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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的坚持与战后的复员、发展 
— — 对 1937—1949年沪江大学图书馆历史的一种考察 

王细荣 

(上海理工大学 ，200093) 

摘 要：文章介绍了沪江大学图书馆抗战时期的坚持策略，抗战后的回迁、管理、对外开放与扩建后馆舍情形，述说其被 

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原委及其教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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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en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 ar 

and the postwar normalcy and expansion 

— —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Hujiang University Library from 1 937 to 1 949 

W ANG Xi—ro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The paper mak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rategic adherence of Hujiang University Libra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brary after the war．The article gives all the details of Herman 

C．E．Liu Memories Library and points out the renaming significance in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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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简称“沪大”) 

创办于 1906年，原名上海浸会大学堂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系建国前中国 13所基督教教会大 

学之一，为今上海理工大学前身之一。在初创时 

期，开办这所大学的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 

一 个好的图书馆是一所学校的重要因素，因此沪江 

大学在 1907年就有与图书相关的设施，1909年已 

设正规的图书室。在随后的时间里，学校当局对图 

书馆之于大学的意义均有清晰的判断，因而图书馆 

日益壮大④。到 1937年抗战爆发前，沪江大学图书 

馆已有专门的图书馆大楼(1928年落成并启用)， 

设有国际关系图书馆、城中区商学院工商图书馆、 

国际教育图书馆和“为基督教领袖服务”的流通图 

书馆等多个专业图书馆，中西文藏书总数已超过8． 

1万册，馆藏量仅次于鸿英图书馆(10万册)和交通 

大学图书馆(9．3万册)，规模在当时上海高校图书 

馆中居前列 J。抗战开始后，沪江大学图书馆随着 

学校撤离杨树浦校区搬到上海市区圆明园路，以真 

光大楼内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简称“城商”)原 

来的图书馆作为馆舍，不久又在南京路上慈淑大楼 

内与华东其他几所教会大学图书馆共同创办“华东 

基督教联合大学联合图书馆”。大平洋战争爆发 

后，沪江大学图书馆改办为沪江书院图书馆。抗战 

胜利后，沪大图书馆搬回杨树浦校园，其馆舍也得 

到扩建，并被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从而使沪 

江大学图书馆整体上被视为一种象征，客观上起到 

了用以纪念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爱国主义教育 

家刘湛恩②的丰功伟绩的作用。 

1 抗战时期的坚持 

1937年 8月 13日清晨，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 

接到时任虬江码头建造工程总指挥凌宪扬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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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得知日本军队可能马上要采取行动，但刘校 

长镇定自若，冒险组织留校人员对学校的图书、实 

验设备等进行封存。由于是暑假，学生都不在学 

校，刘校长便与一名临时工一道花了整整一个上午 

的时间，秘密地将图书馆内的一些珍贵书籍(2．5万 

余册，约占整个馆藏的一半)藏在图书馆铁质楼梯 

下面的一堵假墙后面 j，并南此拉开了抗战时期沪 

大图书馆的坚持之序幕。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不久，沪江大学(包括沪 

江附中、沪东公社)被迫撤离杨树浦地区，把位于公 

共租界的城中区商学院作为全校的临时校舍，亦利 

用“避难所”真光大楼内城商原来的图书馆作为战 

时沪大的临时图书馆。在 1937—1941年的“孤岛” 

时期，刘湛恩校长的汉阳同乡、1925年毕业于武昌 

华中大学图书科(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前身)、担 

任过厦门大学图书馆主任、曾任沪江大学图书馆副 

主任多年的杨希章任图书馆主任。其问，由于沪大 

日校大学部和附中均在城中区商学院授课，原有的 

图书、设备都不敷应用，学校当局便尽力扩充图书 

馆，不仅增购新书，还增聘馆员，订定图书借阅章 

程，以保障沪大各类学生 日夜均可以到馆阅览书 

刊，借出图书 。 

尽管真光大楼有图书馆，但“孤岛”时期，沪大 

的“图书设备几乎等于零，其影响于教学者至重且 

大” 。1938年 1月 19至21日举行的由各教会大 

学校长或其代表参加的高教会年会上，决议通过了 

华东七所基督教大学的合作计划，让她们立刻着手 

建立联合图书馆和联合实验室，并请美国的校董联 

合会拨款资助该图书馆和实验室。所谓的联合图 

书馆其实是在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基础上建立的。 

2月8日，由除上海基督教女子医学院以外的六所 

大学校长开会，就此达成协议：在南京路慈淑大楼 

(即现在南京东路 353号的“353广场”)腾出可供 

400余师生阅览的6大间作为联合图书馆。规定该 

图书馆由圣约翰大学管理，每所大学向联合图书馆 

付 100元并转交每个学生的图书费。上海的合作 

得到了美国校董联合会的积极支持，截至 1938年6 

月底，联合会共给了 15000美元的资助。在这基础 

上，由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 1938年 

夏决定迁往成都，上海基督教女子医学院没有参与 

合作办学，留在上海租界的其余四所教会大学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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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进一步的合作计划。 

1938年7月20日，杭州之江文理学院校长李 

培恩、苏州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上海圣约翰大学 

副校长沈嗣良、沪江大学校务长樊正康，以及中华 

基督教教育协会总干事缪秋笙、高教会干事葛德基 

(George B．Cressey)等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一个联 

合大学组织“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又称“基督教 

大学 上 海 协 会”，英 文 名称 为 “The Associated 

Christian Colleges in Shanghai”，不包括圣约翰大学 

医学院和神学院)。根据协会的章程，其目的是“之 

江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在此联 

合起来以便办联合图书馆、联合实验室及其他此后 

它们所同意的联合事业”，同时又“充分谅解每所大 

学将继续保持她的身份、法人资格和独立性。” 南 

沪江大学等四所教会大学共同创办的“华东基督教 

联合大学联合图书馆”仍按原协议设在慈淑大楼 

内，不过馆舍仅为四楼可供 200余师生阅览的三间 

大房子。其 四壁书架上之书籍，多m 自圣约翰大 

学，而其他三校仅占少数。1938年下学期，联合图 

书馆获准使用来 自美国方面的 1万元资助款用于 

添购新书，并邀请到美国西蒙斯大学图书科毕业生 
一 人来沪协助其馆务。联合图书馆总办公处设在 

梵王渡(现称“万航渡”)圣约翰大学(校址现为华 

东政法大学)，新书登记、分类、编 目等手续完毕后， 

再送至慈淑大楼联合图书馆的参考室内，以供师生 

利用 J。1938年 11月下旬，沪江大学美国浸礼会 

教员曾3次赴杨树浦校园，运出之前那批南刘湛恩 

校长藏在图书馆楼梯下的图书，并将其存置于华东 

基督教联合大学联合图书馆中 儿引，供学生阅览。 

1939年初，四所大学又联合在慈淑大楼六楼新辟馆 

舍两问。一间为教职员指定需用的参考书和普通 

参考书藏阅室，一间为学生研习所需的各科图书藏 

阅室。这两间藏阅室，不像四楼的图书馆被四所大 

学师生普遍利用，而主要由设在慈淑大楼六楼的之 

江文理学院师生使用。联合图书馆的图书大部分 

还是储藏在圣约翰大学原址，慈淑大楼图书馆内只 

备有相当数量的书刊。不过，这里备有全部图书的 

目录卡片，四校师生只要需要，各类书籍均可随时 

登记流通阅览 。 

在 1938年至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 

段时间，尽管这几所教会大学联合计划只在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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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得以实施，但联合图书馆一直是四校师生利 

用率最高的共用设施之一。这所联合图书馆最后 

随着 1942年 2月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的结束而 

终结。 

1941年 12月8日，大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 

1月 15日，沪大校董会开会，决定学校无限期停办， 

并成立财产保管委员会。但不久，上海的沪大同学 

会出面开办“沪江书院”，仍在真光大楼上课，继续 

使用原来设在二楼的图书馆。1942年 9月，之前任 

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上海办事处编辑的 

李芳馥被聘为沪江书院图书馆主任。此外，图书馆 

还聘有徐雅贞等 3名正式职员。由于当时是各年 

级轮流上课，课间多空，学生多以图书馆为 自修之 

处。李芳馥上任伊始，便推出一些举措，如贴出布 

告：“阅览室内不得交谈、饮食、吸烟，有故违者，馆 

员得请其退出。ll 0l”沪江图书馆职员的配备、一些 

规章的推出等，使这个不敷使用的地方被当时沪江 

学子视为课余心仪的去处。正如一同学所言：“这 

个图书馆发挥了它的三大效能：第一固然是用功研 

究的地方；第二是休息的地方，常见有同学寂然静 

坐，闭 目养神；第三是谈话室，常见有同学交头接 

耳，低声闲谈⋯⋯这三种同学在图书馆里彼此都没 

有冲突的地方。这图书馆可说是适应战时环境，尽 

量发挥它的功能了。⋯ ’ 

2 抗战后的复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沪大图书馆委员会改组。 

委员会主席为教育系元老汪宗海博士，委员为教务 

长林卓然博士、前代主席余 日宣先生、化学系主任 

唐宁康博士、中文系主任王治心先生等。1946年暑 

期，沪江大学又聘请早年就读吴淞 中国公学大学 

部、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曾任职国立北平图 

书馆和西南联大、同济大学、湖南大学和中正大学 

等多所国立知名大学图书馆的张树鹄先生任沪江 

大学图书馆主任。 

抗战期间，为安全起见，沪江大学图书馆多年 

珍藏的中西文典籍，化整为零，分置各处；虽经相关 

人员的努力，但仍多有丧失。1946年4月，沪大返 

回杨树浦校址上课后，图书馆存放各处的图书也分 

头运回，加以整理。由于图书、刊物多有损毁，目录 

卡片尤其零乱，故图书馆的整理工作极其繁重。但 

在图书馆委员会的督促指导和图书馆代理主任潘 

甫澄、新任主任张树鹄的带领下，图书馆工作人员 

通力合作，不辞辛劳，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至 

1946年秋季开学时，一些重要的编目图书、杂志及 

各项 目录卡片已整理完毕，图书馆基本上能为师生 

提供阅览与流通等服务了。在复员期间，图书馆增 

加了工作人员(1946年秋季学期为 6人，1947年春 

季学期为7人)，重新设置部门，即分设总务部 、编 

目部和阅览部，同时明确各部、各工作人员的职责， 

故图书馆复员的各项工作(包括新书刊采访、新旧 

图书编 目、整理书库、增设阅览室)之效率得到了 

保障。 

1946年秋图书馆开放阅览以来 ，来馆阅览人数 

大增。据统计，每 日平均到馆阅览者达 690人次， 

尤以晚间来馆之读者为多，以致阅览室原来的 288 

个座位异常紧张，故在阅览室增加大阅览桌 6张、 

椅子 72把，使容纳读者数增至 360人。另外，还将 

原一楼只置放少数报纸的阅报室改为期刊阅览室， 

陈列有中西文新刊共 240种。期刊阅览室后面的 

小房间则辟为国际关系图书馆，专供教职员参考、 

阅览和研讨之用。期刊阅览室和国际关系图书馆 

于 1947年6月6日同时对外开放。阅报处则移至 

图书馆进门的门厅两旁，并添置沿墙站立报架，以 

便师生阅览。另外，图书馆书库容量有限，书架不 

敷，加上图书又未能以合理次序排列，以致书架极 

为拥挤，读者找书费时费力，特别影响图书流通。 

为此，自1946年秋季学期开始，书库逐渐加以整 

理，渐次改进，除设法增加 10只双面书架外，还将 

中西文图书杂志分开排列，已编 目的置前，未编 目 

的在后。图书馆复员期间，以少数之人员，整理多 

年来积压零乱的工作，虽任务繁重，但全体图书馆 

员恪尽职守，黾勉从事，最终使得图书馆各项事务， 

均依照计划，顺利得以推进。l】 

3 馆舍的扩建与“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命名 

沪江大学“图书馆之兴建，刘校长尤感切要。 

故曾竭力募款，乃见其成。方思再 图扩充图书设 

备，熟料夙志未酬，以身殉职。l13]”1938年 4月7日 

上午，刘湛恩校长突遭 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当即 

牺牲。 

1947年秋天，沪大学生人数达到了 1072人，原 

11 1 



王细荣：抗战时的坚持与战后的复员、发展——对 1937—1949年沪江大学图书馆历史的一种考察 

图书馆迫切需要扩大。校长凌宪扬于1947年 10月 

9日致沪大宗教学教授海波士(John Burder Hipps) 

的信中，曾对当时局面进行了描述：“目前有 1000 

多名学生在使用为300人造的图书馆。每天有 715 

人到只有 315个座位的阅览室去找座位。有许多 

人为一个座位要排数小时的队。在期刊室里，每30 

个学生只有一个座位，每个小时都挤满了急着要读 

240种期刊的学生。由于没有阅报室，每天的报纸 

就放在门厅的架子上。必须立刻增加至少 20万册 

书和300种西文杂志。 。’’另外，沪江大学“刘故校 

长逝世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决定向校政委员会 

建议，恳请学校酌办一些事项，具体为：“募款扩充 

图书馆建筑，定名湛恩纪念图书馆；增设专室，设置 

刘故校长所最注重之国际问题书籍，并定名为‘国 

际问题专室’；另辟露天阅览场，为阅读报章杂志场 

合；所有书架，应予更换钢质；向本校及刘故校长之 

中外友人，捐赠书籍刊物；特请名家为刘故校长塑 

像装置馆中，另辟一室布置刘故校长生前所用之家 

具、书籍等，以资纪念。ll 5l”扩建图书馆亦是为完成 

刘湛恩校长的未竞之愿。1947年 10月 8日，凌校 

长在校董会上提交了这一方案，并向他们提议把这 

幢建筑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这个方案最终 

被批准，并要求在馆内设专室陈列刘校长塑像及其 

遗物，以资瞻仰。为此，全体师生和校友又开始在 

国内募捐筹款，并成立“扩建湛恩图书馆募捐委员 

会”，沪江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林天骥为委员会主席， 

校长凌宪扬为执行委员会总干事_】 J。沪江大学音 

乐系主任朱起东博士与学校音乐学会协商，特地举 

办了筹款音乐会。他们组织沪大学生管弦乐队、近 

100人的合唱团、40人的雅乐社及音乐系精英学 

生，经半年排练后，于 1948年 5月 l7、18日⑧假上 

海市中心的兰心大戏院举行“湛恩纪念图书馆筹款 

音乐大会”。演出节目有化学系学生司徒华城(后 

来成为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小提琴独奏，司 

徒华城的妹妹司徒志文(后来留苏并任中央乐团首 

席大提琴手)的大提琴独奏，色彩女高音章珍芳(后 

任中央乐团演员)和被称为“沪江夜莺”的抒情女高 

音程知真等的独唱，俄国钢琴家马果林斯基的高足 

童丽春的钢琴独奏，合唱团及雅乐社的合唱，孙家 

雯、梁瑞开、邵明耀、陈惠民组成的男声四重唱。音 

乐会的压轴节目是朱起东博士特地谱写、沪江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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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咏团演唱、沪大管弦乐队伴奏的《沪江之歌》大合 

唱。该节目“非常精彩，将沪江的各种优点，熔铸一 

炉，和盘托l叶J l'’。 于音乐会节 目丰富，表演质 

量较高，两晚筹得的捐款也颇为可观。 

到 1948年上半年时，预定的300亿法币募捐目 

标已经达到，但因通货膨胀，要达到原来的设计方 

案此时已需 500多亿法币，结果只得先行开工，将 
一 部分不太需要的T程暂缓。图书馆东侧扩建丁 

程由时为(上海)兴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后来成为 

中国当代建筑大师的戴念慈设计，1948年7月 3日 

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奠基礼，是年年底完工，1949年 

3月 26日在沪江大学春运会上举行开幕典礼。至 

此，沪江大学图书馆已成一座完整的晚期哥特式大 

楼，其建筑面积达 2203平方米。图书馆有一个塔 

式的门厅，将原有的建筑连接到同样大小的另一 

翼。图书馆主入口朝北，东西对称。底层东翼为临 

时书库，西翼为期刊阅览室、期刊书库、珍本书库、 

图书编目室、馆长室等；二层东、西两翼均为大阅览 

室，可容纳 1000名学生。扩建后的图书馆华美壮 

丽、气势恢弘，从形式到内部都与 20年前建成的老 

图书馆紧密契合。尤其独特的是，她有 2O多个供 

专门用途的小房间(如高级研究者的小问)和一个 

防火的书库。这座具有西方都铎式建筑风格的“湛 

恩纪念图书馆”大楼(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公共服务 

中心)有两大 目标，即为现在和将来的学生提供更 

好的教育和为殉难的校长建一块丰碑，正如凌校长 

所声明的那样：“母校号召每个曾在沪江大学上过 

学的人加入其中。有些人可以给一扇窗或一扇门， 

有些人可以拿出他的藏书，还有些人可以提供千把 

块砖。如果每个人都献出他的爱心，这幢建筑就会 

更加美丽，因为它代表了沪江子弟对沪江本身和中 

国高等教育的共同挚爱。而且，它还体现了为之所 

建的人——刘湛恩的崇高和功绩 。̈ ” 

“湛恩纪念图书馆”是沪江大学纪念刘故校长 

的正式场所，其塔式门厅内的刘校长油画遗像，令 

人馆之师生驻足瞻仰。济济学子“静坐在这个图书 

馆里缅怀先贤，勤求知识，步这位先贤后尘，立德、 

立行、立言，献身给社会 、国家和整个人类。_】9J”，从 

而使沪江大学图书馆兼具梁启超所倡导的“培养公 

德”和“开启民智”之双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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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9年的沪江大学图书馆，历经抗战时 

期的坚持和战后的复员、发展，虽面临许多困难，但 

学校当局和全体图书馆人众志成城，毅然决然，保 

护了学校的图书资料，保障了全校师生的文献所 

需 ，最大限度地保住了沪大图书馆多年来各方辛苦 

劳作积累下的无形与有形资产(如馆藏的 83525册 

中文图书、48315册的西文图书成为后来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等院 

校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1952年高校院 

系调整后新组建的一些大学图书馆留下了一笔宝 

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如“湛恩纪念图书馆”大 

楼的教化意义)，也为当今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主 

馆——湛恩纪念图书馆作为学校乃至上海市的爱 

国主义教育窗口奠定了历史的基础 ，从而可最大 

限度地弘扬刘湛恩烈士热爱祖国、敬业乐群、不畏 

强暴的精神风范。 

注释 ： 

① 关于沪江大学图书馆早期的发展详情可参看笔者的拙文 

《沪江大学早期的图书馆——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发轫》 

(载《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o12年第4期)。 

② 刘湛恩(1896．12—1938．4)，湖北阳新县人，1922年 8月 

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在南京东南大 

学执教。不久，被聘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 

事，大力提倡教育救国。1928年起任上海沪江大学校 

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 H救亡运动，被推为 

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1938年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 

拒绝出任教育部部长，同年4月 7日在上海遭 日伪暴徒 

狙击殉难，4月 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对刘湛恩的殉国议 

决：“公葬；明令褒扬⋯⋯；查明遗族议恤。”新中国成立 

后的 1984年 ，上海市民政局追认刘湛恩为革命烈 士。 

1985年4月 3日，民政部批准刘湛恩为抗 日革命烈士，并 

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③ 5月 19 H在兰心大戏院还举行过一场为特邀嘉宾(如陆 

士雄)的演出。 

④ 1991年，上海理工大学前身之一的上海机械学院图书馆 

再度被命名为“湛恩纪念图书馆”(关于“湛恩纪念图书 

馆”的历史详情可参看笔者发表在《上海滩>>2OLO年第7 

期上的拙文《“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前世今生》)，著名书 

法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先生题写了“湛恩纪念 

图书馆”匾额 ，供全校师生瞻仰的刘湛恩塑像被安放在 

图书馆大厅。2007年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搬迁到新落 

成的图文信息中心大楼主楼。2009年 l2月 8日，这所新 

图书馆正式挂牌“湛恩纪念图书馆”(顾廷龙先生题写的 

“湛恩纪念图书馆”匾额悬挂在图书馆新馆的大厅里 ，由 

此匾额拓印的“湛恩纪念图书馆”几个大字镶嵌新馆南 

门、西门的门厅上方 )，同时著名文艺理论家 、原上海市 

作协主席徐 中玉先生受聘为 “湛恩纪念 图书馆”名誉 

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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