类法手鉴»(１９２８年)、«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
(１９２９年)等论文.刘国钧在此领域的研究,一直持

续到建国初期,取得了重大成果.
历史人物真正不朽的价值,在于其事业和精神

能转化为后人的知识和力量,能为后来一代又一代

人从新的现实需求中去汲取丰厚的历史营养,能对

社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深远影响.作为近代中国少

有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梁启超的思想、学术对后

人的影响是巨大和久远的,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和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影响也是既深且远的.

２０１９年适逢梁启超逝世９０周年和国家图书馆建馆

１１０周年,谨以此文缅怀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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