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參加北京大學等召開劉國鈞先生百年
誕辰學術研討會紀要 

黃淵泉 國家圖書館研究組兼編目組主任

  北京大學信息管理系（原圖書館學系）與南京大學信息管理系（原圖書
館學系）、甘肅省圖書館為紀念中國圖書館界耆宿劉國鈞教授百年冥誕，在
北京大學聯合主辦「劉國鈞先生百年誕辰學術研討會」，自1999年11月15日
至16日為期2天，會後參觀1天。邀請海內外嘉賓30位，特邀圖書館界代表18
位及劉先生門生故舊與會。代表臺灣圖書館界應邀出席者有旅美前臺大圖書
館系主任賴永祥教授、臺大圖書館林光美副館長及筆者。 
這次研討會的籌備工作，自一年半以前即已開始進行，會議前曾廣邀劉國鈞
教授門生故舊，撰寫論文。1999年9月15日截稿，共收到論文70餘篇，輯為
《一代宗師：紀念劉國鈞先生百年誕辰學術論文集》，由北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9年11月15日出版，全書528面，由收到70餘篇論文中，擇要登載55篇，餘
20篇僅載摘要。 
  研討會議共4天，11月14日報到，11月15日上午在光華樓報告廳舉行開幕
式及大會發言，下午改到勺園七號樓進行分組討論。11月16日上午繼續分組
討論，下午則再回光華樓進行大會交流分組報告及閉幕式。11月17日的會後
組織參觀北京南郊，大興縣北京印刷學院的中國印刷博物館。 
  這次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是紀念劉國鈞先生百年誕辰，當然以劉國鈞先生
學述為主。本文擬先簡述劉國鈞先生的生平。 
  劉國鈞先生字衡如，1899年11月15日生於江蘇南京，1980年6月27日在北
京逝世。享年82歲。劉先生1920年金陵大學文學院畢業，即留大學圖書館工
作，旋即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哲學系，兼習圖書館學，獲哲學博士。1925年
回國任金陵大學圖書館主任兼文學院教授。開始致力於分類法研究，1928年
並在該校開設圖書館課程。翌年編制完成《中國圖書分類法》，首先在金陵
大學圖書館試用，然後推及北京圖書館，普及全國，至今仍為臺港澳各地圖
書館所沿用。 
  1929年至1930年劉先生改任北平圖書館編纂部主任，並任《圖書館學季
刊》編輯，獲選為中華圖書館協會執行委員。1930年回金陵大學任圖書館館
長，文學院長，出版《中文圖書編目條例草案》，北平圖書館、國立中央圖
書館、金陵大學圖書館、河南省圖書館等均採用此條例。抗日戰爭期間，劉
先生主研哲學，1943年任國立西北圖書館籌委會主任。後擔任首任館長。
1951年劉先生開始至北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任教，並兼北京圖書館顧問，1958
年起任北大圖書館系系主任、北大學術委員會委員、北京圖書館研究員、從
事於中國書史的研究。文革期間，劉先生雖遭受長期迫害，仍研究不輟，繼
續發表一系列重要論著。1975年發表文章介紹〈馬爾克計畫簡介〉，首先將
西方MARC譯介到中國，為中國圖書館自動化打下基礎。1979年獲選為中國
圖書館學會名譽理事，編譯委員會顧問、分類法編譯委員會顧問。綜觀劉先
生50多年的教學與研究，碩果累累，成績卓著，成為中國圖書館學界一代宗
師。 
  本次大會11月15日上午在北大光華樓報告廳舉行開幕式，由三位主辦單
位代表主持，即北大信息管理系吳慰慈主任、甘肅省圖書館潘寅生館長、南
京大學信息管理系黃奇主任。三位主持人分別致開幕詞後，敦請三位貴賓發
言，依序是文化部社會文化圖書館司周小璞副司長、前國立臺灣大學圖書館
系系主任賴永祥教授、劉國鈞先生次子劉家祺醫師。周副司長為劉先生門
生，賴教授述說增訂劉先生的《中國圖書分類法》歷程，劉醫師追述劉先生
的庭訓，均真情感人。然後全體與會人士移師北大圖書館東門拍攝合影。再
回光華樓繼續大會發言議程。由吳慰慈主任講述〈桃李無言，高山仰止：劉
國鈞先生學述〉，程煥文館長講〈北劉南社，世紀大師：論劉國鈞先生在20
世紀中國圖書館學術史上的歷史地位〉。 



  11月15日下午和16日上午在勺園展開分組討論，A組討論主題包括圖書
館學理論、圖書館教育、中國書史、古籍整理。B組包括圖書分類法研究、
圖書館目錄、圖書館自動化。筆者和賴教授、林光美副館長都選擇B組參加
研討。其分組討論方式並未照論文宣讀，而僅就討論子題，發表自己見解。
除圍繞談論劉先生學述外，亦就目前中外圖書館界理論與實務交換意見。筆
者略就《中國圖書分類法》在臺灣圖書館界使用情形提出報告。16日下午仍
回光華樓報告廳舉行大會交流，由分組代表報告兩組討論的結論，然後大會
綜合討論，與會人士均認為，應秉承劉國鈞先生始終堅持圖書館學理論研
究，及時掌握世界圖書館事業及現代化技術發展趨勢，維持嚴謹求實的科學
態度、獨立思考，重視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培養，提高其思想素質與專業技
能。使圖書館事業、圖書館學研究，更加有效地發揮服務社會的職能。 
  最後，由吳慰慈主任和林光美副館長聯合主持閉幕式。與會人士發言熱
烈。北京大學郝斌副校長，候任之院士等學術大老均參與會議。賴永祥教授
在致辭時，亦稍透露《中國圖書分類法》（以下簡稱《賴氏表》）將來與本
館合作的方向，獲得全體與會人士的肯定。因劉國鈞先生的中國圖書分類法
在中國境內幾乎已被中國圖書館分類法取代。而反而在臺港澳圖書館界發揚
光大。《賴氏表》未來發展，可說是紀念劉國鈞百年誕辰學術研討會最有意
義的獻禮。 
  11月17日會後展開參觀行程，搭乘兩輛遊覽車赴北京南郊大興縣黃村、
北京印刷學院的中國印刷博物館。按中國印刷博物館經4年的籌建，於1996
年6月1日開幕。由中港澳臺四地有關人士和單位集資建成，佔地5,500平方公
尺。全館分源頭古代館、近現代印刷館和新技術裝備館。在近現代印刷館
中，設有證券印刷和郵票印刷兩種專題展及港澳臺印刷展。各展廳透過大量
的實物、圖片和文字說明，再現了中國印刷術起源、發現和發展的全部歷
史。參觀後，由郝副校長與賴永祥教授代表中臺兩地與會人士揮毫留念，獲
得大家熱烈讚美的掌聲。下午返回北京及與會人士賦歸，此次學術研討會乃
告結束。 
  11月18日筆者隨賴永祥教授由北大信息管理系張涵教授陪同參訪中國國
家圖書館，拜會了孫蓓欣副館長，並參觀善本室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此套四
庫全書比臺北故宮的文淵閣四庫全書更完整，因為它的書櫃仍是七閣原裝。
接著參觀該館編目組，就兩個國家圖書館的編目作業做了訪談比較。同樣承
受編製國家書目的重大責任，兩館的編目業務經費還算充裕，但該館的人力
顯然比較豐沛。惟新書預編（CIP）因屬新聞出版署版本圖書館的作業，對
該國圖的編目作業參考幫助不大。 
  隨後又參觀了位於國子監街的首都圖書館，該館目前設於前清國子監
內。藏有不少古籍，因此該館設泮水文化服務中心印製發行古籍複製本。據
聞該館不久可能轉型為市立兒童圖書館，並搬離原址。未來走向不是很明
確。 
  11月19日與賴永祥教授、林光美副館長再度拜訪北大圖書館，由戴龍基
館長帶領參觀各閱覽室外，共登東北角陽臺，眺望不遠處未名湖畔的水塔，
水塔、未名湖與圖書館三處構成「一塔湖圖」的有趣畫面。該館新館向東發
展，與舊館總面積達51,000平方公尺，號稱亞洲最大的大學圖書館。外表唐
式建築，設備新穎。該館人力充沛，由電梯均配有服務小姐可見一斑。 
  11月20日至清華大學圖書館參觀，因是週六，館員辦公室均未上班，只
能進閱覽室參觀。據陪同前往的北大蕭東發教授言，該館新館與舊館銜接而
建。無論建築風格、傢俱設備均相當協調，評價很高。從該館參考諮詢台取
得的讀者參考資料，可看出該館將自建或引進的資料數據庫都做了詳細的使
用說明，大致可分為三類，即A專題資料指南、B光盤數據庫指南及C信息服
務指南。A類指南介紹該館收藏的化學化工、經濟管理⋯⋯各學科專題目
錄。B類指南介紹文摘索引數據庫、全文數據庫及參考工具書、清大中國學
術期刊（光盤版）數據庫⋯⋯等。C類指南則介紹科技查新諮詢服務，館際
互借服務，國際、國內聯機檢索。這些讀者參考資料指導讀者使用資料，助
益相當大。 
  與賴永祥教授洽商修訂《中國圖書分類法》事宜，實為筆者此次北京之
行的主要目的。在北京停留近一週期間，日夜與賴師相處，開會參觀之餘，
曾就修訂方向，參考資料、檢索功能、編製索引、將來電腦建檔技術、授權



出版時程，均有多所討論。蒙賴師首肯，加速完成第8版修訂工作。預定
2000年5-6月以前將修訂稿寄回國內出版，並答允儘可能提早。筆者得到賴師
親自承諾，倍覺欣慰，也益增對賴師學者風範的景仰，這項好消息定亦為臺
灣圖書館界所樂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