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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邓衍林是我国“第二代图书馆学人”即“文华的一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我国目录学史、图
书馆学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国时期，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学术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时代背景

下，邓衍林编制了其代表性目录著作———《中国边疆图籍录》。 文章从该目录的分类、著录、注释以及对

舆图和多语种书的处理等方面分析该目录的体例，并指出其学术价值：为中国边疆史地和民族学研究

提供资料和线索，继承、发展、完善中国的专科目录编制，对当代边疆目录等专科目录的编制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同时，该目录亦存不足：未标文献来源、失于考订、疏于文献统计。 参考文献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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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衍林（１９０８—１９８０），我国图书馆学家、目
录学家、参考咨询专家，先后在文华图书馆学专

科学校、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研究院等机构接受教育，并在国立北平图书

馆等多所图书馆任职，通常被视为我国“第二代

图书馆学人” （“文华的一代”）的代表性人物之

一。 １９４６ 年，邓衍林工作于联合国秘书处，职位

是“会议事务部制版组中文校对”。 １９５６ 年，邓衍

林携全家冲破阻挠返国服务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学系，被聘为副教授，曾讲授“中文工具书使用

法”课程，还曾任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委

员和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组长，为新中国的

联合目录事业及目录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

衍林回国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三次接见，引起图

８６

·图书馆史研究·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图书馆学史专题研究”（项目编号：１３ＡＺＤ０６６）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中美书缘———钱存训学术思想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Ｍ５９２５９４）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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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界的轰动。 在邓衍林逝世后，地方文献专家

于乃义曾致以挽词一首，题为《桃源忆故人———
悼邓衍林同志》，具体内容是：“西南联大缔交久，
培育天祥诸友。 一别卅年思见，图写边疆手。 亲

承总理开窗牖，善本志乘绎籀。 倚枕寄书琼玖，遽
陨西江宿。” ［１］ 该挽词较好地总结了邓衍林的生

平和贡献。 笔者所撰写的《邓衍林之生平、著述

和贡献》一文［２］ 对其生平和著述予以了详考，总
结了其在我国图书馆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和贡献。
为增进对邓衍林及其著述的研究，本文特选取于

乃义挽词中的“图写边疆”，即邓衍林所编制的

《中国边疆图籍录》进行专题研究，以更好地了解

其对我国边疆史地研究所做的贡献。

１　 《中国边疆图籍录》编纂背景和出版

始末
就我国边疆研究来看，根据社会性质的变化

可以划分出不同的边疆形态：我国古代的边疆形

态，从夏朝开始一直到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前后，是
一种“王朝历史”条件下的边疆形态；而近代的边

疆形态，从 １８４０ 年开始到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是
一种“近代民族国家”的边疆形态；中国现代边疆

形态，即从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建国以后，是一种新型

的社会主义边疆形态［３］ 。 我国边疆学虽未成学，
但学界的相关研究一直未中断，晚清民国时期就

已开展了较多的研究。 学者们通常认为：“关注

边疆、研究边疆是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中国学术

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之前，关注与研究边

疆者大多为社会人士或者学生，而主流学界的研

究人员并不多见。 抗战爆发后，主流学界的传统

史地以及新兴的民族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

之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边疆，并掀起了一轮边

疆研究的热潮。 抗战前后对比，边疆研究之内容

及其重点，从概述性的边地交通、资源、物产与边

疆对外关系转到了边疆史地、民族、社会和语言

为主的边疆学术综合性研究，并直接导致了‘边

政学’理论的提出与构建。 边疆研究的这一转

向，表明其已经从学术的边缘而进入了学术的中

心。” ［４］与之相应地，边疆史地著作大量涌现，如

傅振伦就曾撰有 １９３４ 年的《近三十年来西北边陲

所发现的文化资料》 《西北近几年来考古学上两

大重要发现》、１９３６ 年的《所见南洋侨胞之情况》、

１９３７ 年的《西藏银币考》、１９４１ 年的《哈密三日

记》《苏联人士在吾国西北边疆探险之成绩》等，

主要侧重于边疆考古、边疆方志的研究，并极为注

重边疆文献的整理［５］ 。 而图书馆学家对该领域

的贡献，主要是提供相应的书目以促进边疆史地

和民族学的研究。

在边疆史地研究目录的编纂方面，汧支曾于

１９３１ 年 编 有 《 先 秦 两 汉 地 理 图 籍 考 略 》 ［６］ 。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曾提

及“本年度答复咨询耗时最久者为参谋本部以及

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调查关于边疆图书目录为

最” ［７］ ，可见民国时期政府部门就曾委托国立北

平图书馆编制边疆图书目录，并引起图书馆界之

重视。 １９３３ 年，外交部罗文干部长曾亲自致函袁

同礼，感谢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外交部提供的南沙

群岛地图等资料，作为政府维护领土主权的参

考［８］（３８１－３８３） 。 １９３４ 年，李小缘编制《中国边务书

目》。 １９３５ 年， 何 多 源 发 表 《 海 南 岛 参 考 书

目》 ［９］ ，分“海南岛与日本” “海南岛概论” 等主

题。 １９３６ 年，朱士嘉、陈鸿舜编有《西北图籍———

新疆》 ［１０］等边疆图书目录。 与邓衍林同在国立北

平图书馆工作的年轻馆员，研究地学或历史地理

学的还有王庸和谭其骧①，他们也编有相应的目

录或论著。 １９３６ 年，邓衍林所编的《元太祖成吉

思汗生平史料目录》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是

迄今稀见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目录，此目录也属于边

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西南各省成为抗战救国之

根基，对西南问题的研究成为热点。 经邓衍林等人

９６

·图书馆史研究·

① 谭其骧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的时间是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 年，期间编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 见：谭其骧

 值得怀念的三年图书馆生活［Ｊ］ ．文献，１９８２（４）：２４３－２４７



倡议，１９３８年 ３月 １１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制定了《国
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工作大纲（廿七年度至廿

八年度）》。 该大纲明确表示［８］（５５０－５５３）：采访方面，要
征购西南文献和传拓云南石刻，等等；编目及索引

事项方面，将由邓衍林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和云

南书目，袁同礼、万斯年编辑云南研究参考资料，
等等。 邓衍林所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本拟在

１９３９ 年出版，当时《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已有报

道：“邓衍林，任职国立北平图书馆参考组有年，
素喜搜访吾国边疆图籍文献，费时十载，近成《中
国边疆图籍录》 一书，现由商务印书馆付印中

云” ［１１］ 。 但后因战争影响，邓衍林以为毁于战火。
解放后，南京图书馆存有抄本，但不及全稿的四

分 之 一。 幸 商 务 印 书 馆 仍 存 有 全 稿 清

样［１２］（出版前记） ，遂于 １９５８ 年出版。 后台湾文海出

版社 １９７４ 年出版影印版。 至于邓衍林所负责编

制的另一目录———《云南书目》，现未得见，不知

是否编成。 或其《云南书目》已汇编入《中国边疆

图籍录》，因该目录中涉及云南的书目极多；或早

已取消该书目的编制，原因在于图书馆学家李小

缘 １９３７ 年所编的《云南书目》（排印不完全，发行

３００ 册）收书 ３０００ 余种［１３］ ，以及刘修业所编的

《云南书目》，可谓已着先鞭。 关于图籍的书目，
还有王庸所编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①等。

２　 《中国边疆图籍录》体例

关于《中国边疆图籍录》的性质，正如编者所

言：“这是一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我国边疆资

料的记录性的书目” ［１２］（出版前记） 。 全书总计 ５５ 万

字，参考该书凡例及其内容，其体例大致如下：

２ １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分类

本书既为边疆图籍录，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边

疆区域的划分问题。 其对各民族地区的区划分

类与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图书馆

编印的《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索引》的地域范围和

划分颇相近似，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该书典型的

特征是将蒙古涵括在内，不区分外蒙古与内蒙

古，并保留察哈尔、绥远、西康等地名和类别。
关于《中国边疆图籍录》的分类体系（详见附

录《中国边疆图籍录》分类体系），先依地区，再以

作者时代先后为序，又加入“西夏史料” “契丹及

辽代史料”等专目，总共分为一般论著、边疆舆

图、中国边界关系、西夏史料、契丹及辽代史料、金
源史料、元代史料、明代边墙史料、明倭寇史料、丛
书及期刊、东北资料、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蒙
古资料、察哈尔、绥远、西北资料、陕西、甘肃、宁
夏、青海、古西域资料、新疆、西藏、西康、西南资

料、西南各民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台湾、海
防资料（附江防资料）等 ３５ 大类，用黑体字印刷。
这种分类法，既结合了形式分类，如“一般论著”
“边疆舆图”“丛书及期刊”，又按照朝代分类，如
“西夏史料”“契丹及辽代史料”等；还融合了按地

区和民族分类，如“东北资料” “西南各民族”等，
将多个分类标准涵盖其中。 笔者曾质疑过这种分

类方法［２］ ，原因在于：依照“把同一类事物按不同

属性标准再分类，经过一次划分所形成的一系列

概念就称为子类或下位类（种概念），被划分的类

称为母类或上位类（属概念）” ［１４］ 的观点，诸如

“东北资料”下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下属

类目，其大小类属性区分明显，应予以区别，计入

下级类目。 唐贵劳也认为应将这些下级类目从属

上级类目［１５］ 。 但从邓衍林该书的目次判断，其未

做详细区别，而是设成平行专目。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分类问题：按照一般的

分类原则，应从同位类进行分类，然而在实践中也

存在多种情况。 如邓衍林 １９３６ 年的《中文参考书

举要》（初编）就采用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分类

法，形式上分为书目、类书、字典、期刊、年鉴、会

社、传记等类，其他类则从内容上以刘国钧的《中

国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 又如李小缘的《云南

书目》分类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有学者指出：“可

能令人致疑的是总录下列有两个二级类目：报刊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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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４７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１９５６ 年出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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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与丛书门。 其余都是按照学科内容分类，此按

文献类型，似乎有些不伦不类” ［１６］ 。 总体而言，书
籍分类和知识分类虽有关联，毕竟难以等同，书
籍分类更注重实用性。 《中国边疆图籍录》也采

用了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原则，各大类下，再按

朝代先后设类，舆图一般置于最后。 层级最多的

类是“东北资料”，下分“明、清、民国、附：伪‘满洲

国’政府出版品、东北舆图”５ 类，“民国”下又分

为“丛书、通论、历史、地理、政治、国际关系、经
济、财政、交通、农林、垦殖、矿业、实业、物产”等

类，“国际关系”下又分“东北问题与日本、中日关

系”两小类，分类层级达到 ４ 级。 其余分类层级

多为 ２ 级，较为简单。

２ ２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著录

（１）著录形式

《中国边疆图籍录》著录款目的形式一般为：
书名、卷数、编撰人姓名、版刻、附注其他有关事

项。 有多个名字的文献标“又名”或“参见”，并详

细著录其他名字。 如编者凡例中所提的具有多

个异名的《西域闻见录》，在附注中编者称“西域

闻见录一书，版刻纷繁，书名各异，内容皆大致相

同，计有下列十种” ［１２］（１８５） ，并详列同名书籍。 书

名中诸如“钦定”“御定” “皇朝” “满汉合璧” “精
订附说”“皇明”“丁酉重刊” “御制增订” “汉满”
“最新”“最近调查” “大” “新版” “乾隆” “重修”
“实测”“御笔”等加在文献上的附加题名，用小括

号标注。 部分小括号是补上主语，如“（民众抗日

同盟军）察哈尔抗日实录”。 但在“皇元圣武亲征

录一卷”“元亲征录一卷”“（校正）元圣武亲征录

一卷”等书的版本渊源中，未能做一辨析。 编撰

人姓名详细标注，没有作者信息者标注“不著撰

人名氏”。 该目录中丛书一般详列子目，如“金声

玉振集，五十二种，六十卷”“纪录汇编，一百二十

三种，二百二十七卷” “皇明逸史，十五种，十六

卷”“中国内乱外祸史丛书，三十六册” “辽海丛

书，八十七种，五百零九卷”等丛书，下列子目，极

为详备。 版刻除标年号纪年外，还附有公元纪年，
以便于使用。

（２）著录存佚以及馆藏地

该目录著录存佚，藉备征访。 先著录存本，后
用波浪线隔开，标明“存目”，其亡佚或未见有传

本者悉入存目，并载出处，个别类也未如此办理，
而是混合著录。 罕见的写本、刻本或绘本舆图均

标明馆藏地，以便访求（凡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

之珍本均以∗号标明），其他馆藏地有：日本静嘉

堂文库、天一阁、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平燕京

大学图书馆、北平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南京国

学图书馆、德化李氏木犀轩、瞿氏铁琴铜剑楼、奉
天图书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平西北

科学考察图书馆、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等。
邓衍林在其 １９３６ 年出版的《北平市各图书馆所藏

算学书籍联合目录》中，也标有馆藏地，可见该书

沿袭了此前的做法，有利于使用者按目访求书籍。
（３）著录版本

该目录一般先列单行本，再列丛书本，并详细

著录版本。 个别书籍著录版本极多，如“穆天子

传六卷”著录 ２５ 种版本，“大唐西域记十二卷”１９
种，“松漠纪闻一卷续一卷”１８ 种，“元朝秘史十五

卷”１８ 种，“西京杂记六卷”１７ 种，“西使记一卷”
１６ 种，“长安志二十卷”１５ 种，“元史二百十卷”１４
种，“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 １４ 种，“三辅黄图六

卷”１４ 种，“（钦定）蒙古源流八卷”１３ 种，“平胡录

一卷”１１ 种，“元史纪事本末二十七卷”１０ 种，等
等。 尚未出版但已在印刷中的书籍也有著录。 编

者详列版本，对后人开展相应的版本鉴定极为

有利。

２ ３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注释

如同编者 １９３６ 年所编的《中文参考书举要》
（初编）一样，编者原定的计划是写成提要，并且

包括外文论著，且已写成一部分。 但因在抗日战

争中奔波流徙，只得录为长编，先为付印。 后来，
编者的全部稿片连同外文书卡四千多张在日机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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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宿舍时①不幸被毁。 但在

该目录中，编者加注了多条按语和丛书子目，似
仍可看出编写提要的痕迹。 其所加的按语和注

释极有参考价值，体现在：
（１）说明书籍价值

如在《调查库伦各卡伦奏折并卡伦舆图》②四

册中，编者下注有按语：“按此为宣统三年调查之

俄蒙界线图，从理藩院旧藏档案中散出，今归国

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该校教授孟心史（森）先生著

有考证载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国立北平图书馆

出版之《图书季刊》三卷三期，可资参阅” ［１２］（１４） 。
该小注对该书的来源、馆藏地、研究现状均做了

指示，导引后人开展研究。 又如《湛然居士集》十
四卷③，编者的按语为：“书中多关于蒙古西域诗

文，楚材尝从成吉思汗至西域，恰与长春真人同

时，其诗中与真人唱和者极多，可与西游记④并

重” ［１２］（３６） 。 该小注对书籍的内容、作者、价值都

有所揭示。 诸如此类的注释，颇似简单的提要，有
助于读者了解书籍内容、价值以及作者本人等

情况。
（２）补充说明

在该目录大类“古西域资料”下编者注为：
“清以前关于西域之记述及考证均归入此类，其
关于新疆之著述另见新疆” ［１２］（１７６） 。 此处注释用

以说明编者的分类依据。 也有解释编者为书赋

名的原因，如“拜朱堂西域杂钞，拜朱堂钞本一

册”下注为：“北平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藏，原
书无书名，此据原书内容由该馆增补” ［１２］（１９０） 。 诸

如此类，均详细注明。
（３）纠谬或辨析

小注的作用，有些是用于纠谬，如“回疆通志

十二 卷 ” 的 下 注 曰： “ 书 贾 误 题： 回 疆 全

览” ［１２］（１８７） 。 另外还有用于辨析，如“从征实录”
下注为：“序文前及书签均题《延平王官杨英从征

实录》，按延平王即郑成功” ［１２］（３１１） 。 此类小注，
颇有资考证。

郑樵对目录编制中提要的撰写持“泛释无义

论”，并在其《通志·艺文略》中积极实践。 笔者

赞同郑樵“书有应释有不应释”的观点，不必为每

部书都撰有提要。 邓衍林此编中，对某些著作加

了按语，恰恰与郑樵“书有应释有不应释”的观点

一致。

２ ４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其他特点

（１）关于舆图的处理

历来舆图的著录问题，多为目录学家所重视。
如郑樵就曾痛心“图谱之学不传”。 在《通志·图

谱略》中，他对任宏校兵书附图以及王俭《七志》
中专设“图谱志”予以赞赏，对向、歆父子不能收

图以及阮孝绪“散图而归部录”表示不满［１７］（１１８） 。
在《中国边疆图籍录》中，邓衍林制定了详细的办

法：“所选舆图以有关史地者为限，其府县镇市舆

图概不著录。 绘本舆图均以原图签著录其地图名

称，绘进人姓名及绘制时代，无签注者参考其他记

载补注之，其无可考者阙。 有关史料足资考订者

则于附注中附记之。 每图比例以原图图例所注为

准，例如二十万分之一则简记 １ ∶ ２００ ０００；或每

格画方计里若干。 板框大小则用公尺计算，以公

厘为单位。 各图之特殊装潢形式依原图记录

之。” ［１２］（凡例）编者于所著录的图下，多以小注附注

舆图信息，非常详尽。 例如，编者著录：“《（皇明）
职方地图》三卷，（明）陈祖授编制。 明崇祯九年

（１６３６）刻本∗ 残存三册比例每方格百里或二百

二十里五百里不等板框 ３３ ５×４４ ０ （是图为清代

禁书，所绘除《一统图》《两直隶及十三布政使图》
外，尚有新旧《九边图》《七镇图》十五幅，《严大防

山川图》四幅，《河漕海运图》二幅，《海防图》一，
《日本岛夷入寇图》一，《方仆牧马总辖地图》一，
《朝鲜朔漠安南四域图》各一，及《岛夷图》等。 各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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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其时邓衍林在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就读研究生。
（清库伦掌印大臣）三多编，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钞绘本（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元）耶律楚材撰，《浙西村舍丛书》本。
此处的《西游记》，是长春真人丘处机所撰的《西游记》，而非明代吴承恩所撰的小说《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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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有画方，据凡例云每方百里，边镇每方五百里，
或二百五十里。 各图附表头）” ［１２］（８） 。 诸如此

类，不避繁琐，一一为之注明。
（２）关于多语种书的处理

《中国边疆图籍录》著录了多语种书，尤其是

译书不少。 日文书籍方面，如“《支那疆域沿革略

说》，（日本）重野安绎，河田熊同撰，清光绪二十

八年（１９０２，明治三十六年）东京富山房刻本一

册———清光 绪 末 中 国 舆 地 学 会 铅 印 本 一

册” ［１２］（６） 。 对于其他语种译书，也通常著录英文

或其他语种书名，如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

（法）穆里著（Ｍｕｌｌｉｅ， Ｊ ）（民）冯承钧译民国十九

年（１９３０）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一册（尚志学会

丛书） Ｊｏｓ Ｍｕｌｌｉ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ａｏ Ｄｙｎａｓｔｙ ” ［１２］（２７）。
通过这种方式，著录原书作者、书名等详细信息，以
供查考。 对于少数民族语言书籍，如满文、蒙文书

籍，也多有著录。 满文书籍方面，国立北平图书馆

李德启等人早已编制满文目录多种，为邓衍林提

供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李小缘的《云南书目》也

曾著录英、法、德、日等语种书 ６４０ 余种，可见著录

多语种书已成近代目录的新特点。 但邓衍林所

编的外文卡片在战争中被毁，所以收录不多。

３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学术价值与不足

３ １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学术价值

（１）收录范围极广，为专业学术研究提供了

资料和线索

从地域上说，该目录以全国边疆为范围，包
括边疆区域及各民族地区，凡有关边疆史地资料

及各民族之文献记载，都在编制范围之内；从时

间上说，从所知文献最早时期———汉朝一直收录

到 １９３９ 年（原拟出版年份）以前，著录各种文献

８０００ 种。 如前所述，该书在各朝代年号以及民国

纪年后，用小括号再标以公元纪年，以便查考。 收

录范围的广泛，有利于后人按目查书。 如有学者

凭借该目录的提示，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找

到了乾隆内府抄本的《理藩院则例》 ［１８］ 。 也有部

分学者依据该目录的著录得以考订《西域考古

录》的版本［１９］ 。 该书也因此获得了学界的赞誉，
学者们认为：“集中谈及边疆典籍的，当首推邓衍

林所著的《中国边疆图籍录》。 该书包罗颇丰，其
中北边、东北、西北诸门类内著录的明代边疆图籍

３５０ 余种（各类内间有重出者），均为明代蒙古史

有关的资料” ［２０］ 。 可见，该目录为学术研究提供

了良好的文献资料查找线索。
（２）继承了传统目录的优点，在专科目录编

制上继承并发展

该目录继承了传统目录的优点，如采用互著

形式对一书多名者或著者署别名者予以互见著

录。 对于资料之参考，编者也有所推荐，标曰“参
见”，如在本编中仅择方志中重要之省志著录，对
其他地方志资料编者则提请读者参阅朱士嘉编

《中国地方志综录》，称该目录在方志一途上更为

详备。 从这一点上来说，编者的目的是试图达到

章学诚所说的“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

类求书，因书究学” （《校雠通义·互著第三》）的
学术状态。

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学术日

益分化，专科目录的编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姚

名达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就曾谈及专科目录

的发展：“他如史目起于李唐，金石原于赵宋，时
代愈晚而专科目录愈多。 其始多就现存之书专门

深入；明清以来，则上穷往古，遍考存佚；及乎现

代，更横越东西，分支百学。 数量之富，实质之精，
迥非一般藏书目录所能望其项背矣。” ［２１］ 邓衍林

所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就曾编制了种类各异的

专科目录，如王重民 １９３５ 年所编的《清代文集分

类篇目索引》等。 在前人编撰的基础上，邓衍林

将专科目录扩展到了“边疆图籍”一域，为边疆研

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线索。
邓衍林在校订过程中，修改了关于少数民族

和革命势力的侮辱名称。 但有些官书，如称太平

天国的起义为“粤匪”，把回族起义称为“逆乱”
“回乱”，此外还有“苗匪”“倮匪”“逆犯”，原书书

名如此，不便删改，则保持原样。 这方面坚持了

“名从主人”的原则，是值得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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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运用现代图书馆学的知识，完善目录的

编制

索引是近现代书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
实现便利检索的主要方法。 该书书后附有《书名

索引》《著者索引》《笔画检字表》，用四角号码排

列，极大地便利了研究者。 这些附录部分，占据了

总篇幅的四分之一。 此外，该书还收录了期刊等

近现代出现的文献类型，拓展了文献搜集范围。
总之，该目录的体制颇类似郑樵的《通志·

艺文略》，在著录上“通纪有无”，在提要编写上参

照“书有应释有不应释”的原则。 邓衍林虽未提

及郑樵，但在目录编制上，仍可以寻绎到二人在

目录编制上的相似之处。

３ ２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不足

（１）未标文献来源

邓衍林编成此目，应有其文献来源，但却未

予说明，殊为遗憾。 如 １９１８ 年京师图书馆编成的

《舆图目录》（未刊行），１９３０ 年向达所编《汉唐间

西藏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北平图书馆协

会丛书联合目录委员会所编《北平各图书馆所藏

丛书联合目录》，１９３１ 年谢国桢所编《清开国史料

考》，１９３２ 年李德启所编《满文书籍简明目录》，
１９３３ 年王庸、茅乃文所编《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

目录》、于道泉、李德启所编 《满文书籍联合目

录》、李德启所编《满文书籍联合目录》、国立北平

图书馆所编《舆图版画展览目录》，１９３６ 年朱士

嘉、陈鸿舜所编《西北图籍———新疆》，１９３７ 年王

庸、茅乃文所编《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

录》续编，等等［１０］ ，还有顾颉刚主持的《禹贡》期

刊上刊发的诸多边疆目录，均应是编者所能接触

到并参酌的对象。 对前人的相关成果，应标明文

献出处和来源，才是尊重同侪、方便后人研究的

做法。
（２）失于文献考订

该目录涉及书籍近万种，疏于考订，不免存在

错误。 如该书所著录的“《西夏经义》十三种二十

一卷，（清）何西夏撰，清光绪十四年（１８９８）重印道

光刊本，二十二册。” ［１２］（２０）曾有多名学者指出邓衍

林将何西夏①的《西夏经义》（实为经学书籍）中的

人名误作古代的国名。 另有彭端淑《萃龙山记》仅

三百八十四字，邓衍林也登载在其中［２２］，将文章误

为书籍②。 此外，尚有《西夏始末记》《西夏录》等 ８

种书，为学者指出“以上各书所谓西夏或夏，系指

明玉珍所建夏国，或指今河套宁夏等地之当代边

事，皆与拓拔西夏无涉” ［２３］。 此夏国位于元末蜀

地，与西夏无干，或可多加辨析，此处为人指谬甚

多。 另有学者指出，邓衍林将《平定两金川得胜

图》《平定川郊劳图》列入舆图类，实际上二图并非

地图，而是图画［２４］。 这些都是郑樵所讥刺的“见名

不见书”，未能检核原书而导致的错谬。

此外，“契丹及辽代史料”中“乘轺录一卷”有两

个不同的著者和出处，一为“（宋）路振撰，指海本，说

郛本”［１２］（２２），一为“（宋）路发撰，（郡斋读书志著

录）”［１２］（２３）。 笔者查阅相关书籍，只有（宋）路振所

撰的《乘轺录》，而《郡斋读书志》卷七伪史类所著录

的是：“《乘轺录》，一卷，路振子发撰。 振，大中祥府

初使契丹，撰此书以献”。 可见，编者把同一书误成

两书著录。 似此书名、卷数、时代相同，作者姓名近

似的，应予以细致辨析。 其他错误还有，如把《银川

小志》的作者汪绎辰错成王绎辰［２５］等等。

（３）疏于文献统计

编者自谓该目录所编书籍 ８０００ 种，也有说及

近万种，但遗憾的是，该书每类后并没有尾题以计

数，不知其数确否。 对于目录尾题的研究，学界已

有研究通常认为：“《汉志》中的尾题是由古代文

献的尾题发展而来。 古代文献在全书末或篇章末

往往有统计该书或该篇总字数和总篇章数的文

字，１９７３ 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

书籍即有许多尾题。” ［２６］所谓的“尾题”一般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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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何西夏，四川夔州万县人，名何佩融。 所著有《周易本意》《易经图说》等多种，总名《西夏经义》。 以诸人皆称西

夏先生，则西夏或是其号。
从另一个角度亦可以说，该目录还拓展到了文章篇目的著录，当然这是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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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目录对“每一类”以及本目所收文献篇卷数量

的统计文字，也称为尾数。 笔者曾对宋郑樵《通
志·艺文略》中的分类数目计数以及致误之由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１７］（９６－９９） 。 如果编者在编制书目

时进行每一类文献的统计，并在最后给出总数

字，将能使目录的参考价值更大。 而于编者而言，
编目时随手进行统计，是很方便的。 现在缺失尾

题，为读者研究该书目增加了障碍。 后人再编制

书目时，或可多加注意此问题。
李小缘的《云南书目》编订后，也存在不少错

漏。 “云南省社科学院有鉴于书目的价值，在确

定对原书不作较多变动的原则下，将书目交由文

献研究室作一些必要的校补，正式重印发行。” ［１３］

或将来亦可参照《云南书目》校补例，由相应的研

究人员或机构为《中国边疆图籍录》做一校补工

作，以资利用。

４　 《中国边疆图籍录》之学术影响

邓衍林曾论述书目参考是“一种生产性的劳

动、积流成渠的劳动（由散漫到集中）、细水长流

的劳动（由片段到积累）、科学工作的劳动（由广

泛到专精）” ［２７］ 。 因此主张书目编制应国家化，

由国家来统一组织，有方向、有组织的分工进行。
这也是他后来被任命为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

组组长并矢志于联合目录事业的原因。 邓衍林

编制了多种书目，在目录学上贡献较大。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编制历时 １０ 年，艰苦

备尝，特别是目录编制后期，是在云南躲空袭、跑
警报中完成的。 编者自谓：“缺乏翻检原书的条

件”“整理分类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 ［１２］ 。 虽存

有以上缺憾和错误，但瑕不掩瑜，该目录仍是“查
考我国历代有关边疆图书资料的重要工具

书” ［２８］ ，被誉为“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甚至可以说

是截今为止仅有的一部较为系统的边疆学目录

著作，编辑上的开创性，收录图籍之广泛，实为我

国边疆学、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做了一件好

事” ［２９］ 。 该目录与李小缘的《云南书目》同被评

价为“最有影响力”，并且是“研究边疆问题及民

族历史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３０］ 。 该书出版当年

Ｐ Ｏｌｂｒｉｃｈｔ 就在法国的 《汉学书评》 （Ｒｅｖｕｅ Ｂｉｂ⁃
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 ｄｅ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ｅ）上对其做了推介［３１］ 。 美

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１９０７—
１９９１）曾在其研究中说到：“欧文·拉铁摩尔的

《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一书，仍然是所有研究亚

洲腹地学者的基本读物。 最易看到的赛诺所编

《中部欧亚大陆研究》是一部列举欧洲文著作的

总书目，但其中有关 １８００—１８６２ 年清朝亚洲腹地

的著作很少。 中文著作书目有邓衍林编的《中国

边疆图籍录》。” ［３２］ 可见该目录在国际汉学界也

引起了关注。 李永明借此曾经论及费正清的汉学

研究：“费氏提供的两部书目著作中还有邓衍林

的《中国边疆图籍录》，这种书目介绍中又包含着

书目著作的介绍，多少含有引文追溯法的色彩。
所提供的文献线索无疑被拓宽了。” ［３３］ １９６２ 年，
袁同礼在美国编成《新疆研究文献目录》，应与此

前朱士嘉、陈鸿舜、王庸、邓衍林等人所整理的边

疆研究资料有关。 总之，该书在边疆地理研究方

面，提供了重要的查找线索［３４］ 。
专门之学，不可无专门目录之书。 除《云南

书目》外，李小缘还曾编制过多种边疆书目，如
《蒙古书目》 《新疆书目》 《西藏书目》 《黔书目》
等，可惜都没有编成。 当代的边疆书目编制，仍然

不少，如新疆大学图书馆所编的《新疆大学图书

馆藏古籍书目第 ２ 辑》中的《新疆资料书目二编

西北边疆资料书目一编地方志书目》 ［３５］ 。 当需要

查考资料时，目录的巨大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我

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沈固朝（也从事中国边

疆史地之南海部分的研究）在承担海南中越北部

湾海疆谈判的课题时就深有体会。 最初有关这一

问题的调查记录只有寥寥数张纸，必须借助边疆

目录方能凑其功。 为此目录学家彭斐章才说：
“如果没有《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 《中国边疆

图籍录》等一批目录工具，要从文献的汪洋大海

中淘取出十几万字恐怕是天方夜谭。” ［３６］ 就钓鱼

岛等边疆问题，国家图书馆编辑了多种书目著作，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２０１５ 年的《文献为证：钓鱼岛

图籍录》 ［３７］ 、２０１６ 年的《南海诸岛图籍录》 ［３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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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籍录“以录存书”，方便时人或后人“因书

就学”，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提供了文献的依据，

有着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再

去回看邓衍林的《中国边疆图籍录》，才能感受到

先驱者在编制边疆史地目录上所具有的开创性

意义。 ２０１８ 年是邓衍林先生诞辰 １１０ 周年，特撰

此文以纪念。

附录：《中国边疆图籍录》分类体系

１ 一般论著 晋、唐、宋、元、明、清、民国、附外

交史料

２ 边疆舆图 宋、明、清、民国

３ 中国边界关系 中朝边界、中朝边界舆图、
中俄边界、中俄边界舆图、中缅边界、中缅边界舆

图、中越边界、中越边界舆图

４ 西夏史料 宋、明、清、民国

５ 契丹及辽代史料 五代、宋、辽、金、元、明、

清、民国

６ 金源史料 宋、元、明、清、民国

７ 元代史料 元、明、清、民国

８ 明代边墙史料 明、明九边舆图

９ 明倭寇史料 明、清、民国

１０ 丛书及期刊 （通论、东北、蒙藏、西北、西
南）

１１ 东北资料 明、清、民国｛丛书、通论、历史、

地理、政治、国际关系（东北问题与日本、中日关

系）、经济、财政、交通、农林、垦殖、矿业、实业、物

产｝、附：伪“满洲国”政府出版品、东北舆图

１２ 辽宁 明、清、民国、辽宁舆图

１３ 吉林 宋、金、清、民国、吉林舆图

１４ 黑龙江 清、民国、黑龙江舆图

１５ 热河 明、清、民国、热河舆图

１６ 蒙古资料 汉、隋、唐、宋、金、元、明、清、民

国、蒙古舆图

１７ 察哈尔 明、清、民国、察哈尔舆图

１８ 绥远 明、清、民国、绥远舆图

１９西北资料 晋、唐、宋、元、明、清、民国、西

北全图

２０ 陕西 汉、晋、后魏、唐、宋、金、元、明、清、
民国、陕西舆图

２１ 甘肃 汉、晋、北凉、唐、宋、金、元、明、清、
民国、甘肃舆图

２２ 宁夏 明、清、民国、宁夏舆图

２３ 青海 清、民国、青海舆图

２４ 古西域资料 汉、晋、唐、宋、元、明、清、
民国

２５ 新疆 宋、元、明、清、民国、新疆舆图

２６ 西藏 清、民国、西藏舆图

２７ 西康 明、清、民国、西康舆图

２８ 西南资料 汉、魏、晋、唐、宋、明、清、民国、
西南舆图

２９ 西南各民族 三国、唐、宋、元、明、清、民
国、舆图

３０ 云南 汉、晋、唐、宋、元、明、清、民国、云南

舆图

３１ 贵州 宋、明、清、民国、贵州舆图

３２ 广西 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广西

舆图

３３ 四川 汉、晋、隋、唐、五代、宋、元、明、清、
民国、四川舆图

３４ 台湾 明、清、民国、台湾舆图

３５ 海防资料 宋、元、明、清、民国、海防舆图、
附：江防（宋、元、明、清、附：江防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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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Ｍ］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９ 何多源．海南岛参考书目［ Ｊ］ ．广州大学图书

馆季刊，１９３５（２ ／ ３）：１８６－２０２．
１０ 全根先，陈荔京．民国时期国家图书馆目录

学论著编年［Ｊ］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３（３）：
１０２－１１２．

１１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消息［ Ｊ］ ．中华图书馆

协会会报，１９３９（６）：１２．
１２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Ｍ］ ．北京：商务印

书馆，１９５８．
１３ 王樵．李小缘和《云南书目》［ Ｊ］ ．云南社会科

学，１９８８（２）：９２－９５．
１４ 于清文，李振中．简明信息词典［Ｍ］ ．北京：经

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２２．
１５ 唐贵劳．巧用书目指南［Ｍ］ ．郑州：河南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２：２１９．
１６ 徐有富．试论《云南书目》［ Ｊ］ ．大学图书馆学

报，２０１０（４）：１１９－１２４．
１７ 周余姣．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Ｍ］ ．济

南：齐鲁书社，２０１５．
１８ 赵云田．清代西藏史研究［Ｍ］ ．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９８．
１９ 司艳华．俞浩及《西域考古录》研究［Ｄ］ ．乌鲁

木齐：新疆师范大学，２０１２：７－８．
２０ 王雄，薄音湖． 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述略

［Ｇ］ ／ ／ 张建华，薄音湖．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文化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１４－２２２．

２１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Ｍ］ ．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６９．
２２ 王绍曾，杜泽逊．我们是怎样编纂《清史稿艺

文志拾遗》的［Ｇ］ ／ ／ 杨牧之．古籍整理与出版

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南京：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８：５１９－５３２．

２３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 ［Ｍ］ ．成都：四川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３７９．
２４ 蓝勇．从“备边图”到“界务图”的嬗变：中国

西南历代边舆图编绘思考［ Ｊ］ ．思想战线，
２０１５（５）：４６－５２．

２５ 陈健玲．《（乾隆）银川小志》述评［Ｊ］ ．宁夏社

会科学，２００３（６）：９４－９５．
２６ 来新夏，柯平．目录学读本［Ｍ］ ．上海：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７０．
２７ 皮高品，编；邓衍林，讲．图书分类法 ／ 参考工

作与基本参考书［Ｍ］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２０１３：１５．
２８ 王明根，等．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Ｍ］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７３．
２９ 林荣贵．《中国边疆图籍录》简介［ Ｊ］ ．中国边

疆史地研究，１９８９（６）：４０．
３０ 包和平．我国古代汉文民族文献书目概述

［Ｊ］ ．图书与情报，２００２（３）：２６－２７．
３１ Ｐ．Ｏｌｂｒｉｃｈｔ． Ｒｅｖｉｅｗ：Ｃｈｕｎｇ－ｋｕｏＰｉｅｎ－ｃｈｉａｎｇｔｕ－

ｃｈｉ ｌｕ ｂｙ Ｔｅｎｇ Ｙｅｎ － ｌｉｎ ［ Ｊ ］ ． Ｒｅｖｕｅ Ｂｉｂ⁃
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 ｄｅ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ｅ， １９５８（４）：２９－３０．

３２ （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Ｍ］ ．陆惠

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６４３．
３３ 李永明．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谈美国

汉学家费正清的书目提要［ Ｊ］ ．图书馆论坛，
１９９３（６）：７８－８０．

３４ 吴浩坤．如何查考中国古代的人名地名［ Ｊ］ ．
历史教学问题，１９８２（４）：６１－６２．

３５ 新疆大学图书馆．新疆大学图书馆藏古籍书

目第 ２ 辑 新疆资料书目二编 西北边疆资料

书目一编 地方志书目．未出版．１９８５．
３６ 目录学不“冷门”很致用［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１

－ ２４］ ．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１ ／ ０５３１ ／ ０１ ／ ７５
ＢＬＢＵＫＤ０００１４ＡＥＤ．ｈｔｍｌ．

３７ 国家图书馆中国边疆文献研究中心．文献为

证：钓鱼岛图籍录［Ｍ］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２０１５．
３８ 国家图书馆中国边疆文献研究中心．南海诸岛

图籍录［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６．

（周余姣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３

７７

·图书馆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