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许振东的图书馆学术贡献

平保兴

摘　 要　 许振东是我国 ２０ 世纪重要的图书馆学家。 民国时期，他重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涉及图

书馆学理论、特种图书馆、图书流通、图书编目、图书典藏、图书借阅、书目索引等内容，他的“藉便读者”
“三化七法”“图书交换法”“洋为中用”“注重调研”“促进学术”等思想是对图书馆学术的重要贡献，为
当代图书馆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鉴。 表 １。 参考文献 ２３。
关键词　 许振东　 民国时期　 成就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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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２０ 世纪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涌现出

一批成就卓著的图书馆学家，许振东便是其中之

一。 许振东（１８９６—１９７５），字雪昆，别名雪、昆、
东、振东、许雪昆、许雪堒，浙江嘉善人。 在图书馆

平凡的岗位上，许振东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生前

曾多次赢得业界的好评。 ２００９ 年，他被我国图书

馆学界列为 ２０ 世纪重要的图书馆学家［１］ 。 综观

许振东一生的学术成就可见，民国时期是许振东

图书馆学研究最辉煌的时期，而在许振东先生诞

辰 １２０ 周年之际，综览目前我国学界对许先生在

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研究仍存在遗漏和不足。
因此，在许振东专题研究阙如的学术背景下，探
讨民国时期许振东的图书馆学术贡献，一方面可

以弥补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之不足，另一方面也

可从中可以获得他的学术思想及其教益。 为此，
本文对其图书馆学术成就和图书馆学术思想做

一系统论述。

１　 图书馆学术成就

关于民国时期许振东取得的图书馆学术成

就，李钟履先生的《图书馆学论文索引》和《图

书馆学书籍联合目录》认为，这一时期许振东

发表了 ３０ 篇图书馆学论文 ［２］ ，出版了 ３ 部学

术著作 ［３］ 。 《浙江图书馆志》虽收录民国时期

许振东的图书馆学术成果，但除提到《战时图

书馆》和《图书之流通》外，语焉不详 ［４］ 。 以笔

者之见，它们所录的论文篇目很不完整，因此

我们只有对民国时期许振东的学术成果进行

系统地梳理，才能更加客观、全面地展示他的

图书馆学术贡献。 本文以许振东及其字号、别
名作为检索词，检索《晚清和民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和《瀚堂近代

报刊数据库》 ，将检索到的民国时期许振东的

图书馆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汇总整理，内容详见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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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民国时期许振东图书馆学术成果汇总

年份 题 名 报刊（出版社）名称 卷 期

１９３１ 浙江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季刊发刊词 浙江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季刊 第 １ 期

１９３２

图书流通法 中国出版月刊 第 １ 期

图书馆零话 中国出版月刊 第 ２ 期

开架图书管理须知 浙江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季刊 第 ２ 期

嘉善图书馆调查私家著述 浙江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季刊 第 ２ 期

通俗图书馆之管理法 浙江教育行政周刊 ３ 卷 ４５ 期

巡礼了本省［浙江］各县市图书馆以后 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 １ 卷 ５—６ 期

本省图书馆调查统计述略 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 １ 卷 ９ 期

谈谈图书损失问题 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 １ 卷 ９ 期

１９３３

图书之清洁与消毒 中国出版月刊 第 ５ 期

三年来的浙江省会巡回文库委员会 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 ２ 卷 ３ 期

关于火车中设置书报流通处实施之管见 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 ２ 卷 ５ 期

图书之流通 浙江省立图书馆 图书

图书馆流通 浙江省立图书馆 图书

１９３４

图书流通的交换方法 中国出版月刊 ３ 卷 １—２ 期

普通图书编目法 浙江民众辅导半月刊 １ 卷 ９ 期

图书馆学要旨 民众教育辅导半月刊 １ 卷 ９ 期

参考问题论文集目 浙江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季刊 ２ 卷 ４ 期

图书馆的吸引工作 浙江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季刊 ２ 卷 ４ 期

从几篇吸引阅览的论文里来选择我们可做
的工作

商务印刷馆图书馆通讯 第 ２ 期

谈谈图书馆的外勤工作 商务印刷馆图书馆通讯 第 ２ 期

１９３５

介绍关于办理儿童图书馆参考的书文 中国出版月刊 ４ 卷 １ 期

浙江省之图书馆事业 浙江青年 １ 卷 ３ 期

版本名称简释 中国出版月刊 ４ 卷 ５—６ 期

图书馆图书上常用之符号 中国出版月刊 ４ 卷 ２—３ 期

国内出版重要索引一览 图书展望 第 １ 期

关于意阿问题参考论文集目（二十四年一
月至八月） 图书展望 第 １ 期

对于阿北西尼亚的认识 图书展望 第 １ 期

浙江省出版的重要期刊（民国二十四年十
月调查） 图书展望 第 ２ 期

国防书目及期刊论文索引（与泽永合辑） 图书展望 第 ３ 期

图书典藏（与王文莱、郁望尧合著） 浙江省立图书馆 图书

１９３６

一年来国内各大书坊史地新书汇目 图书展望 １ 卷 ４ 期

浙江问题图书拟目 图书展望 １ 卷 ６ 期

教育参考书提要 图书展望 １ 卷 ８ 期

各科普通参考书目汇录（二十五年七月编） 图书展望 １ 卷 １１ 期

国内名胜导游书目 图书展望 １ 卷 １２ 期

浙江省图书馆协会成立小史 浙江省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季刊 １ 卷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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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题 名 报刊（出版社）名称 卷 期

１９３６

谈图书交换方法 浙江教育月刊 １ 卷 １０ 期

民众图书馆困难问题的商榷 浙江教育月刊 １ 卷 １０ 期

介绍几种图书交换的方法 商务印刷所图书馆部图书馆通讯 第 ３ 期

１９３７

察绥与蒙古问题图籍介绍 图书展望 ２ 卷 ３ 期

一九三六年的中国与世界 图书展望 ２ 卷 ４—５ 期

图书馆病 浙江青年 ３ 卷 ４ 期

补朱氏中国地方志综录（浙江之部） 大公报（天津）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

自然科学工具参考书提要 图书展望 第 ９—１０ 期

万有文库附发卡片之说明 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 新 ２２２ 期

１９３８ 赶快办理精神给养的阵中图书部 全面战 第 ２６ 期

１９３９ 浙省图书馆事业之回顾与展望 浙江战时教育文化月刊 １ 卷 ４ 期

１９４６
编辑后记 图书展望（复刊） 第 １—９ 期

续编浙江问题图书拟目 图书展望（复刊） 第 １ 期

１９４７ 浙江的期刊 图书展望（复刊） 第 ２ 期

１９４８ 浙江各县图书教育之瞻瞩 社教通讯（复刊） 第 ６ 期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时，许振东就

职于浙江省立图书馆。 他以“雪昆”的笔名，在
《浙江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季刊》第 １ 期发表了

《浙江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季刊发刊词》。 后来，
在该馆推广组刘澡主任的带领下，许振东巡视浙

江省各市、县图书馆，开展图书馆调查与统计，编
撰图书馆学丛书，指导各地图书馆业务，从事馆

际图书交换，编写书目和索引，为读者提供参考

服务。

１９３２ 年，《中国出版月刊》第 １、２ 期分别刊发

《图书流通法》和《图书馆零话》。 在《图书流通

法》中，许振东将图书馆分为本馆、分馆、流通处

和代办处，认为它们界限明确，关系密切；他参照

美国图书馆的做法，推行巡回文库和家庭文库，
向读者推荐新书，介绍读书方法，主张馆员开展

图书馆宣传工作。 《图书馆零话》批评图书借阅

中存在的偷书、涂书和损书等不良现象，以及解

决这些问题的图书管理法。 是年，他还发表《开
架图书管理须知》 《嘉善图书馆调查私家著述》
《通俗图书馆之管理法》《巡礼了本省［浙江］各县

市图书馆以后》 《本省图书馆调查统计述略》和

《谈谈图书损失问题》等文章。

１９３３ 年，许振东在《中国出版月刊》第 ５ 期发

表《图书之清洁与消毒》。 该文译自日本《图书馆

杂志》第 １１８ 号，介绍了图书清洁与消毒的预防

法、扫除法和消毒法，为当时国内图书馆图书清洁

与消毒提供了参考。 在登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

月刊》的《三年来的浙江省会巡回文库委员会》和
《关于火车中设置书报流通处实施之管见》中，他
提倡在火车上设置书报流通处，该观点引发学界

的热烈讨论。 是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其《图

书之流通》和《图书馆流通》两部辅导丛书。 其

中，《图书之流通》为《浙江省立图书馆辅导丛书》
第二辑，分为绪论、流通种类、流通用具、图书交

换、实施要点和表式等内容。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许振东相继在《中国出版月

刊》《浙江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季刊》 《商务印刷

馆图书馆通讯》《图书展望》《浙江教育季刊》等刊

发表多篇有关图书馆工作、书目、提要、索引的文

章。 １９３７ 年，许振东根据国内外时局变化情况，
转为进行专题图籍的介绍和研究，发表《察绥与

蒙古问题图籍介绍》和《一九三六年的中国与世

界》。 许振东将“图书馆因经费短缺，不得不购买

一折八扣、质量低劣的牟利小说”称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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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并为此而作《图书馆病》一文，发表于《浙江

青年》。 同时，他又编写《补朱氏中国地方志综录

（浙江之部）》《自然科学工具参考书提要》《万有

文库附发卡片之说明》等文章。
抗战时期，许振东转而研究我国战时的图书

馆事业。 １９３８ 年，他撰写《赶快办理精神给养的

阵中图书部》，探讨抗战时期图书的供给范围、图
书征集方法与管理规划等问题。 １９３９ 年，许振东

的《浙省图书馆事业之回顾与展望》，摘译《山口

县中央图书馆报》第 １１ 号中的报道，在谈到日本

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造成的损失时提到，
日军特务机关组织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

在上海、苏州、镇江和杭州搜集与整理散失图书，
在我国的 ５８２８ 家图书馆中，半数图书馆遭到日军

疯狂的摧残和破坏。
１９４１ 年，许振东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图书馆

馆员。 １９４６ 年，他任浙江省立图书馆研究辅导部

主任。 是年，该馆《图书展望》正式复刊，许振东

负责该刊编辑工作。 当时出版的《图书展望》复

刊第 １ 至 ９ 期，刊载了他写的《编辑后记》，内容

包括每期主要撰稿人的生平简介、读后感、对今

后来稿的希望等。
由上可知，民国时期许振东的图书馆学术研

究始于 １９３１ 年，１９３１ 至 １９３７ 年为其学术研究的

辉煌时期。 民国时期，他发表或出版的学术成果

至少有 ５２ 篇（部），内容涉及图书馆学理论、特种

图书馆、图书补充、图书编目、图书典藏、图书借

阅、图书丢失和处罚、参考工作、书目索引、推广工

作、图书馆事业、版本学等。

２　 图书馆学术思想

阅读和分析上述许振东的图书馆学术成就，
笔者认为，“藉便读者” “三化七法” “图书交换

法”“洋为中用” “注重调研” “促进学术”是许振

东图书馆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对图书馆

学术研究的重要贡献。

２ １　 藉便读者

许振东认为，图书馆应当根据国内外时事的

变化和不同读者的文献需求，有的放矢地编撰相

关主题目录或索引。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国内教育

界呼吁完善小学教学设施，倡导设置儿童图书馆。
鉴此，许振东编纂《介绍关于办理儿童图书馆参

考的书文》，收录了 ５５ 篇（种）有关儿童图书馆理

论、儿童图书馆管理、儿童图书馆读物的论文、目
录和图书，供有志于研究儿童图书馆事业的人士

参考［５］ 。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国内报刊经常报道非洲小

国阿比尼西亚与意大利的战争。 “每天常有半版

以上关于意阿冲突的消息。 ……阿王与其国民勇

毅抗战的精神，尤足激刺我们的渐愤，鼓舞我们的

奋起。 可是了解必先以研究，奋发尤非可空言。
意阿纠纷之各方面，一年来国内各大小期刊上所

发表之论文甚多。 兹特汇编成目，藉为读者检索

研究之一助云” ［６］ 。 为此，许振东收集 ７０ 篇关于

意阿问题的论文，编制《关于意阿问题参考论文

集目》。 １９３６ 年，浙江推行新政，注重经济建设，
事业突飞猛进。 许振东为之编写了《浙江问题图

书拟目》，“益为世所欲知矣” ［７］ 。
许振东认为，搜集专题资料，编纂目录和索

引，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查考便利。 在《教育参

考书提要》中，许振东如是写道：“……我们的意

思，无非是想提供一般研究教育者以一些教育上

的普通问题的解析，或本国以及世界各国的教育

状况之类的一种参考资料” ［８］ 。 他和泽永合纂

《国防书目及期刊论文索引》，“为供给国人以参

考的资料，爰集录近年来国内所出版的此项图书

和论文，以饷读者，不过这次所录的，限于狭义的

国防方面的图书和论文，以后拟继续供给其他方

面即广义方面关于国防之资料。 想亦读者所首肯

的事吧” ［９］ 。 为了 “供研究自然科学者查考便

利” ［１０］ ，他编纂了《自然科学工具书参考提要》。

２ ２　 三化七法

许振东认为，通俗图书馆包括省立和县立图

书馆、乡村图书馆、区立民众教育图书馆和区立民

众教育图书部，其服务对象为一般民众。 “三化

七法”是通俗图书馆的管理法。 所谓“三化”，是
指图书馆的生活化、兴趣化和家庭化。 他指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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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图书馆必须搜集与民众职业和国计民生相关

的图书，使他们能够学习他人经验，改善工作，增
加生产，丰腴生活。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既要有工

作，也要有消遣。 通俗图书馆必须要收藏一般民

众所需的小说、歌曲、图画和照片，以供读者消愁

解闷，转移性情；此外，通俗图书馆应举办展览会、
演讲会、电影欣赏等活动，以愉悦民众，发挥其娱

乐功能。 为了提升读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通俗

图书馆的一切设施务求便利，一切布置亦须尽可

能营造家庭氛围，以吸引读者来馆阅览书籍。 所

谓“七法”，是指通俗图书馆的七种管理方法，包括

购书法、分类法、排架法、目录法、出纳法、开架法和

推广法。 许振东认为，理想的购书法应当切合社

会生活，适应民众需要，合乎世界潮流，改善社会

风气，浅近易懂，激发读者兴趣；采访人员选择图

书时，可参考目录广告、书目提要，也可听取学科

专家和读者的建议；图书馆购买的图书必须进行

分类，将性质相同的书放在一起，便于检索；图书

馆应根据图书分类号将图书入库，便于排架，利于

查找；目录是检查图书的锁钥，目录卡片和目录簿

优点很多，对图书馆工作十分有用，馆员必须指导

读者利用目录查找图书；针对读者借书过期的问

题，馆员可以用劝说读者如期归还、派人催还、奖
励从不过期的借书者等方法补救；图书馆应实行

开架法，民众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看的书刊，但也

不免会造成损失。 那么，如何克服图书损失和损

坏呢？ 许振东认为，方法有二：一是管理者要多留

心；二是要多方宣传，使民众注意公德。 许振东还

认为图书馆可以利用商业推销法，采用普通文库、
舟车文库、儿童文库、流动书车、通信传递、图书代

借等方法，为馆外读者提供阅读服务。 为了吸引

读者来馆，图书馆还可以建立读书会，举办展览会

和特种图书陈列会，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他

指出，图书推广法虽然多种多样，但须因地、因时

制宜［１１］。

２ ３　 图书交换法

图书交换是丰富图书馆藏书的有效途径之

一。 许振东认为，图书馆藏书主要来源于呈缴、购

置、捐赠、寄存、传抄和交换。 在图书馆实际工作

中，许振东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图书馆的图书交换

工作经验，并结合本馆实践，提出了图书交换七种

方法，即复本图书杂志交换法、摄制当地风景画片

交换法、拓印当地有名碑帖交换法、出版刊物交换

法、代送图书交换法、传抄特藏书籍交换法、印行

有价值之未刊稿本交换法。 许振东认为，图书馆

开展复本图书、杂志的交换工作，须先印书目，寄
交对方选择，然后请对方开复本书目，函洽交换。

摄制当地风景画片交换法是指拍摄当地的名胜

古迹、馆景书影、画片等，用以馆际图书交换。 图

书馆可以拓印当地有名碑帖，用以馆际碑帖和书

籍的交换。 图书馆可用书目、期刊进行馆际图书

交换。 图书馆可以印刷私人著述，邮资由图书馆

付，用于馆际或藏书家之间的图书交换。 图书馆

可以传抄馆中特藏书籍，作为馆际交换物。 图书

馆还可选择当地有价值的、未刊的先贤著述，印行

后用于图书交换。 在开展图书交换工作时，馆员

应注意交换物的定价、交换收据、摄制图片和拓印

碑帖的费用、交换物的收支和登记等事项，并附目

录或说明书，交换工作应事先函洽方能开展［１２］。

２ ４　 洋为中用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图书之

流通》，这是许振东为浙江省立图书馆辅导全省

图书馆业务而撰写丛书之一。 书中，他谈到国外

和国内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时，认为我国图书馆

事业尚不发达，因此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增加图书

馆数量，把所有图书馆的图书尽量流通于馆外。

他推崇国外图书馆的分馆（或称支馆）、流通部

（或称配给所）、出纳处（或称代办处、分贷所、借
书所）、巡回文库、家庭文库、学校文库和流动文

库的设置。 分馆分设出纳处、新闻杂志阅览室、讲
演室、陈列室、迎宾室；分馆流通处、代办处的图书

大都来自总馆。 为了给城外读者提供便捷的图书

服务，图书馆可以在公共场所、小学校、私宅设立

巡回停留所。 对于偏远地区的公司、工场、寄宿学

校的读者，图书馆应当提供定量或不定量的图书

借阅服务。 许振东认为，图书的流通必须适合读

００１

·图书馆史研究·



２ ０ １ ６  ５
总第１０７期

者的需要，选择相当的场所，便于民众阅览。 在他

看来，所谓的相当流通场所，既可以是各种团体、
会社、工场、俱乐部、阅报社、青年会、舟车、公园、
学校、公所、家庭、军营，也可以是医院、监狱、茶园

等［１３］ 。 许振东提倡的这些图书服务借鉴了美国

图书馆图书流通做法，旨在指导我国图书馆做好

图书流通工作。 “图书馆为便利阅览人阅书起

见，常将所有图书，流通馆外，东西各国图书馆，早
经实验，行之而有效。 我国各图书馆，现正谋事业

之推广，特译和田万吉之《图书配给法》，改名《图
书流通法》，以介绍于同志” ［１４］ 。

２ ５　 注重调研

许振东重视图书馆调查统计工作。 １９３２ 年，
他拟定图书馆调查表，分发各馆，“视导各县图书

馆时，实地调查”，以便切实了解全省图书馆数

量、藏书、经费等情况［１５］ 。 他的《本省图书馆调查

统计述略》就是在调查中写成的。 是年，他调查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中央党部图书馆、东
吴法律学院图书馆、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圣约

翰大学图书馆和安徽省立图书馆的藏书量、年购

书量、年阅览人数、年阅览册数、年遗失册数和处

置办法，提出了改进图书馆开架服务管理的十大

措施，如探询读者心理，提高读者道德，设立寄物

处，在出入书库处设出纳处，派人巡视书库等［１６］ 。
１９３５ 年，许振东在《浙江省出版的重要期刊（民国

二十四年十月调查）》中称，“期刊的出版，在这两

年来，掀起一番很高很大的浪头，本省向为东南

文化之区，加之去此种浪头之源地的上海，异常

接近，所以亦呈现着洋洋大观的姿态。 本刊特编

为调查表如次，凡浙省期刊总数计为六十五种，
以后想更及其他地方及其他性质刊物的调查，藉
便读者” ［１７］ 。 这一年，他调查浙江省图书馆藏书

数量、经费支配和工作概况，认为今后欲谋发展

浙江图书馆事业，应当增加图书经费，“提倡社会

嗜好读书与重视图书馆之风气，与应用图书馆之

习惯” ［１８］ 。 １９３６ 年，他调查编写而成的《一年来

国内各大书坊史地新书汇目》，指出当时国内出

版史地书籍 ２７１ 种，认为浙江中华史地学会的成

立有重大的时代意义［１９］ 。 此外，《嘉善图书馆调

查私家著述》《巡礼了本省［浙江］各县市图书馆

以后》《浙江省之图书馆事业》 《三年来的浙江省

会巡回文库委员会》和《浙江各县图书教育之瞻

瞩》，皆是他的调研成果。

２ ６　 促进学术

《图书展望》为浙江省立图书馆主办的一份

寓知识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文化刊物，创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１９３７ 年停刊。 《图书展望》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

复刊后，许振东以倡导读书风气和介绍优良书刊

为职责，制定了该刊十大征稿简则，将灌输基础知

识、介绍有益图书、讨论读书问题和弘扬学术精神

作为办刊宗旨。 该刊设立了短评、时代知识、学者

介绍、各科讲座、读书问题讨论、写作讲话、图书馆

学研究、书报评介、新书提要、新书月报、文化简讯

等栏目。 许振东认为，“要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

和精神之享受，这些享受的由来，要靠科学知识及

科学事业来供给。 我们这个国家，虽然以前对于

科学方面，颇多贡献，然而拿近代世界各国科学的

进度来比较，相差殊远” ［２０］ 。 该刊响应政府提倡

科学研究的号召，出版了“科学化专号”。 为鼓励

学术起见，许振东特向该刊老作者约文，又请本

馆同事随时赐稿。 《图书展望》每期都会介绍作

者生平，与作者一起磋商研讨，并接受作者的意

见。 在他主办下，任心叔、李絜非、金天游、钱南

扬、夏瞿禅、洪焕椿、李良肱、毛春翔、张扬达、陆
凤台、夏定域、宋炎、舒纪维、顾舜年、金敏甫、符
定一、芗圃、丰子恺、陈博文、孔敏中等一大批学

者，成为该刊积极的撰稿者。 为了扩大《图书展

望》的影响力，许振东将该刊作为馆际交换刊

物，换取各地出版的刊物，以丰富图书馆收藏的

期刊品种。 １９４７ 年，“以本刊交换而得之杂志，
计一百余种，一千余册，今后仍望各方随时与本

刊交换，不独使浙省读者，均得到浏览参考，且亦

寓有为各杂志宣扬之微意也” ［２１］ 。 在许振东的编

辑和管理下，《图书展望》架起了编辑、学者、刊物

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传承和弘扬了学术研究之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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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民国时期，许振东在图书馆服务岗位上取得

了丰硕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学术思

想。 他深入基层实地调研，开展图书馆业务辅导；
研究图书馆工作存在的问题，学习和借鉴国内外

图书馆先进经验，用以解决浙江省或所在馆图书

馆实际的问题；以读者为本，挖掘图书馆文献资

源， 编写专题书目索引，提供参考服务；重视图

书馆学研究，注重问卷调查，发表独到见解。 在

学界大力倡导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今天［２２］ ，许
振东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

鉴。 他倡导读书之风，鼓励学术研究，遵守学术

规范。 “本刊第二期原定登载许振东先生之《通
俗图书馆之管理法》，嗣经许先生函告，谓‘该稿

业经登入《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三卷第四十五

期，不必再行转载。’本刊为尊重著者起见，及免

除重复起见，只得将该稿删去。 在此谨向读者道

歉！” ［２３］许振东严守学术道德底线，展现了一位

学者的本色和风范。 在学界大声疾呼反对学术

不端行为的当今，他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大力

弘扬。

参考文献

１ 王余光．图书馆学史研究与学术传承［ Ｊ］ ．山
东图书馆学刊，２００９（２） ．

２ 李钟履．图书馆学论文索引［Ｍ］ ．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５９：３５８．
３ 李钟履．图书馆学书籍联合目录［Ｍ］ ．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５８：７０．
４ 毛昭晣，苏尔启．浙江图书馆志［Ｍ］ ．北京：中

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４：３９２．
５ 许振东．介绍关于办理儿童图书馆参考的书

文［Ｊ］ ．中国出版月刊，１９３５（１） ．
６ 许振东．关于意阿问题参考论文集目（二十四

年一月至八月）［Ｊ］ ．图书展望，１９３５（１） ．

７ 许振东．浙江问题图书拟目［ Ｊ］ ．图书展望，
１９３６（６） ．

８ 许振东．教育参考书提要［ Ｊ］ ．图书展望，１９３６
（８） ．

９ 雪昆，泽永．国防书目及期刊论文索引［ Ｊ］ ．图
书展望，１９３５（３） ．

１０ 雪昆．自然科学工具书参考提要［ Ｊ］ ．图书展

望，１９３７（９－１０） ．
１１ 许振东．通俗图书馆之管理法［ Ｊ］ ．浙江教育

行政周刊，１９３２（４５） ．
１２ 许振东．介绍几种图书交换的方法［ Ｊ］ ．商务

印刷所图书馆部图书馆通讯，１９３６（３） ．
１３ 铭之．图书之流通［ Ｊ］ ．浙江省民众教育辅导

半月刊，１９３４（４） ．
１４ 许振东．图书流通法［Ｊ］ ．中国出版月刊，１９３２

（１） ．
１５ 许雪昆．本省图书馆调查统计述略［ Ｊ］ ．浙江

省立图书馆月刊，１９３２（９） ．
１６ 许振东．谈谈图书损失问题［ Ｊ］ ．浙江省立图

书馆月刊，１９３２（９） ．
１７ 许振东．浙江省出版的重要期刊（民国二十

四年十月调查）［Ｊ］ ．图书展望，１９３５（２） ．
１８ 许振东．浙江省之图书馆事业［ Ｊ］ ．浙江青年

（杭州），１９３５（３） ．
１９ 雪昆．一年来国内各大书坊史地新书汇目

［Ｊ］ ．图书展望，１９３６（４） ．
２０ 振东．编辑后记［Ｊ］ ．图书展望，１９４８（９） ．
２１ 振东．编辑后记［Ｊ］ ．图书展望，１９４８（６） ．
２２ 宋志强，亢琦．前进中的中国图书馆学实证

研究———“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

议”５ 年回眸［Ｊ］ ．山东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６（１） ．
２３ 编后［ Ｊ］ ．浙江省第一学区辅导月刊，１９３２

（３） ．

（平保兴　 研究馆员　 南京师范大学紫金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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