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4 . 1

总第151期

DOI:10. 13666 / j. cnki. jnlc. 2024. 0111

王重民“北图”提要的整理与研究∗

周余姣

摘　 要　 王重民是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参与了大量古籍善本提要的撰写工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王重民全集》编纂”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以《中国善本书提要》及《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为工

作底本,整理王重民所撰写的 2770 余条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善本提要,即“北图”提要。 文章回顾了王重

民编纂善本书提要的概况,分析了王重民所撰“北图”提要的特点,对此次整理予以总结和研究。 新整

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将有利于读者按收藏单位了解古籍善本之概貌,有助于学者在

此基础上开展更多的个案研究。 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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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号冷庐主人,

河北高阳县人。 王重民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献

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敦煌

学家。 2023 年是王重民先生诞辰 120 周年,目前

《王重民全集》 正在加紧编纂中。 笔者参与了

“《王重民全集》 编纂” 项目中对《中国善本书提

要》及《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中“北图”提要的整

理,形成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的

文本。 整理过程亦是再度深阅读的难得经历,现

对此次整理与阅读做一回顾与总结。

1　 王重民编纂善本提要概况

1947 年 10 月 29 日,王重民在致胡适的信中

对其撰写善本书提要的工作有所回顾:“重民近

十年来,编了国会图书馆的善本一千五百种,北平

图书馆的二千七百二十种,普林斯敦(顿)的一千

种,欧洲的天主教书三百五十种(大致明刻本)。
北大的又将近三百种了” “很希望到死的时候,能
够到一万种明以前刻本书, 这就是我的梦想

了。” [1](485—486) 这是王重民先生对自己编写善本

书提要工作最为完整的叙述,著录“一万种明以

前刻本书”是王重民在壮年之时的梦想。 其撰写

善本书提要的工作历程大体如下。

1. 1　 参与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20 世纪 30 年代,王重民曾参与《续修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的编纂。 据吴舒静统计[2] ,王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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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撰写了 101 篇提要,涉及敦煌卷子、经部、集部、
太平天国文献。 王重民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中所撰写的提要,获得了当时及后人很高的

评价,如罗继祖论“首册作者四人,王式通、王孝

鱼、王重民及江瀚,推王重民所撰最佳,以有敦煌

卷子本乃乾隆时不及见者,令人一新耳目。” [3] 吴

舒静概括其提要特点为“梳理典籍源流脉络,追
本溯源,辨其真伪”等九大方面[2] ,可为定评。

1. 2　 撰写《敦煌古籍叙录》
王重民在巴黎和伦敦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拍

摄敦煌遗书和罕传善本古籍时,也曾写过一些题

记。 在巴黎撰写的部分,后辑录成《巴黎敦煌残

卷叙录》第一辑和第二辑发表;在伦敦撰写的部

分,王重民将其与其他学人所撰写的相关叙录汇

编成《敦煌古籍叙录》,于 1957 年出版。 每一篇

都注明出处或撰写时间,此也是其早期所撰题记

和提要的一部分工作。

1. 3　 编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善本提要

1939 年,王重民受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

任恒慕义( 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
 

—1975)
 

先生邀请,为该馆整理中国古籍善本。 整理期间

王重民开始大量撰写善本提要,并汇编成《美国国

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著录了中国古籍 1622
种。 这一批善本书,据王重民介绍:“美国国会图

书馆收藏我国善本古书计一六二二种之多,内有

宋刻本十种,有宋太祖开宝八年(纪元九七五年)
刻本的雷峰塔所出佛经,元刻本十二种,我学者所

称之金刻本亦在内,明刻本一二二二种,内有印本

七十二种,清初刻本五十八种,多系禁书或明人批

校本,另写本一百廿种,内九种为敦煌写本。” [4]

1947 年,王重民回国之后,曾将所撰提要成果《美

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交付北京大学出

版组出版,并有报纸刊登《美图书馆善本书目北大

承印后两月可出版》的报道。 但受到时局的影响,
此次未能全部出版,原计划的十二册仅印到八册

即终止印行,故只有八册清样一份,现存于北京大

学图书馆[5] 。 该书目后由袁同礼加以校订,于

1957 年在美出版,名之为《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

书录》(A
 

Descriptive
 

Catalog
 

of
 

Rare
 

Chines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已将其影印出版[6] 。

1. 4　 编纂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善本提要

1941 年,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前,为保护

国立北平图书馆运至上海的古籍善本,袁同礼、徐
森玉、王重民、钱存训等人又挑选了 100 箱善本运

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 在 1941 年 2 月 4 日、2
月 6 日、5 月 19 日王重民致胡适的信中,曾提及

如何偷运出关的种种办法,但受条件限制,未能成

功[1](4—6) 。 后由钱存训设法,密运出关。 王重民

在致胡适的信中也称“此次甲库善本之寄来美

国,亦钱存训君出力最大,很有干办才。”[1](264—265)

在王重民所撰写的元刻本《通志》存一百八十六

卷提要中,对此史实亦有所反映,“在抗日战争期

间,为了保证古籍善本书的安全,装箱先运存上

海,因占面积太大,未能全数运出,不克配齐为

憾。” [7](1) “平馆”善本运美的有 2720 余种,王重

民在美为这些善本拍摄缩微胶卷,并撰写提要,这
也是本文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北图”提要。

1. 5　 编纂普林斯顿大学藏善本提要

1945—1946 年间,王重民应普林斯顿大学的

邀请去整理善本,又为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善本

书撰写了 960 种提要[1](471) 。 后经屈万里删订成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

志》,于 1975 年出版。 研究者根据其手稿确认其所

编普林斯顿大学藏善本提要为经部 141 种、史部

212 种、子部 345 种、集部 338 种,总计 1036 种[8] 。

1. 6　 未完之心愿

由上可知,1947 年前,王重民所撰美国国会

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藏善本提

要共计约 5400 余种。 1947 年后,王重民回国在

北京大学开办图书馆学专修科,曾有意继续撰写

中国善本书提要,但后来只撰写了北京大学图书

馆善本提要 600 余种。 1948 年,赵万里、王重民

所编《(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

善本书录》出版,收录北京大学 50 周年纪念会展

览的善本书目,分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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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抄本、小说戏曲、朝鲜刻本、日本刻本等 8 类。
附录有胡适的《水经注版本展览目录》,还有一篇

《图书馆概要》 [9] 。 此外,王重民又零散撰写了北

京图书馆藏善本提要 10 余种。 这是其所撰善本

书提要之总体概况。
王重民一直关注善本书的编目研究,曾在《读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因略谈我国的善本书》 [10]

一文中提出很多建议。 1975 年,王重民先生逝世。
同年,周恩来总理做出了“尽快将中国善本书目录

编制出来”的指示[11] 。 后经刘修业女士整理,王重

民所撰善本书提要以《中国善本书提要》 [12] 之名

于 1983 年出版。 此后刘修业女士又发现部分提

要,编成《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7] ,于 1991 年出

版。 二书在善本书提要后大多标注“北图”“国会”
“北大”,以区分善本之馆藏地。 至此,王重民先生

所撰的全部善本书提要才为世人所知晓。 从 20 世

纪 30 年代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始,王
重民撰写提要 20 余年,虽最后未能完成“一万种

书”之心愿,亦甚为可观。

2　 王重民“北图”提要的基本情况分析

在参与“《王重民全集》编纂”项目的过程中,
笔者所在的团队以《中国善本书提要》和《中国善

本书提要补编》(以下简称《补编》)为底本,筛选出

标以“北图” 的提要,先进行 OCR 文字识别形成

Word 文本,再按原书分类法的类目排列,并进行数

次文字校对,形成《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

录》清稿本,提交至“《王重民全集》编纂”项目组,
将其作为《王重民全集》文献学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出版。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统

计整理出的提要共计 2771 条,其中经部 157 条、史
部 991 条、子部 486 条、集部 1137 条。 现对王重民

所撰“北图”提要做一基本分析。

2. 1　 “北图”提要的善本范围与撰写体例

傅振伦在为《中国善本书提要》所作的序中

对善本书的范畴做了界定,“现在一般所谓善本

书的范畴,包括宋、元、明等朝的刻本,清朝的精刻

本和‘禁书 ,以及一些旧钞本、校本、精钞本或作

者的稿本” [12](傅序) 。 《中国善本书提要》 及 《 补

编》中标“北图”的中国古籍善本,是“善本运美”
中明朝及以前的刻本、稿钞本,即主要来自于国立

北平图书馆的甲库善本,但仍有约 35 种清刻本,
其中著录为“清刻本”的有 2 种,著录为“清初刻

本”的有 16 种,著录为“清顺治间刻本”的 8 种,
著录为“清康熙间刻本”的 8 种,著录为“清嘉庆

刻本”的 1 种。 标以“清初刻本”或“稿钞本”的善

本,也多是王重民进行版本考证后的结果。 如明

李应升撰《落落斋遗集》十卷,1933 年的《国立北

平图书馆善本书目》题为明崇祯刻本,王重民考

证后改题为“清初刻本”。 再如,明高鐈撰《渊颖

集》四卷,《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题为“明刻

本”而置于万历之末,经王重民考证后改题为“清

初刻本”。 部分版本尽管时代较晚,但因其学术

价值较高,亦被收入。 如集部别集类清(附录)
中,收入清嘉庆十一年(1806 年)刻本《平津馆文

稿》二卷,清孙星衍撰。 王重民曾加按语:“按此

本是初印校样。 凡加圈校改之处,皆出属吏手笔,
然后取决孙氏。 凡眉间指示去取之处,皆孙氏笔

也。 如第一篇《拟请复孔子封爵表》,孙氏批云:
‘四六内有《钱武功》一篇,祈以此篇易去,感不可

言。 ” [12](681) 可见,该书尽管时代较晚,但因为是

初印校样,仍被视为善本。
“北图”提要的撰写体例与标注“国会”“北大”

的提要相同,分别是:题名卷数、册数、版本[行款]、
撰人、撰人介绍、刻印存藏源流、评价、钤印、序跋。
遇残本时, 在题名后著录 “残存 X 卷 X 册”。
此外,详细著录序跋也是其体例的一大特点,部分

提要亦收录序跋全文。

2. 2　 “北图”提要的撰写特点

2. 2. 1　 长短不一,详略从权

王重民所撰提要,长短不一,详略从权。 如史

部金石类下元钞本《宝刻丛编》残存二卷的提要

长达 4007 字。 虽该钞本为残本,只存二卷一册,
但王重民经过比较后对其版本价值予以说明:
“余曾持校馆藏明钞本,明钞本九负一胜,盖明钞

本与陆氏本同出一源,原本破损,迻录者有疏有

谨,致两本有负有胜耳。 此本直从宋本出,卷五所

存十六叶,与陆本异者数十条;卷十五所存七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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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千五百字,陆本全阙,不谓为人间瓖宝,安可得

乎?” [7](117—120) 后详录其校记和佚文。 此是王重民

为保留稀见的资料,特辑录校记和佚文。 再如,史
部地理类方志下明嘉靖间刻本《寿昌县志》的提要

也较长,全文 1734 字,因附有《大明永乐十年颁降

修志凡例》一文。 之所以附上这篇凡例,亦是因

为王重民有感于:“今见永乐所颁《凡例》,始恍然

余之反因为果也。 后出志书,固有钞袭《一统志》
之嫌,至其所以千书一律之故,非尽由钞袭,实因

遵守此《凡例》,相习成风,俨然定式矣。 今人之言

方志学者,似犹未注意及此,余故录而出之,俾参

考焉。” [7](98) 其余较长的提要,还有史部地理类总

志下《寰宇通志》提要 1532 字,录御制《寰宇通志》
序文[7](57—58) ;史部政书类法令下《大明律例附解》
提要 1140 字,盖因所附雷梦麟《读律琐言》、杨简

《集解》、应标《释义》、陆柬《管见》四家之说[7](54) 。
短者如史部目录类下元刻明印本《汉书艺文志考

证》十卷[12](215) ,仅著录版本、行款和板框以及撰

人,共 38 字。 由上可知,造成篇幅长短不一的原因

是部分提要收录很长的序跋、题记。 如子部儒家

类下的钞本《盐铁论》 [12](220) 录黄丕烈、顾千里的

题跋,整篇提要共 914 字,当然也有很多提要是偏

于“简目”性质的著录。
2. 2. 2　 犹如著述,不惜气力

尽管其时工作繁重,王重民亦不惜气力,为
撰写提要耗费很多心血,甚至部分提要需花很长

时间、很多精力去考辨。 如对校本《水经注》,在
王重民致胡适的信中提到“上周遇到一部校本

《水经注》,斐云说是蒋光煦临写赵琦美、何义门、
孙潜夫三家的校本,重民审阅之后,定为赵一清

的校本。 因为校《水经》的‘赵、戴 ‘全、赵  两公

案,百年以来,犹在讨论,所以把旧说检阅一次,看
和此校本有无关系。 初拟写三四百字,后来随查

随写,费了七八天的时间,竟写了五六千字。 这是

编善本书目以来,第一篇费气力的提要。” [1](107)

可见其撰写提要犹如著述,不惜气力。 胡适极为

关注《水经注》的研究,王重民亦为胡适核对《水

经注》之版本,因此所费功夫极多。
再如前文所列史部金石类下元钞本《宝刻丛

编》残存二卷,王重民在提要中对残存的卷五、卷
十五的倒叶、补钞状况一一进行了揭示,交代了该

书的递藏、避讳、用纸情况,并对几种版本来源予

以说明,肯定了其学术价值,再对卷五、卷十五做

了校补,录了佚文,倾注心力极多。
2. 2. 3　 穷原竟委,揭示来源

王重民所撰“北图”善本书提要,对钤印一一

予以识别并加以标注,为后人了解“北图”善本来

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如四种科举题名录“《万历

元年云南乡试录》一卷、《万历元年贵州乡试录》
一卷、《万历七年河南乡试录》一卷、《万历七年云

南乡试录》一卷”以及《钦恤录》均有“天一阁”的

钤印。 由此可知,这些均为天一阁旧藏的一部分。
民国期间,天一阁的部分旧藏曾因盗窃案散出,流
落到京沪等古旧书店,国立北平图书馆从这些旧

书店购买了不少天一阁旧藏。 虽然该馆的年度报

告中对这一史实亦有记录,但标明钤印可以更方

便地查考古籍来源。 此外,“北图” 提要中,揭示

钤以“延古堂李氏珍藏” 印的较多,约有 100 种;
揭示钤有“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印的亦不

少,约有 52 种。 诸如此类,通过揭示藏书印使后

人了解藏书的源流,是王重民先生的贡献之一。

3　 王重民“北图”提要体现出的学术态度

与学者性情

3. 1　 “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学术态度

　 　 笔者早年在读王重民的《校雠通义通解》时,
即体会到其“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可贵学术态

度。 王重民为学极为平和,主张对前人之研究须

“敬”且“恕”,几无诋诃前人的不良学术习气。 在

史部政书类军政下明万历间刻本《筹边纂议》残

存七卷提要中,王重民对撰者郑文彬之学作了客

观的评价,其谓“余读其传,又绎其书,殊觉文彬

是一忠实人,肯苦干,其著是书也,一如其做官。
文彬平素读书不多,故不应以鸿博责之,惟其肯忠

实苦干,于当地当时史料,保存不少,遂不失为一

部好著作。 是书不见诸家著录,杨元祥序称凡八

卷,今存卷一至卷七。 [卷六分前后]” [7](40)

王重民对时人之研究保有敬慎的学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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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赵万里(字斐云)自 1928 年起开始为国立北

平图书馆藏善本书撰写提要并陆续发表,1930 年

发表了《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志》 (明别集类),1933
年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35 年,
赵录绰(字孝孟)所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

目续编》出版。 王重民将这些研究成果作为撰写

提要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尊重时人已有研究的同

时,又对部分内容提出疑问并重新进行考证。 如,
赵万里作为王国维的弟子曾整理王国维遗著,但
史部政书类职官下的明正德间刻本《大唐六典》
三十卷为王国维手校,却未被收入。 王重民经考

订称该刻本“卷内有:‘吴郡赵颐光家史志 ‘蒋印

士弘 ‘静安 ‘王国维  等印记。 先生已著其要于

《庚辛之间读书记》中。 此本尚有题记数则,可与

《读书记》互相发明,斐云何以不编入《观堂别集》
内?” [7](33—34) 并于其后转录 9 条王国维的题跋。
这对补充整理王国维遗著无疑是有帮助的。

王重民还对赵万里所编书目疏于考察的地

方进行了补充考证,并提出合理质疑。 如赵万里

对集部别集类明下明崇祯间印本《西楼全集》十

八卷著录为“重刻”,王重民疑其并非重刻,并提

出三个疑点,然后称:“余因是疑庆寀在江南,仅
刻《诗选》二卷,而遣人就西楼依旧版改刻尔缵一

行,刷印若干部,诡称在江南重刻,意在制造一部

新羔雁,以为个人与子孙交接官吏缙绅之阶。 明

季士风败丧之余,出此败门德之事,不仅一庆寀

也。 而后之编书目者,偶一不察,辄为所诳;斐云

所编善本书目,正其例也。” [12](659—660) 王重民与赵

万里亦常就编善本书目的问题讨论,通过互相指

谬完善编目工作。
王重民对古籍编目中因疏漏而产生的错误,

经考证后一一指出并纠正。 如在《遯庵诗集》 十

卷《遯庵骈语》五卷《续骈语》二卷提要中,王重民

考证了该书版本后认为不应是《国立北平图书馆

善本书目》著录的明刻本,而应是清刻本。 该条

提要写道:“《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①题为‘万历

刻本 ,殊疎忽! 余方考高鐈《渊颖集》为刻于清

顺治八年以后,而《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题为明

刻;是集首叶“校”字作“较”,若果为万历所刻,亦
必有故,凡此目录学上常识,万万不应轻易放过,
纵不暇检原书, 亦必求其他故, 方能减少差

误。” [12](662) 在集部别集类明下清初刻本 《渊颖

集》四卷提要中,王重民考证了该书版本后同样

认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的著录有误,提
要写道:“卷二《芦中诗》之末《除夕悲歌》,首记甲

申亡国事,卷三《依云诗》 皆顺治初五年间中所

作,或游抱阳,或居白洋淀侧,盖即《县志》所谓从

孙奇逢游时也。 卷四《浮家》为南游吴、越所作,
时当顺治七、八年矣!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漫

题曰 ‘ 明 刻 本 , 而 置 于 万 历 之 末, 殊 为

疏忽!” [12](678)

王重民还对他人之编著提出可供完善的建

议。 在史部传记类别传下明崇祯间刻本《杨大洪

先生忠烈实录》二卷提要中,他曾提及“按《千顷

堂书目》卷十云:‘《杨忠烈实录》德安知府胡□为

杨涟作 ,不著卷数,且空继先名,当由未见。 近人

谢国桢撰《晚明史籍考》亦未著刻本,盖亦未见。
检陶湘《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亦失载,可见传

本之罕觏。 然余十余年间共见三本,则传本并不

少。 余所见别本多崇祯元年李长庚序及周嘉谟

《表忠歌》。 是书卷一载涟奏疏及狱中絶笔等作,
卷二则其子鸣冤揭也。” [7](21) 这里为前人黄虞稷、
陶湘及时人谢国桢之著录进行补缺。 谢国桢为王

重民之同事兼好友,在为《中国善本书提要》所作

的序中亦提及王重民对其纠误一事:“《美国国会

图书馆书录》……所著的提要,引经据典,叙述很

有分量。 书中也提及贱名,纠正我所写《晚明史

籍考》中的错误,实在为之感愧。” [12](谢序) 在钞本

《顺天府志》残存二卷提要中,王重民在检核《永

乐大典目录》及《永乐大典》天字韵后,也对缪荃

孙《艺风堂藏书记》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纠偏:“缪

本殆未记所引卷数欤?” “缪氏欲专指为某书,未
免多事。” “缪氏以《大典》 原文为《洪武北平图

经》或《永乐顺天府志》为一误,以洪武为永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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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误。” [7](59) 王重民如此做,是“为读者醒目”故。
诸如此类,古籍编目中不免有各种疏漏和错

误。 前人开拓,后人为之弥缝,也是应有之理。 如

杨殿珣在序中言,“《四库提要》中不著事迹之著

者,有三则依据各书,多为补缺。” [12](杨序) 王重民

涉猎广泛,常据地方志补缺失的著者事略。

3. 2　 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学者性情

　 　 王重民一生以学术为业,孜孜矻矻,以苦为

乐。 崇尚“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

苦读奋斗的精神,在其所写的提要中,亦有部分

提要以强烈的感情色彩表达了此种态度。
如在子部杂家类杂编及其他下的明天启间

刻本《醉古堂剑扫》十二卷提要中,王重民称:“按

是编杂辑古今格言,分为醒、情、峭、灵、素、景、韻、
奇、绮、豪、法、倩十二部,观此命题,可知其概。 其

所取材,上自《史》 《汉》,下至《闲情小品》 《小窗

五纪》,凡五十种,则又知其内容,当更下《小窗》
《闲情》一等。 卷端参阅姓氏,列陈继儒、何伟然、
吴从先等八十四人,可谓一部‘明季无聊人谱 !
士风至此,国社焉得不亡! 卷背书估标价二百元,
今人宝爱此类无聊书至此,人生又那能走上正

道? 余簿录至此,有深慨焉。” [12](350) 王重民痛批

该书“无聊”,不仅痛惜明末学风不正致使有亡国

之痛,亦对今人推崇喜爱此无聊书表达了愤慨。
另在集部别集类明下有万历间刻本《小詹子

尺牍》二卷,原题“新都詹万善长卿著”。 王重民

在提要中云:“按周继序:万善以邑茂才得减赀入

太学,此尺牍即刻于读书南雍时也。 余尝谓明人

不务实学,即尺牍亦无非肤泛语;盖其流于肤泛

也,而明人益欲为之。 长卿一太学生耳,便交接气

类如此,尚何暇伏案读书耶?” [12](650) 王重民在此

再次痛惜青年士子读书态度不端,在本该认真读

书时却写肤浅无聊之书,学风颓废。
此外,王重民对为学疑惑之处,也有着一探

究竟的急切。 在明钞本《黄杨集》六卷提要中,王
重民称“按傅沅叔先生《藏园群书题记》 卷五有

《校黄杨集跋》,曾用此本以校世行三卷本,得多

诗文二百十四首,并云:‘各卷题目相同者,而字

句往往大异。  疑为沅叔先生校是书时,命校官用

三卷本所校。 相隔数万里, 恨不能一询其然

否?” [12](546) 王重民通过其好友孙楷第,与傅增湘

结有师生之谊,曾请傅增湘为其所辑的《日本访

书志补》题签,并过录傅增湘的《郘亭知见传本书

目》中的批语[13] 。 在编目中遇到问题,虽相隔万

里,仍想到要向傅增湘先生“一询其然否”,可见

其对学术研究审慎的态度。

4　 结语

傅振伦、杨殿珣在其所作序中均认为《中国

善本书提要》及《补编》做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

流”,是极有参考价值的善本书录。 20 世纪 90 年

代,在《中国古籍总目》的编制过程中,王重民在

古籍编目上的成就屡被提及。 如王绍曾提及:
“我最钦佩的是王重民先生。 他既是通才,又是

专家,更精通目录版本之学。” [14] 王重民之所以取

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其在各大图书馆,如国立北平

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

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读万种书”的工作经历和

学术经历有关。 《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中

标注“北图”的这批甲库善本书,后被运至我国台

湾地区存藏,现大陆地区的学者可依据王重民当

年在美所拍的缩微复制胶卷以及所撰的这些提

要,窥见这批书之大体情况。 笔者通过参与整理

王重民先生所撰的“北图”提要,一方面了解了这

批善本书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再次感受到了王

重民先生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 刘修业为王重民

所编之《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将多个单位

收藏的同一书之提要纂集在一起,有利于读者对

多个版本的善本进行对比研究,还可与《中国古

籍善本总目》参看。 笔者所在的团队按收藏单位

“北图”,将王重民所撰写的提要加以编纂,且将

正编、补编合二为一,形成《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中

国善本书录》,有利于读者了解收藏单位古籍善

本之概貌,亦有助于学者开展更多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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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城市图书馆委员会(ULC)
发布 2023 年图书馆洞察调研报告

　 　 2023 年 12 月 13 日,北美城市图书馆委员会发布 2023 年图书馆洞察调研报告,该报告统计了 98 个

成员图书馆在 2019 年及 2022 年的服务和运营数据,旨在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图书馆运行的影响。 报

告显示:
•2019 年平均到馆读者及注册用户数分别为 286. 46 万人次、43. 48 万人次,2022 年为 158. 77 万人

次、41. 99 万人次,分别下降 45%、3%。
•2019 年数字资源平均使用量为 182. 50 万,2022 年为 237. 98 万,上升 30%。
•2019 年共策划活动 1. 98 万场次,2022 年为 0. 57 万场次,下降 71%;2019 年活动参与人数达 26. 5

万人次,2022 年为 11. 11 万人次,下降 58%。
•2019 年馆均年度预算 4200. 63 万美元,2022 年为 4444. 60 万美元,较 2019 年上升 8%。
•2019 年馆均全职工作人员 358. 5 人,2022 年为 343. 9 人,下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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