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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图书馆成立于1928年。当时叫“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指的是中文图书，“和”指的是日文图书，故其英文名为Chinese-Japanese Library。这个汉和图书馆隶属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所以前面有学社的名称。这个学社隶属哈佛大学，但它又是在马萨诸塞州独立注册的基金会。基金来自查尔斯·霍尔(Charles Hall,1863－1914)的赞助，他是一个化学家和制造商，是生产铝的先驱。他留下遗嘱，捐赠了一大笔钱给学社。学社的首要目的是在亚洲推进高等教育，特别是促进对亚洲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学社为什么叫哈佛燕京？因为它是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共同出力建立的。成立汉和图书馆是为了在哈佛大学推动一场“东亚研究计划”的进展。学社希望通过这项计划能够不断得到专业人士向其提供咨询。学社也希望这项东亚研究计划会使东亚的学者有机会到哈佛大学来，同各国学者在广泛的学术范围内进行接触，通过这种接触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早在汉和图书馆成立之前，哈佛大学从1879年起就开始收藏中文图书。当年，有一批从事对华贸易的波士顿人聘请了一名来自中国浙江宁波的中国学者戈琨化（Ko K’un-hua，卒于1882年）到哈佛大学来教中文。这是中文第一次列入哈佛大学的正式课程。戈氏和他的家属到达坎布里奇时备受尊崇。哈佛大学为新来的中国学者购买了教学需要的一小批中文图书。这批中文图书是哈佛学院图书馆得到的第一批东亚文字的书籍。戈琨化去世后3年，哈佛大学获得了他从中国带去的藏书。1914年，两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服部宇之吉（Hattori Unokichi，著名的汉学家）和姊崎氏（Anesaki Masaharu，著名佛教学家）到哈大讲学，赠给哈佛学院一批日本出版的关于汉学和佛教的书籍。这是哈佛学院图书馆收藏日文图书的开始。

写到这里，笔者要解释一下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区别。我第一次在阅读英文书籍遇到这两个名称时也分不清它们之间的区别，曾请教一位在哈佛大学教中国历史与文化课的中国学者，他也分不清。后来我问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的一个中学同学，他是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他说，哈佛学院是指哈佛大学的本科部分，哈佛大学则包括其它学院及其它部门。这个解释是合乎逻辑的，不过，笔者在阅读一些文章资料时发现有些作者，包括美国人，在使用哈佛学院和哈佛大学这两个名称时并不总是分得清清楚楚的。这时读者就要根据上下文判断其确切的含义。

到了1928年，哈佛大学已有4526册中文图书和1668册日文图书。这些书便由怀德纳图书馆(Wideer Library)移交给了当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当时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著名藏书家裘开明博士(Alfred Kaiming Ch’iu)被任命为汉和图书馆的馆长。他在一年前已经开始为这批图书分类编目录。

有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财政支持和裘博士的目录学专业知识，再加上在北京的燕京大学的帮助，汉和图书馆的藏书数量迅速增长，10年之后便达到11万余册，为原来册数的18倍。虽然图书馆最初收藏汉文和日文的图书，重点放在人文科学上，但哈佛大学后来增加了有关东亚的课程，也就导致图书馆藏书范围的扩大，添置了藏文、蒙文、满文出版物，也增添了西方文字的专著和期刊。1951年开始收藏朝鲜文（即韩文）书籍。1973年又增加越南文图书。在二战结束后的年代里，社会科学类的出版物受到了更多的注意，60年代中期以来对这类出版物的收藏大大地加快了。因此，原先人文科学著作一度占压倒优势的一批藏书逐渐演变为一座学术研究图书馆，它包括了所有学术领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东亚资料。

1965年，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改为“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 brary)以便更准确地反映图书馆在藏书范围扩大后的性质。改名后的图书馆仍然由哈佛燕京学社管理。1976年起改由“哈佛学院图书馆”领导。

据1994年1月统计，哈佛燕京图书馆有藏书81.5万多册，其中汉文图书46.1万册，日文图书21.94万册，朝鲜文图书8.1万册，西方文字图书3.75万册，越南文、藏文、蒙文和满文图书共1.6万册。哈佛燕京图书馆还订有1.36万多种期刊、600多种报纸，收藏了4.6万多卷微缩胶卷和1.36万全片微缩胶片。

从总体上说，各种文字的藏书有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全面涉及使用该文字的国家的历史、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和美术，并为研究该国近代和当代各类社会科学提供资料。然而，每一种文字的藏书又有各自的特点。

中文藏书的强项是：地方志（3858种，据哈佛燕京图书馆现任馆长吴文津博士统计，系中国大陆收藏的地方志总数的46%）、丛书（1500种）、明代和清代的个人著作、善本书（12世纪至19世纪）、供研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使用的第一手与第二手资料以及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第一手及第二手资料。

日文藏书的强项则是历史、文学和日本近代及二战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学。藏书中还有一套6500册的Petzold佛教藏书(PetzoldBuddhist Collection)，包括许多从1600年至1867年间出版的书和约200种14世纪以来的手稿。日本研究汉学的著作也很齐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学者研究汉学的著作是用中国文言文写的。明治时期(1867—1912)的书籍拍成的微缩胶卷有1.5万卷，这是美国国内唯一的一套。

朝鲜文藏书中有独特的一批17世纪以来的家谱和政府考试的花名册。传统版式的个人作品也是它的强项。可供研究二战后南北朝鲜发展情况参考的资料也颇齐全。

满文藏书中引人注目的为满文和满汉文对照的小说，包括《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金瓶梅》。《满汉合璧西厢记》有4个不同版本，二刻二抄。《合璧聊斋志异》二部，均道光年间刻本。《水浒传》为满汉文抄本，汉字为行书体。《三国演义》有两部，皆为满文抄本。《东周列国志》计20册，满文抄本。《满汉合璧金瓶梅》，清初刻本，存二册，为第十七至十九回、第六十三、六十四回（此刻本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有全帙，为100回，40册，左满文，右汉文）。除小说外，还有《易经》、《春秋》、《孙子兵法》、《二体文鉴》、《经文成语》等经典著作和参考书。政府档案、历史文献也不少，如《皇册存底》、《正白旗档册》、《正黄旗蒙古头甲各佐领档册》、《宗室王公章京世袭爵秩册》、《大清雍正七政经纬度时宪书》等。满文书中值得一提的还有1708年宫廷版满汉蒙藏4种文字对照的词典和1943年日本东京东方图书馆照相平版印刷的这本词典（以手稿为蓝本），这部日本人翻印的词典里还增加了第五种文字——土耳其文。

藏文藏书中有一些藏文佛经单行本、词典和语法书；有1700年、1732年和1933年出版的三种稀有的《三藏经》版本。此外还收有逃亡印度的西藏人的著作。

蒙文藏书中有1724年在北京出版的罕见书。大多数则是木刻的蒙汉或汉蒙对照的词汇表和汉文经典著作的蒙文译本。

越南文藏书中包括一大批19世纪出版的，用中国文言文写的越南历史、法律、政治制度和佛教书籍。

西方文字的藏书包括所有谈论东亚的重要专著和期刊。还有过去和现在的东亚文学作品。还有像《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和《华北日报》(The North China Dai lg News)这类重要报纸的完整的微缩胶卷档案。西文书中还有一些俄文书。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中有特色的还有：中国二十五史的基本数据全文；中国云南省纳西族象形文字的书（有600余册，大小不一，分装在10余个大木盒中。这些文字的简单笔划是描绘物体和动作的语言符号。这种象形文字和人类最初创造的象形文字是相同的。对于人们今天研究文字的起源以及与其它象形文字作比较研究，都有很大的价值）；中国的摹拓本；岭南大学（原校址在广州的教会学校）董事会从1884年至1952年的档案；基督教会的中文出版物，包括用不同方言翻译的圣经；个人的文集，包括中国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多年来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其它教会活动有联系的费吴生(George Fitch)、作家和越南问题专家约瑟夫·巴庭格(Joseph Buttinger)等人的文集。图书馆最近还获得了著名摄影家赫达·莫里森(Hedda Morrison)的影集。

图书馆还藏有家谱200余部，仅少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在美国排第二位。其中一些为未刊稿本，如乾隆《梯山汪氏族谱》、咸丰《荻溪章氏支谱》；抄本有13部，如乾隆《碧凤顾氏支谱》、道光《连平颜氏宗谱》、光绪《漩溪李氏宗谱》等。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在美国也排第二，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但它所藏抄本图书却是全美第一，其中一些属于稿本，有的可能还未刊刻，如清朝丁日昌的《炮录》。

该馆善本中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有两册《四库全书》的手稿本，其中一册的内容是唐代文学家骆宾王的作品。西方国家的任何其它图书馆都未曾宣称藏有《四库全书》的手稿本。

善本书放在善本书库内，最珍贵的则放在善本书库旁办公室的大保险柜内。其实，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普通书库里，也“混”有不少善本书，如明万历刻本《袁中郎批唐伯虎汇集》、清道光刻本翁方纲的《复初斋文集》。

由于书目太多，先贴出部分目录，欢迎大家索取目录，这是其中的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特藏  集部（185g）的部分目录：

昌黎先生集40卷,外集10卷,遺文1卷,集傳1卷 韓愈撰;廖瑩中集注;李漢編.徐時泰東雅堂,[明,1465-1620]20册.pdf

楚辭2卷.烏程閔齊伋,三色套印本 明萬曆庚申[48年,1620]2册.pdf

楚辭集註 8卷 朱熹撰;張肇林[旭]校讐.明,1465-1620 2册.pdf

楚辭章句 17卷 王逸章句;劉向編.吳門 白玉堂,[明,1465-1620]4册.pdf

楚辭章句 17卷,附錄1卷 王逸章句;劉向編;陳深批點;凌毓枬校.凌毓枬,[明,1465-1620]2册.pdf

楚辭章句17卷,附錄1卷 王逸章句;劉向編集;馮紹祖校.[明,1465-1620]4册.pdf

楚辭章句17卷,附錄1卷 王逸章句;劉向編集;馮紹祖校. 武林馮紹祖觀妙齋,明萬曆丙戊[14年,1586]8册.pdf

鼎鐫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8卷 袁宏道精選;張鼐校閱;丘兆麟参補;吳從先解釋;陳萬言彙評.金陵鄭思鳴奎璧堂,[明,1465-1620]4册.pdf

鼎鋟百名公評林訓釋古今奇文品勝5卷 孔貞運編選;曽楚卿校閱;丘兆麟参訂. 明天啓[1621-1627]5册.pdf

東坡集16卷 蘇軾撰;李贄選評.明萬曆 [1573-1620]12册.pdf

東坡文選[20卷 蘇軾撰 鍾惺定].閔氏,萬曆庚申 1620 8册.pdf

東坡先生全集 75卷 蘇軾撰.[清,1736-1861]32册.pdf

東坡先生詩集註 32卷 蘇軾撰;王十朋集纂;項煜訂正.明萬曆 [1573-1620]8册.pdf

杜工部集[50卷;文集 2卷;外集1卷] 杜甫撰.古歙鮑松,明正德八年[1513]6册.pdf

范忠宣公全集10卷 范純仁著.寤言堂,[明,1465-1620]12册.pdf

唐詩類苑 二百卷 張之象纂輯;趙應元等編次;王徹補訂.曹仁孫,明萬曆辛丑[29年,1601]48册

御製詩集 初集四四卷,目錄四卷, 二集九四卷,目錄六卷, 三集一〇〇卷,目錄十二卷.清高宗撰;蔣溥等校.浙江翻刻本,清乾隆14-36[1749-1771]110册

古文品外錄 十二卷 陳繼儒選評;朱蔚然,鍾人傑参閱.朱蔚然,明天啟乙丑[5年,1625]4册.pdf

古文品外錄24卷.陳繼儒選評;董其昌等校.[明,1465-1620]8册.pdf

古樂府10卷 左克明編.王文元,[明,1465-1620]10册.pdf

廣文選 60卷 劉節編;陳蕙等校.明嘉靖16[1537]10册.pdf

廣文字會寶 不分卷.朱文治集編 閔建書林葉見遠,明萬曆[1573-1620]12册.pdf

龜山先生集42卷 楊時撰.將樂知縣林熙春,明萬曆19[1591]16册.pdf

韓文[40卷;外集10卷;集傳1卷;遺文1卷] 韓愈撰;李漢編;葉樹廉手校並跋.莫如士,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16册.pdf

漢魏諸名家集21種124卷,附1種8卷 汪士賢輯校.葛寅亮,明萬曆[1573-1620]24册.pdf

文苑英華 一千卷 李昉,宋白輯次.福建 塗澤民,明隆慶元年[1567]204册

文苑英華 一千卷 李昉等奉敕纂.胡維新,戚繼光,明隆慶元年[1567]101册

(應試)唐詩類釋 十九卷.臧岳編 衣德堂重鐫本,清乾隆39[1774]8册.pdf

[黃左田先生詩文稿 五卷].黃鉞撰.[黃氏,清道光間,1829-1841]稿本3册.pdf

啽囈集1卷.朱名世.宋旡撰 毛氏汲古閣,[明,1465-1620]2册.pdf

白[gao]集 四卷.戴翼子撰.義竹山房精刊本,清乾隆60[1795]4册.pdf

半野居士詩集 十四卷.毛振翧撰.清乾隆庚申-丁卯[5-12年,1740-1747]遞修6册.pdf

本朝五言近體瓣香集 十六卷.許英編註.清乾隆癸未[28年,1763]4册.pdf

敝帚軒吟草 一卷.程佐撰.[橫琴草堂,清末,1881-1911]黃格鈔稿本1册.pdf

豳堂集1卷.葛一龍撰.明崇禎[1628-1644]1册.pdf

昌谷集 四卷 李賀撰;曾益釋.明末,[1621-1644]4册.pdf

陳檢討填詞圖 附題詞.大汕繪;[諸家撰] 宜興陳氏葯洲縮繪合刊本,[1794]1册.pdf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 二十卷.劉基撰;林富重編.處州 明正德己卯[14年,1519]24册.pdf

楚騷綺語[六卷].雲間張之象玄超輯 吴興凌迪知稚哲訂 [吴興凌迪知桂芝舘.萬曆丙子－丁丑1576-1577]6册.pdf

賜書樓嶢山集 四卷,補刻一卷,詩集一卷,附對聨.田從典撰.田氏賜書樓,清雍正辛亥[9年,1731]4册.pdf

戴東埜詩集5卷.戴昺撰;潘是仁輯校.[明,1465-1620]明刋《宋元詩集》本1册.pdf

道腴堂詩編 三〇卷.鮑鉁撰.[1740]12册.pdf

東舍集 二卷.蔣景祁著.[淸康熙 1662-1722]2册.pdf

復初齋時文 不分卷;帖經舉隅三卷.翁方綱撰.[1787]4册.pdf

賦珍8卷 施重光輯撰.[明,1465-1620]24册.pdf

高適集1卷.高適撰;丘陵校.明萬曆12[1584]《唐十二家詩》本1册.pdf

高適集1卷.高適撰;丘陵校.明萬曆12[1584]1册.pdf

古今翰苑瓊琚 十二卷,皇明宸藻一卷.楊慎選;王世貞續選;孫鑛評並参選;陳元秦等校.明天啟[1621-1627]12册.pdf

古文褒異集記14卷 汪定國評輯;汪貞士等校.[明末,1621-1644]10册.pdf

古文正集.不分卷【11个文集】.葛鼒,葛鼏等評選.吳門葉聚甫,葉碧山,周交甫,明崇禎[1628-1644]4册.pdf

固哉草亭集 文集二卷,補遺一卷,詩集四卷.高斌撰.長白高恒,清乾隆27[1762]4册.pdf

圭美堂集 一六卷.徐用錫撰 北京 徐用錫.清乾隆戊辰[13年,1748]6册.pdf

海珊詩鈔 十一卷,補遺二卷;明史雜詠四卷.嚴遂成撰.清乾隆丁丑[22年,1757]家刊本8册.pdf

韓內翰别集 補遺1卷.韓偓撰.毛氏汲古閣,明崇禎[1628-1644]《唐人六集》本2册.pdf

翰海 十二卷.沈佳胤輯;陳繼儒鑒定;陳龍彩参訂 明崇禎[1628-1644]8册.pdf

何長人集4種9卷.何慶元撰.何大器,明萬曆[1573-1620]8册.pdf

和靖尹先生文集 十卷.尹焞.[洪珠,明嘉靖庚寅 9年1530]5册.pdf

河東先生集45卷,外集2卷,龍城錄2卷,附錄2卷,集傳1卷.柳宗元撰;劉禹錫編;韓醇音釋.桂林呂圖南,明萬曆庚戌[38年,1610]12册.pdf

河東先生集45卷;外集2卷;龍城錄2卷 附錄2卷;集傳1卷]柳宗元撰;韓醇注.東吳郭雲鵬濟美堂,[明,1465-1620]20册.pdf

懷園集杜詩 八卷,李詩八卷.車萬育撰.湖廣車氏懷園,[1689-1694]6册.pdf

文瀚類選大成163卷 李伯璵編輯;馮厚校正.明萬曆丙辰[44年,1616]

古文定本5卷 馬晉允點編選;孫鑛等原評.明末,[1621-1644]5c册.pdf

海山存稿 二十卷.周煌著.周興岱葆素家塾,乾隆癸丑[1793]4册.pdf

韓文1卷.韓愈撰;郭正域評選.烏程閔齊伋,明萬曆[1573-1620]4册.pdf

合刻三家先生東坡文滙40卷 蘇軾撰;茅坤,錢穀,鍾惺等評定.[明末,1621-1644]10册.pdf

紅鵝館詩選 鳳山集二卷.王濬撰.[1761]2册.pdf

華陽散稿 二卷.史震林撰.松槐書屋,[1767]6册.pdf

皇明經濟文輯 23卷 陳其愫點輯;姚明彥閱訂.明天啓丁卯 [7年,1627]12册.pdf

皇明文選 二十卷 汪宗元輯.明嘉靖33年[1554]24册.pdf

晦庵文鈔 七卷,詩鈔一卷.朱熹撰;吳訥編選.婁謙,周鳳等太平郡學,明成化18[1482]2册.pdf

匯古菁華 24卷 張國璽,劉一相彙選;曹于汴等校.褚鈇,明萬曆丙申[24年,1596]18册.pdf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 20卷, 附年譜1卷 杜甫撰;劉辰翁評點.靖江朱邦苧懋德堂,明嘉靖己丑 [8年,1529]10册.pdf

兼濟堂文集選 二〇卷,首一卷.魏裔介撰;魏荔彤編.龍江書院,清康熙60[1721]10册.pdf

箋註唐賢絶句三體詩法20卷 周弼編;圓至注.[明,1465-1620]3册.pdf

簡遠堂輯選名公四六金聲10卷 譚元春輯選;馬世奇評釋;張溥閱次;楊廷麟訂正.[明末,1621-1644]7册.pdf

江湖長翁文集 四十卷 陳造撰.李文藻,明萬曆戊午[46年,1618]20册.pdf

江文通文集[10卷].江淹.[新安 汪士賢校刊,萬曆中16–]4册.pdf

江浙十二家詩選24卷.王鳴盛采錄;高攀桂緝評;范起鳳編次.吳門[蘇州] 吳門王氏,乾隆乙酉[1765]6册.pdf

金陵新刋古今名儒論學選粹 前集2卷,後集3卷 趙睿選;趙世卿批點.金陵南岡郭良材,明嘉靖乙丑[44年,1565]2册.pdf

近溪羅子全集22卷.羅汝芳撰;耿定向等評編.明萬曆[1573-1620]32册.pdf

京板新增註釋古文大全 後集10卷.書林鄭雲林,明萬曆戊申[36年,1608]2册.pdf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四三卷,别集一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 柳宗元撰;劉禹錫編;童宗說音註;張敦頤音辯;潘緯音義.明[1465-1620]12册.pdf

精選古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10卷,後集10卷 蔡正孫編.張鼐,明弘治10[1497]5册.pdf

敬恕堂詩鈔 九卷.查景璠撰;彭湘懷等點陟.清乾隆15[1750]2册.pdf

鉅文12卷 屠隆選;茅元儀品次.[明,1465-1620]12册.pdf

鐫六朝文選評註5卷 何喬遠選輯.鄭雲竹,明萬曆壬寅[30年,1602]3册.pdf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23卷,目錄1卷 杜甫撰;邵寶集註;過棟参箋.周子文,明萬曆壬辰[20年,1592]12册.pdf

蘭嵎朱宗伯彙選當代名公鴻筆百壽類函8卷 朱之蕃彙選;許以忠参閱;吳明郊等釋註.金陵王鳳翔車書樓,明萬曆丙辰 [44年,1616]4册.pdf

類編箋釋續選草堂詩餘二卷;類編箋釋國朝詩餘五卷.錢允治編;陳仁錫箋釋 明萬曆甲寅[42年,1614]6册.pdf

類箋唐王右丞詩集[10卷,文集4卷,外編,年譜,附錄3卷 劉辰翁評;顧起經註].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无锡顾氏奇字斋刊本12册.pdf

李長吉歌詩4卷,外詩集1卷 李賀撰;劉辰翁評凌濛初,[明,1465-1620]4册.pdf

李詩辨疑 2卷 朱諫撰.朱守行,明隆慶6[1572]2册.pdf

李于麟唐詩廣選 七卷 李攀龍選編;凌瑞森,凌南榮集評.凌氏,明 [1465-1620]7册.pdf

李于田詩集12卷.李化龍撰.明萬曆[1573-1620]3册.pdf

李元輔集18卷.李良翰撰.明刋本12册.pdf

歷代文粹8卷 陳省選;賈淇等校訂.保定 賈淇,明隆慶庚午[4年,1570]8册.pdf

歷代文選14卷 凌雲翼選輯.湖廣鄖陽府知府楊愈茂,明隆慶6[1572]14册.pdf

梁江文通集10卷 江淹撰;胡之驥彙註.胡之驥,明萬曆戊戌[26年,1598]4册.pdf

梁昭明文選12卷 蕭統選;張鳳翼纂注;惲紹龍評.惲紹龍,明萬曆辛丑[29年,1601]12册.pdf

林屋集20卷(存1至10卷).蔡羽撰.明嘉靖己丑[8年,1529]4册.pdf

(先儒獻靖公)韋齋集 十二卷.朱松撰.附玉瀾集 朱槹撰.蜀中草 朱昇撰.朱昌辰,清康熙庚寅[49年,1710]6册.pdf

list.txt

愛吾廬詩稿 補遺.吳兆寬撰.吳氏,清康熙庚辰[39年,1700]2册.pdf

白華樓藏稿11卷,續稿15卷,吟稿10卷.茅坤撰姚翼編.明嘉靖至萬曆[1522-1620]遞刋本18册.pdf

白沙子全集[10卷,卷首末各一卷.陳獻章撰.[新會]碧玉樓,乾隆辛卯[1771]10册.pdf

白雲村文集 四卷 李澄中著.[清康熙38年1699]2册.pdf

楚辭句解評林 十七卷,附錄一卷 王逸章句;劉向編集;馮紹祖校.[明,1465-1620]6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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