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年 11 月 30 日是著名

学者王元化先生百年

诞辰。

王元化先生曾任上海海峡

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

学会曾挂靠于市社联。上海图书

馆新馆于 1996年 12月 20日正

式对外开放后，1997 年 2 月，学

会挂靠单位和办公地址改为上

海图书馆。 1997 年 11 月，上海

图书馆为加强对历史文献的抢

救、整理和研究工作，成立历史

文献研究所，聘任王元化先生与

顾廷龙老馆长为名誉所长。

1997 年年底， 上海图书馆

将历史文献阅览区域二楼的

1206 室辟为王元化先生工作

室，自此，每周约有两三个上午，

王老会在 8 时半左右自衡山路

住所出发，沿高安路往北步行至

上图南门，约 9时进入 1206室。

王老到办公室， 或研究商量工

作，或主持在图书馆举办的学会

活动，或接待学术界同行，或与

海内外的友好通话， 或整理文

稿，或书写信函，或题写墨宝，等

等，约 11时离开。王老保持这种

工作习惯， 直到 2008年 5月逝

世。他人生最后十年的学术生涯

是与上图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

王先生领导下的学会充分

利用上图新馆的文化优势和区

位优势，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

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成为当时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亮点之

一。以 2001年的交流活动为例：

3 月 29 日至 4 月 2 日， 台湾师

范大学国文系原主任、著名《文

心雕龙》研究专家王更生教授来

上海图书馆访问并进行交流座

谈；5 月 14 日下午，接待香港文

化委员会主席张信刚教授率领

的代表团一行 16人， 并于当日

在上图举行座谈会，就“如何使

香港成为国际大都市？ ”等问题

进行交流；5 月 19 日至 23 日，

接待德国埃森人文科学院院长、

历史哲学家吕森教授，他在上图

贵宾室作“在历史中的跨文化问

题”的演讲，并与本市部分学者

进行了交流；5 月 27 日，接待香

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10 月

30 日， 接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历史系林毓生教授并座谈。前来

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都是在海

内外学术文化界有一定知名度

的专家、学者，其中有些是王先

生提议邀请的。 本世纪初，曾有

人与学会联系，想以上海海峡两

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的名义

开展经贸活动，承诺给予学会一

定资助，遭到王先生断然拒绝。

学会活动以海峡两岸的学

术文化交流为重点， 也兼及亚

洲、美国和欧洲等地区。 自 1997

年至 2004年， 共接待中国港台

地区和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

大、德国、英国、瑞典等国学术机

构的专家学者和各方文化人士

150余人次。 学会也派员前往台

湾、 香港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

作为上海乃至全国对台工作的

一个平台和载体，学会取得了海

内外学术文化界的一致认可，并

吸引了上海哲社界和文艺界的

积极参与。

王 元化先生受聘为历史文

献研究所名誉所长后，

其中一项重要贡献是推动和指

导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的抢救、

整理和研究。 “盛档”是 1943年

盛氏祠堂捐赠给顾廷龙任馆长

的合众图书馆的一批档案资料，

计有谕旨、奏摺、呈文、诰文、告

示、照会、护照、履历、契约、章程

等类别，约有 18万件。盛宣怀是

清末民初重要政治人物， 因此

“盛档” 有着重要史料价值，有

“近代中国私人第一档”之称。由

于档案数量庞大， 内容复杂，识

别难度高，长久以来，一直没有

系统整理。

1995 年 10 月 4 日，上海图

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所合并，我

担任党委书记。 不久，顾廷龙老

馆长在长乐路原合众图书馆的

书库里，指着堆放在走道地上的

97 个麻袋， 向我介绍：“这就是

盛氏祠堂捐赠给馆里的‘盛档’，

‘文革’期间，陈旭麓、汪熙、夏东

元等大学老师曾来整理过，他们

只是分类选编资料专集，选编后

的资料就放在这些麻袋里，今天

无法查找原件。 现在新馆建好

了，需要组织人力将这些资料上

架整理，按图书著录要求分类编

目，便于广大读者使用。整理‘盛

档’是个大工程。 ”

1996 年 12 月初，《新民晚

报》记者拜访王元化先生，就“盛

档”的整理听取意见。王先生说：

“晚清是个承前启后的时代，盛

宣怀在近代史上起的作用是巨

大的，研究整理‘盛档’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工作。 如果现在不整

理，旷日持久恐怕要散失，年代

越久，整理起来就越困难，能看

懂的人也越少。 ”“盛档”卷帙浩

繁， 整理开发是一项很大的工

程。 王老提出，这项工作需要许

多专业工作者投入，需要 5年以

上时间，10 年之内完成已很不

错。 （《承前启后说“盛档”》，《新

民晚报》1996年 12月 8?）

正是在顾廷龙老馆长、王元

化先生等呼吁下，上图加强了对

包括“盛档”在内的历史文献的

抢救。 1997年 8月，抽调历史文

献中心部分业务骨干，专门成立

“盛宣怀档案整理组”，由冯金牛

任组长，并聘复旦大学历史系陈

绛教授、《解放日报》高级记者丁

凤麟为顾问，按图书馆对档案文

献整理的规范，开始了“盛档”的

整理。整理组对“盛档”进行了一

页一页整理编目工作，入选档案

以年代先后为序， 至 2005年底

完成全部编目。 在此基础上，至

2008 年 8 月，“盛档” 元数据库

和全文数据库建成，计收录“盛

档”157564 件，为“盛档”完整地

向社会开放查阅创造了条件 。

正如王老估计， 此项工作整整

花了 10 年时间。 期间，他始终

关心这项工作， 也提供了不少

建设性意见， 包括建议争取国

家项目经费资助来推动“盛档”

出版。 王老提出，如能申请到国

家清史项目的立项则很好 ，他

愿意为此敲敲边鼓。 在王老鼓

励下，当年下半年，我们就积极

与国家清史委沟通， 申报了国

家清史出版项目 《盛宣怀档案

选编》，第二年获批立项。

2006 年 8 月， 为加大 “盛

档”研究力度，由上海社科院、上

海图书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三

家单位联合，成立盛宣怀档案研

究中心，任命王元化先生为研究

中心主任。 2007 年 3 月 15 日，

中心在上图挂牌成立，王老因身

体原因未出席成立大会，但他为

中心题写了牌匾，并送来贺信。

2008 年 12 月，上海图书馆

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签

约，承担《盛宣怀档案选编》编纂

工作。 编纂方案几经调整，历时

六年，从“盛档”中精选编成《盛

宣怀档案选编》。可惜，王老未能

看到《盛宣怀档案选编》面世。

王 元化先生对上海图书馆

历史文献的另一项重要

贡献是积极指导馆藏家谱文献

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顾廷龙老馆

长等历届领导十分重视家谱文

献的搜集工作， 至新馆开放时，

家谱数量达 1.2 万种，10 万册，

是馆藏特色文献之一，上海图书

馆也是全国收藏家谱数量最多

的单位。 由于种种原因，家谱分

散藏在南京西路老馆书库、长乐

路书库和徐家汇藏书楼，部分更

是堆放在书库角落里， 任其虫

蛀、霉变、尘封。

1997 年 5 月， 我向王元化

先生汇报学会工作的同时也汇

报了上图关于抢救、整理和研究

家谱文献的计划， 准备分两步

走：第一步，将分散收藏的家谱

集中去尘扫霉， 整理上架著录，

开放专门的家谱阅览室，加强家

谱的采集和搜购工作，召开研讨

会，编撰出版《上海图书馆馆藏

家谱提要》；第二步，联合全世界

收藏中国家谱的单位，合作编撰

一部反映全世界中国家谱收藏

情况的《中国家谱总目》。王元化

先生对这项工作大为赞赏 ，指

出：家谱文献中，保存了很多珍

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不少资

料是其他历史典籍里找不到的，

对研究工作有着重要帮助；家谱

文献大多是孤本，要抓紧时间深

入农村， 做好家谱的搜购工作，

这实际上也是历史文献的抢救；

编撰《总目》是个大工程，组织工

作要非常细致，这也是中国古籍

整理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我们

按照王老的意见，加大了家谱文

献的整理力度。

1998 年 11 月，上海海峡两

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和上海

图书馆联合召开“全国谱牒开发

与利用学术研讨会”， 海峡两岸

80余位专家参加会议。 1999年

6 月，王老主动写了一幅“收百

世阙文，采千载遗韵”的条幅赠

我，书法苍劲有力，不仅是对上

海图书馆抢救家谱文献工作的

鼓励，更是画龙点睛地指出了中

国家谱整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在王老的指导下，上海古籍

出版社于 2000 年 5 月出版了

《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计

220 万字， 收录了 11700 种家

谱。自 2001年开始，上海图书馆

的家谱整理工作进入了第二阶

段，即《总目》的组织编撰。 该项

目 2001年由我申报列为“十五”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是将分散

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家谱编撰成

一部联合目录， 其难度可想而

知。 作为《总目》的主持单位，上

海图书馆在经费上给予很大支

持， 如 2001 年即拨专款 80 万

元，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启动。 但

光靠上图的经费显然不够。 王

老了解这一情况后， 鼓励我向

上海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申请

经费，获资助 10 万元。 王老常

主动问起《总目》编撰进展， 正

是在他不断关心 、 支持下 ，

《总目》 到 2006 年基本完成编

撰， 王老也欣然提写了 “中国

家谱总目” 书名。

自 2007年以后， 王老因患

病常住医院。他题字的《总目》封

面样稿出来后， 听说王老病危，

我于 2008 年 5 月 1 日上午，带

了封面样稿赶到瑞金医院病房。

他已不能言语， 但神志清楚，当

我把封面样稿送到他面前时，他

轻微地点了点头， 露出了笑容。

我告诉王老，《总目》 正式出版

后，我会第一时间送给他。 遗憾

的是，2008 年 5 月 9 日，王老永

远地离开了我们。可以告慰王老

的是：《总目》于 2008年 12月由

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先后

荣获 “2008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

奖一等奖”、“上海市第十一届图

书奖特等奖”、“上海市第十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

二等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

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

奖项。这是与王元化先生十余年

来对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文献

开发工作的热情鼓励、积极指导

和悉心帮助分不开的。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

献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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