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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人研究於本學門而言彌足珍貴，其在推動學科沉澱與自省之

際，幫助圖書資訊學人審視學門的人文價值內涵，實現人文理性回歸。本文

從評論錢亞新系列研究成果的內容與價值切入，提出圖書資訊學人研究的一

般取徑與方法。首先，圖書資訊學人研究須重視各類型原始資料的蒐集與整

理；其次，循序漸進開展圖書資訊學人研究；最後，在與圖書資訊先賢跨時

空「對話」的過程中實現自我成長與精神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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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年來，經由海內外圖書資訊學校教育或實務界培養，學界和業界

湧現出一大批致力於事業現代化的重要學人，如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 1861-1931），沈祖榮（1883-1977）、王雲五（1888-1979）、何日章（1893-

1979）、李小緣（1898-1959）、杜定友（1898-1967）、蔣復璁（1898-1992）、

劉國鈞（1899-1980）、錢亞新（1903-1990）、嚴文郁（1904-2005）、藍乾章

（1915-1991）、趙來龍（1916-2008）、沈寶環（1919-2004）、王振鵠（1924-

2019）、周駿富（1924-2017）、張鼎鍾（1934-2010）、李德竹（1935-2011）

等。 

一部學術史，究其本質是學人及其學術活動，以及所處學術環境的總

和（王餘光，2019）。學術的發展，學科知識的增長與更新，離不開該領域

學人的推動。因此可以說，學人研究是構建學術史之基石，對釐清學科發

展脈絡、梳理專業核心知識、明晰學科未來方向均有重要的意義（王餘光，

2020）。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界素來重視圖書資訊學人研究，迄今已有沈祖

榮、王雲五、杜定友、袁同禮、裘開明等較為系統的學人研究。南京大學

信息管理學院圖書館與數字人文系系主任謝歡博士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圖

書資訊學人錢亞新研究，推出了多部重要作品，如《錢亞新別集》、《錢亞

新年譜》與《回歸與傳承：錢亞新圖書館學學術思想論稿》等。 
 

 

錢亞新，江蘇宜興人，出生於 1903 年 12 月 23 日，逝世於 1990 年 1

月 17 日。在圖書資訊學人群體研究中，多將其歸為第二代學人。1925 年

考入上海國民大學圖書館學系。1926 年，在杜定友的支持下轉考並進入武

昌華中大學文華圖書科（前身即武昌文華大學文華圖書科，1929 年獨立成

為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1928 年畢業。 

畢業後，錢亞新入職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負責外文期刊工作。1929

年 8 月，追隨杜定友轉職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任編目主任。1930 年夏，

受沈祖榮之聘，返回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擔任專職教師。1932 年，

改就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前身之一）圖書館，任圖書館主任。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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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錢亞新赴天津任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圖書館主任。1937 年「七

七事變」爆發，南下赴長沙擔任湖南大學圖書館主任。1941 年，接受國立

師範學院聘書，擔任教育系專職講師，講授圖書館學課程，並於 1944 年任

該校圖書館主任。日本投降後，錢亞新在汪長炳（1904-1988）邀請下，改

就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圖書博物館系，講授圖書分類法、漢字排檢法、圖書

館經營法等課程。大陸新政權建立後，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圖書博物館系撤

銷，調入南京圖書館工作，直至退休（謝歡，2021a）。 
 

 

 

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工作是一切研究的基礎。圖書資訊學人研究面對的

資料類型多、範圍廣，部分灰色文獻獲取不易，如學人的日記、信札、未

刊著述及檔案等。有關錢亞新的資料主要有：已刊著述、未刊著述、信札

及檔案。1988 年至 2007 年間，先後有 3 本錢亞新文集問世，分別是《錢

亞新論文選》（吉林省圖書館學會、四川省圖書館學會、成都東方圖書館學

研究所，1988）、《錢亞新集》（錢亞新集編輯組，1991）、《錢亞新文集》

（南京圖書館，2007）。上述文集多以錢亞新學術論文為主。錢亞新晚年

將自己的部分遺稿交給東南大學張厚生教授保管與整理，後幾經輾轉，

為謝歡博士所藏。2011 年，謝歡與錢亞新哲嗣取得聯繫，錢氏後人將所藏

錢亞新未刊文稿、「文化大革命」時期所作詩詞、晚年學術通信及部分工作

學習筆記贈予謝歡（謝歡，2021a）。這些寶貴的資料為謝歡整理《錢亞新

別集》奠定了基礎。 

2013 年，在錢亞新誕辰 110 週年之際，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謝歡

整理的《錢亞新別集》（錢亞新，2013）。全書圍繞圖書館學、目錄學學術

主題，選擇於學術研究有重要參考意義的文章，共分「隨筆‧講話」、「評

介」、「回憶‧總結」、「詩詞」4 個部分，計 366 頁。除正文外，以錢亞新

〈我的自傳〉代前言，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葉繼元教授作序。書後附有

〈錢亞新先生研究資料目錄（初編）〉與〈後記〉兩篇。 

這些資料經過整理，實現了三重蛻變：一是讓灰色文獻變成公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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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使錢亞新相關的資料為整個學術界所共享，推動圖書資訊學史研究；

二是對錢亞新遺存資料加以編排，使之或按照時間發展軸或按照主題有序

集合與排列，為便捷使用錢亞新資料架設了管道；三是額外編訂〈錢亞新

先生研究資料目錄（初編）〉，彙編已有錢亞新研究書目，計 145 條，為使

用者鳥瞰錢亞新研究之現狀與進展提供可能。該書所缺錢亞新學術通信，

幸在《錢亞新年譜》中有所考釋與加強，稍補此處缺失之憾。 

 

學界素來重視年譜，精善的年譜離不開對相關資料「多方考信，詳瞻

精確」（錢仲聯，1998）。年譜是檢索譜主一生活動的簡明檔案，有助於釐

清複雜的線索和脈絡（印永清，2005）。學界為圖書資訊學人編訂年譜者

甚多，但多為簡譜，詳譜所見略少，前有廣州中山大學程煥文《裘開明年

譜》、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沈津《顧廷龍年譜》。謝歡博士所著《錢亞新年譜》

系中國大陸正式出版的為數不多的幾本圖書資訊學人年譜專著之一。 

《錢亞新年譜》詳細記錄了錢亞新從清朝光緒 29年冬至日出生到 1990

年 1 月 17 日離世，88 年的生命歷程。全書主要圍繞 3 個部分，（1）錢亞

新及其家人活動。包括錢亞新出身、求學、工作、成家、配偶及子女活動

情況。（2）錢亞新交遊情況。包括錢亞新與沈祖榮、杜定友、李小緣（李

國鼎之兄）等第一代圖書資訊學人，汪長炳、毛坤、徐家麟、周連寬等第

二代圖書資訊學人，以及彭斐章、謝灼華、黃宗忠、倪波、朱天俊等第三

代圖書資訊學人交往情況。除此之外，還考證了錢亞新與顧頡剛、李辰冬、

唐圭璋、馮玉祥等非圖書資訊學界人士的交往。（3）錢亞新治學及圖書館

實踐活動。這一部分主要梳理了錢亞新學術研究及從事圖書館實踐的情

況，包括不同時期書刊的閱讀、論著的撰寫與發表、參加中華圖書館協會

年會、參與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的制定、編輯《文華圖書科季刊》與

《江蘇圖書館學報》、修訂中圖法等（謝歡，2021b）。 

《錢亞新年譜》篇幅頗鉅，全書共 487 頁，54 萬餘字，除錢亞新 22

歲之前部分年份（2 至 5 歲、8 歲、11 歲、13 歲、14 歲、16 歲、19 歲、

22 歲）有缺，其餘均有記述，愈至晚年，記述愈全。但抗戰時期與大陸「文

化大革命」時期的記敘較為簡潔，或因資料短缺抑或有意迴避，於整書而



在對話中成長：圖書資訊學人研究的取徑與方法──兼評《錢亞新別集》、  
《錢亞新年譜》、《回歸與傳承：錢亞新圖書館學學術思想論稿》  

113 

言，實屬缺憾。全書有：凡例、正文、參考文獻之外，另編有全書索引。

該索引從主題、人名、機構、文獻等維度分門別類編製，在方便讀者引用、

查考全文的同時，也是對數位出版浪潮下鮮有著作編製書後索引的一種反

動，更是對一代索引目錄大家錢亞新的別樣致敬，在近年出版的系列圖書

資訊學特別是圖書資訊學史著作中可謂一股清流。 

後輩圖書資訊學人多有為先進們立傳之傳統，如學會 2003 年出版《圖

書館人物誌（一）》（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2003）、2014 年出版《圖

書館人物誌》（黃元鶴、陳冠至，2014），但作詳譜者甚少。詳譜的問世，

離不開譜主豐富的經歷、較長的生命歷程、存世的相關資料以及作譜者的

持續努力。縱觀歷史進程，學界不乏經歷豐富、生命歷程較長、相關資料

存世多元的前輩學人，如韋棣華、王雲五、沈祖榮、劉國鈞、蔣復璁、張

鼎鍾、李德竹、王振鵠等。但遺憾的是，上述人物均尚無詳譜。由此可見，

詳譜問世最缺乏的是有志作譜者及持續的投入。《錢亞新年譜》從 2011 年

開始蒐集資料，到 2021 年正式出版，作譜者整整投入了十年心血，其用心

之專、投入之深，實乃吾等後輩學人之楷模。謝歡在「後記」引以徐國琦

《邊緣人偶記》的話旁證作詳譜時爬梳資料之苦辛（謝歡，2021b）： 

儘管現在是高科技時代，但檔案研究容不得半點投機取巧，要有恆

心和耐心，更不能一味依賴電腦，要學會順藤摸瓜。我的許多珍貴資料

就是電腦目錄上沒有、檔案館的諮詢專家都找不到的情況下，我用笨功

夫旁敲側擊，用鐵杵磨成針的工夫，慢慢淘出來的。急於求成和想走捷

徑是檔案研究的大忌。 

 

《回歸與傳承：錢亞新圖書館學學術思想論稿》是基於謝歡 2016 年

博士論文修改後出版的專題研究錢亞新圖書館學學術思想的著作。全書共

264 頁，約 40 萬字，計 7 章，分別是：緒論、錢亞新生平及學術分期、錢

亞新索引思想研究、錢亞新圖書館教育思想研究、錢亞新圖書館經營管理

思想研究、錢亞新目錄學思想研究、錢亞新圖書館學學術思想評價，另有

參考文獻、附錄一：錢亞新論著編譯系年、附錄二：錢亞新未刊《大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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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組的理論與實際》研究、附錄三：錢亞新家人、學生訪談札記，索引、

後記等。 

當前的學人研究多從群體或個人維度開展，如圖書資訊學人代際研

究、文華圖專學人研究、沈祖榮研究、杜定友研究、袁同禮研究、裘開明

研究、韋棣華研究、戴志騫研究等。上述研究群體主要聚焦於初代學人研

究，對第二代特別是未留洋的本土學人缺乏足夠的研究。 

《回歸與傳承：錢亞新圖書館學學術思想論稿》在掃描圖書資訊學人

時空背景、學術成就的前提下，將錢亞新定位為學術譜系中的二代學人。

拋棄當前「切片式」學人研究之法，較為系統、全面研究錢亞新圖書館學

學術思想；拋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之傳統，直面錢亞新

之學術思想成就開展學術批評。該書在拓展圖書館學人研究空間、深化圖

書館學學科記憶、促進圖書館學學術創新、促進圖書館學研究本土化進程、

增加圖書館學研究人文關懷（謝歡，2021a）之外，進一步推動研究者依託

學人研究來重新審查圖書資訊事業及學科的發展歷程與脈絡。 
 

 

 

圖書資訊學人研究離不開原始資料。這些資料類型眾多、館藏分散且

為數不少的資料並無詳細的書目資訊，這給圖書資訊學人研究設置了天然

障礙。有時，典藏單位（特別是檔案館）的人為規則的設定也會造成研究

者取用資料受限，雖然有時這些規則主要是出於對資料的永續保存與利

用，但也不乏實為人力與資金短缺等諸多因素所掣肘。鄭錦懷（2021）在

《「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之皇后」韋棣華研究》談及： 

由於研究平台與文獻渠道的限制……筆者多次通過電子郵件跟美國

聖公會檔案館進行聯繫，可惜對方規定研究者必須進行預約，然後到館

查檔。 

謝歡在《錢亞新年譜》「後記」（謝歡，2021b）中也隱晦提及： 

除了圖書館之外，我到訪過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江蘇省檔案館、

湖南省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南京大學檔案館、宜興檔案館等檔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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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同仁，雖然其中不少都增加了我一些不愉快的經歷，但多少還是得感

謝一下他們的工作！ 

有時，原始資料的留存也得益於圖書館學人本身。錢亞新是一位有史

料意識的圖書館學家、目錄學家。他一生敬惜字紙，幾乎精心保存了自己

一生中全部文字作品。除此之外，還保存了大量照片史料及其它相關重要

史料（學術通信、詩歌隨筆等），如保存了多份其時任湖南大學圖書館主任

時的圖書館工作報告（1937-1940 年）等（王啟雲，2017）。 

對於錢亞新留存的大量原始資料，中國大陸圖書館學界展開了「資料

蒐集與整理」接力賽跑。四川省圖書館學會、南京圖書館、張厚生、謝歡

等人先後整理出版《錢亞新論文選》、《錢亞新集》、《錢亞新文集》、《錢亞

新別集》。1982 年，張厚生在《圖書館學研究》第一期發表〈錢亞新論著

編譯簡目〉（張厚生，1982），首開錢亞新著述研究之先河。1991 年，江

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錢亞新集》（錢亞新集編輯組，1991），收錄了盧子

博撰寫的〈錢亞新學術思想述評〉、邵延淼撰寫的《錢亞新小傳》、錢亞新

論著選編（共計 25 篇）、邵延淼撰寫的〈錢亞新年譜簡編與論著系年〉等

文，全書另附〈錢亞新先生未發表的著述目錄〉。該文集在對錢亞新生平、

學術思想、著述有所整理與總結之外，還將其未發表的著述予以彙編，對

學界開展錢亞新研究有極大助益。 

 

循序漸進的研究方式是開展圖書資訊學人研究的最佳「終南捷徑」。從

豐富全面的資料入手固然可取，但現實則是更多的圖書資訊學人研究僅僅

取自部分、斷裂的資料，這對於非圖書資訊史或圖書資訊學人史研究專長

的研究者而言，這一舉措無可厚非且也是較為實際的考量。比如在圖書資

訊學人榮退、誕辰等紀念性場合的研究論文，多屬於此。 

若研究專長為圖書資訊史或圖書資訊學人史，其研究歷程可多從積累

研究資料開始起步，「上窮碧落下黃泉」四處蒐集，輔以科學的方法加以整

理。數年來，圖書資訊學界以研究主題、機構、人物、事件等彙編整理了

諸多研究資料，如在東海大學圖書館創館 60 週年之際，彙編整理的《東海

圖書新館籌建與自動化的推動者：鄭得安館長紀念專輯》（謝鶯興，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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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圖書館的新生與蛻變》（謝鶯興，2015b）、《圖書館同仁著作目錄彙

編》（謝鶯興，2015c）。為紀念毛坤先生彙編整理的《毛坤圖書館學檔案

學文選》（梁建洲、廖洛綱、梁鱣如，2000）、《毛坤先生紀念文集》（黨躍

武、姚樂野，2010）、《檔案經營法》（毛坤，2013），紀念王振鵠先生九

秩華誕彙編整理的《臺灣圖書館事業文集》（王振鵠，2014a）、《王振鵠教

授九秩榮慶論文集》（王振鵠教授九秩榮慶籌備小組，2014）、《書緣：圖

書館生涯五十年》（王振鵠，2014b）等，紀念滕固先生的《被遺忘的存在：

滕固文存》（滕固，2011）等。其次是從某一角度開始較為零散的研究。謝

歡在出版《錢亞新年譜》、《回歸與傳承：錢亞新圖書館學學術思想論稿》

之前，陸續發表了〈家人眼中的圖書館學家─錢亞新先生〉、〈學術創新源

於濃烈的興趣與執著的追求─錢亞新先生索引思想研究〉、〈許培基夫婦記

憶中的錢亞新先生〉、〈再談我國第一部現代索引專著〉、〈錢亞新兒童圖書

館思想研究〉、〈錢亞新聯合目錄思想研究─兼與毛坤聯合目錄思想比較〉、

〈錢亞新與中國近代師範院校圖書館學教育〉、〈錢亞新與周連寬往來書信

釋證〉等文。這些研究多為片段的、主題式的、非系統性的研究，但也正

是基於多樣的前期研究最終匯流而成《錢亞新年譜》、《回歸與傳承：錢亞

新圖書館學學術思想論稿》。一般的路徑可歸納為三：其一，彙編整理研究

書目與資料，如文集（選）、書信考釋、口述歷史訪談記錄、檔案編纂；其

二，開展片段研究；其三，逐步開展深化、系統性研究，如年譜研究、學

術思想研究、人物傳記或評傳等。 

 

圖書資訊學人研究不是「歌功頌德」式的威權樹立，更不是人為製造

「學術領袖」式的學派或觀點流派的對立與緊張。圖書資訊學人研究有助

深化學人的學科記憶，在增加學科感情的同時，提高學科認同感。通過閱

讀先進的著作和先進們展開對話，在進行學科自省的同時檢驗我們現有的

知識和觀點，經過先哲檢驗後的知識與學術觀點也更容易實現學術創新

（謝歡，2021a）。 

圖書資訊學人研究在構建學科記憶與認同、推動學術創新的「淑世」、

「致用」的表現外，也潛移默化影響了研究者的成長道路。謝歡在《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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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承：錢亞新圖書館學學術思想論稿》中，將錢亞新定位為「狐狸型」

學者：有著敏銳的學術洞察力，能及時捕捉學界的熱點，在多個研究領域

開花結果。梳理錢亞新的治學方式來看，在杜定友的指導與建議下，錢亞

新注重對國外成果的引介與翻譯，雖關注多個圖書資訊學研究領域，但是

從宏觀上來看，這種投入是持續的、專注的。錢亞新從 1925 年開始圖書資

訊學的學習與研究工作開始，一直到 1987 年 6 月方正式退休，持續投入

62 年。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依舊忙於著書立說、培育新人，積極發揮餘熱。

其論著編譯逾 362 種（謝歡，2021b），為數不少的作品在時代洪流的席捲

之下散軼，其所著《索引和索引法》被視為中國現代第一部索引著作，亦

可成為一例證。謝歡在研究錢亞新的過程中，亦有成長為一名「狐狸型學

者」的傾向，致力於圖書資訊（學）史、圖書資訊事業、圖書資訊學基礎

理論、歷史文獻學、海外中國文獻、館藏資源建設等領域研究，翻譯出版

2018 年巴特勒的《圖書館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2022 年威甘德的《美國公共圖書館史（Part of Our Live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出版散文集《吟嘯徐行》（謝歡，2016）

等。不同時空的兩代學人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了實現了價值傳承，彰顯了圖

書資訊學人研究的潛藏之力。 
 

 

圖書資訊學人研究的取徑與方法絕不囿於本文所提，如藉由群體之合

作進行圖書資訊學人研究及總結。在史料蒐集與整理的過程中，可建置專

題資料庫，在推動史料蒐集、分享的同時，加大學科行銷。如效仿政治大

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建置之臺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先導計

畫，該資料庫包括臺灣圖書館界大事記、圖書資訊學教育、圖書館人物與

各類文件等，是學人研究臺灣圖書館事業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庫。  

圖書資訊學素有重視學人研究之傳統，但近年來隨著大學評鑑與學科

評鑑的加劇，學界的研究取徑多趨向於技術面與實證研究面，而以傳統文

獻研究與歷史研究為主導的學人研究日漸式微。技術化、實證面向的研究

不斷推動圖書資訊學門走向正規化與程式化，也推動了圖書資訊事業的現

代化發展。呼籲加強圖書資訊學人研究，不是將其與當前主流研究取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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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元對立，而是要在圖書資訊學和圖書資訊事業飛速發展的同時進行學

科沉澱與自省。藉助學人研究審視圖書資訊學的人文價值內涵，呼喚圖書

資訊學人的人文理性回歸。 

 

（接受日期：2023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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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s is precious in this 

discipline. Apart from promoting the refinement and reflection of the discipline, it 

helps scholars to examine the humanistic values of the discipline and to achieve the 

return of humanistic rationality.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Qian Ya-xin’s 

past studies and proposes the general approaches and method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pioneering scholar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irstly, explor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s should place emphasis on the collection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RCID 0000-0001-7018-6419 
Principal author for all correspondence E-mail: zy_shu@126.com 

 MA Student,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E-mail: yiqian.wang905@outlook.com 



Growing in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and Methods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 Research: Comment on Qian Ya-xin’s Individual Collection,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Qian Ya-xin and The Study of Qian Ya-xin’s Academic Thoughts  

121 

organization of a variety of primary materials. Secondly, scholars should develop 

their studies step by step. Finally, scholars could achieve self-growth and spiritual 

inheritance by having “dialogue” across time and space with pioneering scholar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Keywords 

Qian Ya-xin, Chronological life, Academic thoughts, Histo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 
 
 

Summary  

Introduction 

Scholar research is the basis to construct academic history, presenting 

significant meanings to clarify subject development context, comb professional 

core knowledge, and clear future directions of subjects. Nanjing University 

Library and Dr. Xie Huan, Chair of Depart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have 

devoted to Qian Ya-xin research and propose several important works, such as 

Qian Ya-xin’s Individual Collection, A Chronological Life of Qu4ian Ya-xin, and 

The Study of Qian Ya-xin’s Academic Thoughts. 

Qian Ya-xin and the Affairs 

Qian Ya-xin (1903-1990) was born in Yixing, Jiangsu. After graduating 

from Department of Boone Library of Central China University in 1928, he 

engaged in library management or teaching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Boone Library School, and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Museum Science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Education College,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Nanjing Library till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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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ontent and Value of Works 

Main Content and Value of Qian Ya-xin’s Individual Collection 

Qian Ya-xin’s Individual Collection was publish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in 2013. The book, total 366 pages, collected unpublished articles of Qian Ya-

xin’s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and bibliograph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presented the following meanings. (1)It allowed grey literature becoming public 

publication to have Qian Ya-xin related data be shared in academia. (2)Qian Ya-

xin’s left data we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imeline or topic ordered set and 

arrangement to set up the channel for conveniently using Qian Ya-xin’s data. 

(3)The extra edition, Qian Ya-xin research directory (preliminary edition), 

compiled existing bibliography of Qian Ya-xin research to provide possibilities 

for users overlooking the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Qian Ya-xin research. 

Main Content and Value of A Chronological Life of Qian Ya-

xin 

A Chronological Life of Qian Ya-xin recorded Qian Ya-xin’s 88-year life in 

detail, involving (1)Qian Ya-xin and the family activity, (2)Qian Ya-xin’s friend 

making situation, and (3)Qian Ya-xin’s pursuit of studies and library practice 

activity. The total 487-page book contained more than 540 thousand words. 

Except the lack of some years before Qian Ya-xin aged 22, the rest was 

described,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old age was complete. Nevertheless, the 

description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were simple, possibly because of data shortage or 

intentional avoidance; it was a pity. 

Main Content and Value of The Study of Qian Ya-xin’s 

Academic Thoughts 

The Study of Qian Ya-xin’s Academic Thoughts, a project writing studying 

Qian Ya-xin’s library science academic thoughts, covers 7 chapters, with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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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pages and about 400 thousand words, and involves in th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the life, academic periods, index thought, ideology on library 

education, library management thought, bibliography philosophy, and library 

science academic thoughts. 

Under the premise to scan the time and space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s, Qian Ya-xin was 

positioned in The Study of Qian Ya-xin’s Academic Thoughts as the second-

generation scholar in academic pedigree. Getting rid of current “sliced” scholar 

research, Qian Ya-xin’s library science academic thoughts was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studied. Getting rid of the tradition of “avoiding 

mentioning the names of those respected, those familiar, and those seniors”, 

academic criticism of Qian Ya-xin’s academic thoughts and achievement was 

developed. 

Approaches and Methods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 Research 

Stressing on the Collection and Sorting of Original Data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 resear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original data. Such data presented numerous types and disperse collections, and 

many data did not have detailed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It resulted in the 

natural barrier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 research. Artificial 

rule settings in collection units sometimes would restrict researchers’ data 

access. Such rules might aim to sustainably preserve and utilize data, but were 

trapped by manpower and capital shortage. 

Develop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 
Research Step by Step 

The research process on histo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 

research contained (1)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bibliography an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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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velopment of fragment research, and (3)development of deepening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step by step, e.g. research on chronological life and 

academic thoughts. 

“Growing” in “Communication”: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 of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 research could help deepen 

scholars’ subject memory to enhance subject emotion and subject identity. By 

reading advanced people’s writings and dialoguing with advanced people, 

existing knowledge and perspectives were inspected during subject reflection. 

It would be more easily to realize academic innovation through knowledge and 

academic perspectives being inspected by sages. 

Conclusi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resents the tradition to emphasize scholar 

research. Along with aggravated university evaluation and subject evaluation, 

research approaches in academia tend to technolog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Scholar research oriented by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is declining. It is appealed that the reinforce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 research is not the binary opposition to mainstream 

research approaches, but precedes subject precipitation and reflection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business. To call the retur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lars’ humanistic rationality by inspecting 

the humanistic value and cont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rough 

schola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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