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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交流论丛》

前言

　　这一册文集为作者过去所发表有关中美及东西文化交流的论文、报告和杂著等汇集而成；其中所
述大都是记录中美两国和东西双方的文化关系以及中国和东亚语文图书及资料在欧美各地收藏的情况
。范围虽也涉及人物和其他活动，但都环绕“东西文化”这一主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作者不仅
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参加了一些学术交流的实际工作。关于前一主题，作者曾将有关“
书史”的论文及杂录辑成《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一册，于199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2002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发行增订本。本集所收主要为有关东西文化交流及中美学术交往之作，
因此就以这一主题命名此集。　　书中所选论文及杂录虽非系统的撰述，但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类：第
一类皆为“东西文化交流”之记述，尤其对中美两国间早期及近年的交往，增进彼此了解，都有详细
的记录和分析。第二类为“欧美书藏概况”，对美国和欧洲所藏中国及东亚语文资料加以有系统的介
绍，可了解海外对中国及东亚地区研究的一般情况。第三类为“中外人物怀念”，为作者对多年来在
国内外所交往的几位师友的怀旧与纪念；他们都是国际知名人物，其生平事迹也是中外学术交流中的
一页，可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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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交流论丛》

内容概要

《东西文化交流论丛》中所选论文及杂录虽非系统的撰述，但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皆为“东
西文化交流”之记述，尤其对中美两国间早期及近年的交往，增进彼此了解，都有详细的记录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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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存训，1910年1月11日（农历己酉年十二月初一日） 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
    学历经历：南京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 文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博士。曾任南京金陵女子
大学图书馆代理馆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图书馆南京分馆及上海办事处主任；美国芝
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兼图书馆学研究院教授、远东图书馆馆长，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现任芝加
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英国李约瑟科技史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美国
中国出版服务公司董事长。
    名誉职务：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中国及亚洲内陆理事会第一届理事，美国图书馆协会亚非组理事，美
国东亚图书馆协会主席，国际东方图书馆协会顾问，美国教育协会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顾问，美国中
西部中国留美同学会会长；伊朗国家图书馆顾问，台湾中央图书馆顾问，中国国家图书馆顾问，中国
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顾问，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等。
    荣誉奖状：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美国科学基金会、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
剑桥大学及李约瑟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奖助金；中国教育部杰出服务奖状和奖金；北美东亚图书馆协
会、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杰出服务奖；芝加哥大学杰出校友奖，中国国家图书馆荣誉奖状，《人民日
报》海外版‘世纪之光’荣誉奖状，美中政策基金会终身成就奖；并被选入芝加哥市荣誉市民名人堂
。
    著作研究：中、英、日、韩文本《书于竹帛》、《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英文本《中国书
目解题汇编》、《古代中国论文集》、《区域研究与图书馆》，及中文本《中国古代书史》、《中国
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中美书缘》、《东西文化交流论丛》等专书
十余种，和有关历史、传记、图书目录学、造纸印刷史、中外文化交流等学术论文百余篇；以及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使者》月刊特约以15种语文发表的论文一种。著述评论见：别立谦（北京大学硕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1998年6月） ；附录。
    生平小传：见英文本《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国际学者指南》、《美国名人录》
、《英文中国年鉴》，中文本《中国人物志》、《中国文化名人录》、《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
》、《世界华人精英传》、《美国中国学手册》、《北美汉学家辞典》等2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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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许多课本中对亚洲的评价，既没有眼光而又肤浅。亚洲的故事通常都被描写成落后的大陆
，西化才意味着进步。而工业的不发达，好像就等于亚洲在各方面都落后。有一本书这么说：“美索
不达米亚、埃及甚至中国曾有他们自己的文明。”这意味着中国文明不能和西方文明相提并论。许多
插图，完全从旅游观光的立场着眼，特别注重奇异的风土人情，或不寻常和不合常态的景象，许多是
完全过了时的。一本教科书的著者说：“我们觉得中国人比埃及人、巴比伦人或印度人都难于了解。
”另一个又说：“中国人的语言这么怪，他们的社会风俗与我们的如此不同，他们的土地又离得这么
远，因此，中国人实在太难以了解。”再有一位又说：“日本与此情况略同，代表着与我们截然不同
的东方型式。”如此特别强调别国的土地、人民和风俗的怪异，每使青年们抱着畏缩不前的态度去认
识这些他们原打算探索的国家。而且这些叙述的精确性，也实在大有问题。教科书内对亚洲论述的不
当，不仅要归罪于著者和出版者的无知，而那些常被用来作为著书根据的失实而陈旧的资料尤该谴责
。这些资料有些已是19世纪或20世纪初写成的，常常难免于歧视、错误和偏见。这与17、18世纪间耶
稣会传教士所写的报告又很不同，那些作品曾使欧洲人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传教士和旅游者的作品，却大部分都充满肤浅、曲解和对亚洲人民傲慢的
态度。运用此等资料时，若不能加以批判性的检讨和健全的判断，则极易产生这种过分简单的结论和
错误的论断。而这些论述反映在一般教科书的内容中，因此却被一般美国人所接受了。　　⋯⋯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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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图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生命线。
2、在这本书里终于找到钱教授关于“封泥”的具体说明，而这个说明来得如此不容易——原来他在
写作《书于竹帛》的时候，竟然压根没见过封泥的实物，全凭臆想写得那部大书。 
　　书中有两篇文章甚合吾意，一是同治年间中美书籍有过一次交换，二是抗战期间北图古籍善本秘
密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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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这本书里终于找到钱教授关于“封泥”的具体说明，而这个说明来得如此不容易——原来他在
写作《书于竹帛》的时候，竟然压根没见过封泥的实物，全凭臆想写得那部大书。书中有两篇文章甚
合吾意，一是同治年间中美书籍有过一次交换，二是抗战期间北图古籍善本秘密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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