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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曾经有一句古谚：“崇尚智慧、珍视传统的民族永远不会消逝，也永远不会堕落。
”减哉斯言。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些民族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叱咤风云，但因为忽视了智慧与传统的力量，所
以他们往往湮灭在历史的变迁之中。
无论是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还是横扫欧洲大陆的匈奴骑兵，似乎都逃不过这一定律。
　　相反，有一些文明看似已经在文明史中消逝，却永远存活在人类的血脉之中。
希腊，一个已经被冠之以“古希腊”——标志着它已经与近代隔绝的国度，在一千多年之后，被文艺
复兴的战士们重新搬上了历史舞台，并且成为新文化的旗帜。
　　这就是智慧与传统的力量。
　　对智慧的推崇、对传统的珍视，虽然是一种抽象的意识与精神，但也有其实在的载体，那就是书
籍与图书馆。
崇尚智慧与珍视传统的表现，正是所谓“薪尽火传”的执著：从结绳记事到钟鼎铭刻，从口耳相传到
竹简著书，从“藏之名山”到刊刻流传，从海内孤本到数字阅读⋯⋯古人的智慧，古人的精神，就这
样被一字一句记录下来，代代相传。
也正因为如此，一种文明才会带上传统的烙印，拥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要了解传统，就要通过图书；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就要了解图书馆。
通过图书，我们可以与古人对话，可以将古人的智慧与现代相连接；而推开图书馆的大门，我们将穿
越传统与现代的时空隧道，了解每一本书的历史，了解图书馆收藏这些书籍的过程，了解一个图书馆
的学术与文化精神，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地体验过去、感受现在、勾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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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图书馆里探索那无穷无尽的思想资源，我们可以发现和汲取有益的精神财富；在图书馆里阅读，我
们可以探究到文明的轨迹，收获历史深处的智慧。
从古至今，图书馆保存和承载了人类思想和智慧的光荣与梦想，见证了人类文明的曲折与辉煌，它严
谨而有序地记录着人类每一个向前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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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传承——文化苦旅中的绿洲　　思想的断续：人类精神的坎坷之途　　思想从产生与传
播至形成一定的规模，都是具有偶然因素的。
而在其中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就是图书馆。
自图书馆出现之日起，图书馆就在时间、空间上架起了保存和传播思想文化的桥梁。
通过图书馆对于典籍的系统化整理和保存，这些闪耀着思想火花的著作，才能世代流传，对后世产生
巨大影响。
　　典籍作为一种记录知识的载体，一经出现，即受到有意识地保护。
典籍作为文明的结晶，不仅仅是同时代人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更重要的是，典籍的保存
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最初，对于典籍的收藏，应该是私人性质的、小范围的。
渐渐地，收藏的范围就扩展到各个领域的有价值的文献，而且，使用这些文献的人，不再限于收藏者
本人，这样，图书馆就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
在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和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就已经有了经过组织编排的档案，即真正意义的图书
馆。
图书馆的兴衰存亡，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当社会有序发展时，图书馆也会随之发展，而当社会动荡、王朝更替时，图书馆也极可能首当其冲遭
到破坏。
因为馆藏的档案、文献所传递的思想，未必是新王朝所需要的。
然而，图书馆的破坏，典籍的损伤，都动摇不了图书馆观念本身的确立。
　　真正有规模且有影响力的，应该是官方图书馆。
这类图书馆具有私人藏书所不具备的很多优势条件。
中国古代，从商周时期起，已经有了对于档案典籍的系统化保存。
殷商时期对于甲骨的保存，应该是从事王室记事的史官，或者从事宗教事务的巫师，他们收集各种甲
骨，磨制加工，用于占卜。
遇到征伐、祭祀等活动，先进行占卜，然后将卜辞刻写在甲骨上，收藏起来。
这些甲骨上有的刻有占卜者的名字，有的刻有经管者的名字。
这些线索无一不说明，商周时期已经有了初步的藏书活动，甲骨被有意识地收藏于固定的地点，有专
人负责，长期保存，用以流传后世。
在《吕氏春秋》中就有商周朝代更迭之时，史官带着档案文件出奔的记载。
负责保存文件的史官，应当就是职业的图书管理员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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