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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上海图书学校及其校刊研究
汤　 诚

摘　 要　 上海图书学校是民国时期在上海创办的一所图书馆学中等教育机构。 该校实行“即工即学、生产自

给”的新教育,课程设置重视基础知识、操作实务和外语教育,日常管理严格,培养了不少图书馆及出版印刷人

才,其校刊分为《工读试刊》《工读周刊》和《工读半月刊》三个阶段,记录办学情况,刊登专业文章,评论时政事

件。 上海图书学校及其校刊虽存续时间不长,但丰富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类型和内涵,培养了图书馆

及出版印刷等专业人才,保存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的行迹、译介和著述。 表 3。 参考文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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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维新运动以后,图书馆启迪民智、促

进教育的功能逐渐得到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

普通民众的认同。 在社会各界推动之下,各类

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和运营,现代图书馆

在馆藏、分类体系、管理运营和馆员职责等方

面的新要求,催生出专业的图书馆学教育,逐

渐发展出留学教育、高等专业教育、中等专业

教育和业余教育等多形式多层次的图书馆学教

育体系。 论及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学界多聚

焦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图书科等

影响深远的机构,或着重梳理出国留洋的图书馆

学人情况,甚至对图书馆学函授教育也有所关

注,但对上海图书学校①这一独具特色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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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图书学校”,有两家名称相同的不同机构,除了本文考察的这一家,另一家是商务印书馆为职工教

育所设立,主要为员工业余教授英文、图书分类知识以及书刊出版、印刷等方面的有关知识。 任家乐著《民国时期图

书馆学教育研究》第 140 页“陈云曾利用下班时间在该校学习三年”的论述有误,疑将两校混而为一。 理由如下:从时

间而言,陈云 1919 年入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在馆当学徒 5 年,在商务印书馆办上海图书学校学习 3 年,可推断其在该

校学习结束时间不晚于 1924 年,而本文所述上海图书学校办学时间为 1934 年至 1937 年;就地点而言,商务印书馆办

上海图书学校在华兴路,而本文所述上海图书学校在杨树浦龙江路;就性质而言,前者为商务印书馆办职工教育机

构,而后者为全日制图书馆和出版印刷中等职业学校。 另外,商务印书馆办上海图书学校与其后所办上海市私立商

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图书馆学科也有区别。 从时间而言,前者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即已存在,而据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
1933 年才将函授学校更名为上海市私立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迟至 1937 年 7 月 4 日的《申报》才有图书馆学科的招

生广告;就性质而言,前者为职工培训学校,后者为面向社会的函授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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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机构的关注却不够。 本文以晚清和民国

期刊数据库为主要来源,兼及《申报》 《大公报》数

据库,并将其校刊《工读试刊》 《工读周刊》和《工

读半月刊》基本搜罗完整,通过爬梳整理,试图还

原该校及其校刊大致面貌。 希望本文的考察有

助于完整了解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

馆学研究。

1　 研究现状

在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中,上海图

书学校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1)创办

人为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

等人;(2)创设目的在于为中国国际图书馆(包括

日内瓦总馆和上海分馆)输送人才,兼及发展出

版印刷事业;(3)采用即工即学的工读制度;(4)
国际化培养导向;(5)只招男生,不招女生;(6)实

施军事化管理;(7)曾出版发行校刊,留下有价值

的资料。 迄今为止,以任家乐《民国时期图书馆

学教育研究》 [1] 一书对上海图书学校的研究最为

详尽,论及该校“工读教育”理念、基本情况、招生

简章、学生实习、讲演活动和校刊情况。 虽然论述

不甚深入,但其提供的材料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

宝贵的文献线索。 此外,魏雅丽较完整地对该校

概况、图书科招生教学、即工即学的培养特色及校

刊情况做了简述[2] 。 其他研究者提及该校,只将其

作为近代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的一种途径或民国图

书馆学教育体系的一个小部分。 吴稌年认为上海图

书学校是正式的图书馆职业学校[3] ,但只对其作了

300 字左右简述;李明杰所作介绍更少,将该校作

为民国图书馆学中等专业教育的一部分[4] 。

综上,现有研究有以下几点遗憾:(1)除任家

乐专著及魏雅丽一文外,尚无该主题的直接研

究;(2)未强调工读教育特殊性,以及工读教育制

度与图书馆行业的适应性;(3)未对教学活动、课

程设置、实习就业等各环节进行完整研究;(4)未

将该校与中国国际图书馆及其创始人李石曾先

生的思想和活动综合起来考虑;( 5)未充分挖掘

该校校刊相关内容。

2　 上海图书学校

2. 1　 创办原因

1932 年,李石曾至日内瓦参加世界文化合作

会及国际新教育会议,“感于我国文化实有宣传

之必要,乃与胡公天石商,所以谋世界文化合作之

道。 ……会胡公天石适有设立中国国际图书馆计

划之倡议,李公石曾首赞此说,当即会同吴稚晖

等,共同发起” [5] 。 1933 年 7 月 1 日,中国国际图

书馆在国际联盟总部日内瓦成立。 1934 年,上海

分馆成立,馆址在福开森路 393 号。
为向中国国际图书馆(包括日内瓦总馆和上

海分馆)输送人才,兼及发展出版印刷事业,李石

曾、吴稚晖等人于 1934 年发起成立上海图书学

校,李石曾任董事长,崔竹溪(崔濂)任校长,徐作

钰(昨愚)任教务长。 创办该校的最终目的是为

前述规划提供所需图书馆专业人才,兼及出版印

刷,因此设图书、出版、印制、组织四科。 其更现实

的原因有二:( 1)其他教育机构培养的人才数量

不够。 20 世纪 20 年代至抗战前,我国图书馆事

业处于非常活跃的阶段,带来了对专业人才的旺

盛需求。 据吕绍虞统计,1937 年淞沪会战前上海

有各类图书馆 265 所,而同期文华图书馆学专科

学校及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每年的毕业生均为

数人到数十人之间,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6] 。
(2)其他教育机构培养的人才不符合要求。 除大

学图书馆学系之外,当时临时开设的图书馆学短

训班函授班师资无保障,培训时间短,缺乏系统性

与专业性。 另外,由于人员需到国外工作,需较高

外语水平,这也是其他机构难以达到的。

2. 2　 宗旨和制度

上海图书学校 1934 年 6 月的招生简章说明

了该校“以工作与学术互参并进之方法,造就经

验智识平均发展之文化实用人才” [7](54-58) 的办学

宗旨。 李石曾也在校训中说:“工劳力,学劳心;
即工用体力,学用脑力之谓,此工与学之普通区别

也。 工在行,学在知;即工求实用,学求理解之谓,
亦工与学之普通区别也。 工养身,学养心,即工为

生产,学为教育之谓,亦工学普通之区别也”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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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学宗旨和校训指引之下,上海图书学校实行

“即工即学,生产自给”的新教育。 “工读”的说明

为“工读者,有异于昔之工徒制,有异于今之普通

校制,乃合二者之所长” [9] 。 该校采取半工半读

制,半日做工,半日读书,学生都称为工读生。 学

校图书阅览室、消费合作社、学生洗衣室等工作

也由学生分任,学生自己洗衣服碗筷、打扫房屋。
因此,这里的 “工” 有两层含义,一种是生产的

“工”,另一种是校内劳作的“工”。 在这一制度

下,学生将学习、实习和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
学校施行这样的制度,有如下原因:(1)创办

人李石曾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渊源。 李石曾于

1902 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留学,在法留学期

间曾办企业,有感于工人文化基础差不利企业发

展。 他采取业余教育的措施,提倡“以工兼学”,
要求工人每晚学习两小时文化课。 后又将“以工

兼学” 发展为“勤以作工,俭以求学” [10] 。 1912

年,他联络张继、吴稚晖等人成立“留法俭学会”,
虽然这种兼及工作和学习的做法与图书学校的

工读制度有所差别,但身心俱重、工读并行的思

想一脉相承。 (2)工读学校的传入和兴起。 1920
年,已有杂志介绍美国春田( Spring

 

Field)的工读

学校,“学校和工场工作变成一个混合体,……理

论和实践结连合, 亦即 ‘ 学’ 和 ‘ 做’ 彼此连

合” [11] 。 在上海图书学校创办之前,南京、温州、
济南、重庆、桂林等地已办有“三育”工读学校,另
外还有专门的女子工读学校、妇女工读学校和儿

童工读学校。 将教育和职业训练合一的工读学

校一时兴起。 (3)图书馆及出版印刷工作的操作

性质。 虽然图书馆学、出版学和印刷学也有相关

学术研究,但从性质而言属于操作性强的学科,
上海图书学校培养的又主要是实践操作人员,因
此以工读制度办学顺理成章。

2. 3　 校址和设施

上海图书学校设址杨树浦龙江路二二五号,

是一座四层楼的厂房。 一楼是办公室和印刷工

场,二楼是膳厅、游艺室、储藏室、保管室等,三楼

是图书馆、教室、礼堂等,四楼是宿舍、洗衣间、病

房等。 大楼旁边,还有一个大操场,给学生们锻炼

身体用。 一楼的印刷工场是印制科实习场所,又
叫“工读印制社”,里面分为四股:印制股、排字

股、 浇 铸 股、 制 模 股, 此 外 还 有 栈 务

股等[12](46-50,52) 。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不久,学校搬到当

时海格路(即今靠近淮海西路华山路口)的原国

民党交通部长张家璈的一座空着的花园洋房内。
上海沦陷后,校长崔竹溪、教务长徐作钰率领一批

同学,辗转来到贵阳,创办贵州印刷所。 该所于

1938 年 9 月开始筹备,1939 年 1 月开始营业,崔
竹溪任经理。 “主要业务承接客户定货及承印

《贵州日报》,产品计有笺封、片贴、表单、帐册、书
籍、报纸、图表、五彩图画、簿据等类” [13] 。 学校因

战争于 1937 年已不复存在,贵阳印刷所算是该校

留下的一缕痕迹。

2. 4　 师资和学生

上海图书学校除董事长李石曾、校长崔竹溪、
教务长徐作钰外,还聘请杜定友为图书科主任教

授。 据图书科学生张世泰回忆,上海图书学校是

杜先生一生中讲课时数最多的学校[14] 。 中国国

际图书馆上海分馆馆长冯陈祖怡、图书馆学家程

伯群均在该校讲授图书馆学课程,印刷指导为崔

竹溪、吴心谷,同时聘请世界书局印刷厂师傅对学

生进行带教,其他人员还有事务股陈中溥和工务

股叶士伟。 此外,学校还经常邀请校外名人和专

家来校演讲,作为课程补充。 曾到该校演讲过的

包括李石曾、褚民谊、卢作孚、章瑾秋、蔡元培、黄
次咸、吴稚晖、何清儒、王达生、黄警顽等人。

 

学校对学生入学资格有所限定,申请入学图书

科、出版科或印制科需:(1)公立或私立之初中毕业;
(2)其他同等学校毕业;(3)尚未结婚,年龄在十五岁

以上,十八岁以下。 申请入学组织科需:(1)公立或

私立之高中毕业;(2)其他同等学校毕业;(3)尚未结

婚,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 另外该校

“因设备关系,暂不招收女生”
 [7](57) 。

1936 年,上海图书学校新设预备班,并于 6
月在北平职业学校招生。 学生入校后,先不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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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过六个月训练班阶段强化生活纪律,然后

再据每位学生的特点,分别入各科修业。 如果程

度较差,则在六个月训练班结束后,先入预备班

补习一到两年,再入各个专业。 笔者未能找出从

1934 年创立至 1937 年终止该校学生确切总数,
但找到 1937 年 5 月的在校人数,“该校现有的学

生共五十四名,计开:图书科十一名;出版科五名;

印制科廿一名;补习班十二名;训练班五名。 至于

组织科的学生,因为供不应求,在修业的期内便

全数被各机关延聘而去” [12](50) 。 据此可大致估

算出该校规模。 另外,笔者从其三个时期-的校

刊《工读试刊》《工读周刊》和《工读半月刊》及其

他途径找到部分学生姓名,共 36 人(表 1)。

表 1　 上海图书学校各专业学生名录(部分)

系科 图书科(13 人) 出版科(5 人) 印制科(12 人) 组织科(3 人) 预备班(3 人)

学生姓名

王克伦、郭宗晞、滕大澂、
刘廷元、张世泰、杨学游、
胡炳荣、萧暄宗、孙永龄、
齐济侪、陈树义、刘崇仁、
游保良

王 赓 华、 程

鹤 群、 张 庆

祥、张效义、
张德明

裴荫桐、王汝强、许寅

生、王修林、安守藩、林
逸民、蔡华标、李宝俊、
章维福、李守藩、朱子

强、孙光迪

田迺玉、卢景

云、石璧

徐明 善、 孔 庆

深、李义烈

2. 5　 专业和课程
上海图书学校的课程设置(表 2)体现出如

下几个特点:( 1) 聚焦夯实基础知识。 比如图

书科的课程中包括哲学史、社会科学概要、自

然科学概要、应用科学概要、艺术概要、文学概

要、文字学概要等课程。 一个图书馆员在职业

生涯中要接触到各个学科门类的图书,因此构

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非常必要。 ( 2) 重

视训练操作实务。 比如,图书科开设选购、登

记、编目、保管、打字、统计等课程,印制科开设

中排、西排、铅印、石印、铸字等课程。 ( 3) 强调

多种外语学习。 图书、出版、印制、组织四科均

开设英文和法文课程,国际化意识鲜明。 ( 4)
注重不同专业交叉。 图书科开设制版、排校、
石印、铅印等出版和印制方面的课程,出版、印
制和组织各科也开设图书馆学、编目、分类和

图书馆管理等课程。 反观目前高校图书馆学

专业,其教学体系中传统的文献学、文史工具

书、图书馆史、古籍版本学等体现专业特色的

课程被不断边缘化。

表 2　 上海图书学校各专业及课程设置[7](55)

专业 学制 课程

图书科 六年

一
 

图书馆学
 

选购
 

登记
 

编目
 

分类
 

检字
 

索引
 

保管
 

目录
 

版本
 

校勘
 

参考
 

书史
 

设备
 

行政
 

建筑
 

打字
 

会计
 

统计
 

编译等;
二

 

制版
 

排校
 

石印
 

铅印
 

装订
 

摄影
 

书法
 

图画
 

雕刻等;
三

 

国文
 

法文
 

英文
 

哲学史
 

社会科学概要
 

自然科学概要
 

应用科学概要
 

艺术概要
 

文学概要
 

史地
 

文化史
 

金石学概要
 

文字学概要
 

应用文等。

出版科 六年

一
 

制底
 

制版
 

排校
 

石印
 

铅印
 

装订等;
二

 

编译
 

校订
 

书法
 

图画
 

摄影
 

美术研究等;
三

 

成本会计
 

广告学
 

实用法令等;
四

 

图书馆学
 

编目
 

分类
 

图书馆管理等;
五

 

国文
 

法文
 

英文
 

史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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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 学制 课程

印制科 三年

一
 

中排
 

西排
 

铅印
 

石印
 

铸字(刻字
 

铜模
 

浇字)浇胶
 

浇版
 

装订
 

制版
 

(纸
版

 

电版
 

锌版
 

铜版
 

三色版)铁工等;
二

 

图书馆学
 

编目
 

分类
 

图书馆管理等;
三

 

国文
 

法文
 

英文
 

社会
 

史地
 

书法
 

图画等。

组织科 三年

一
 

政治概论
 

经济概论
 

社会概论
 

法学概论
 

实用法令
 

公牍概论
 

行政组织
 

工商管理
 

工厂管理
 

簿记
 

会计
 

统计
 

速记
 

打字等;
二

 

图书馆学
 

编目
 

分类
 

图书馆管理等;
三

 

排校
 

制版
 

石印
 

铅印
 

装订等;
四

 

国文
 

法文
 

英文等。

预备班 一到两年 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打字、自然常识、社会常识等。

2. 6　 日常管理
学生在校时不能随意退学,如自动退学,须

赔偿该校每月损失二十五元,因过被开除者亦

同;预科修业期满经该校升入本科而不同意者以

自动退学论,照赔损失;在修业期间不许定婚或

结婚及借故请假,否则亦以自动退学论。 学校不

收学费,并供给宿膳、制服、书籍医药、甚至床上被

褥等,笔墨纸张按时发给,每月按照个人在校之

学课、工作、操行总成绩,酌给膏火三元至六元。
“所有各处工作均由学生自己分任,故该校雇用

职员甚少,工役全校仅二人” [15] 。 学校实施军事

化管理,每天由军事教官率领赴江滨实施军事训

练及拳术一小时,严格作息。
据学生孙光迪回忆,“这所学校的校规是非常严

的。 学生晚上 9 时就寝,早上 5 时起床,晚上由训育

主任亲自熄灯,清晨亲自吹哨。 ……星期日休息,学
生也只能在校内图书室看看书报,写写家信,补补衣

袜等,有事外出要请假,准时回校,不得外宿。 ……
上课要点名,进工场用钟卡。 走路、说话都须轻声,
不准大声喧哗。 ……平时师长经过身旁要站立,师
长在对自己讲话时,眼睛要注视师长脸上,不准左顾

右盼。 看到外来参观者,要行注目礼”[16] 。

2. 7　 实习和就业

图书科实习场所为市内的大图书馆及中国国

际图书馆上海分馆,也有少量学生被派往日内瓦

总馆。 出版、印制两科学生的实习场所,除校内工

读印制社外,还有世界书局和建业机器厂两处。

组织科招收的学生文化程度较高,一般为高中毕业

生,实习场所除国际图书馆和世界书局外,当时的

国际饭店也是实习场所之一。 该校招生简章指

出,“各科工读生修满照本校所规定之各年学程与

工作,且品行良好,其历年各项总平均之成绩在七

十分以上者,由本校给予工读证书,并得视各毕业

生之品行成绩,分送国内外合作机关服务” [7](57) 。

3　 校办刊物

3. 1　 概况

上海图书学校校办刊物,先后有《工读试刊》
《工读周刊》及《工读半月刊》三个阶段。

《工读试刊》为周刊,于 1935 年 4 月 21 日创

刊于上海,社址在上海杨树浦龙江路二二五号,主
编为工读生王克伦,排版、封面设计、校对、印刷、
封面制版均由学生负责。 《工读试刊》于当年暑

假前结束后,学生们开始筹备秋后正式出版《工

读周刊》。 《工读周刊》于 1935 年 12 月 7 日首发,
主编为工读生田迺玉。 刊物诸事仍由学生自己负

责。 《工读半月刊》首发于 1936 年 5 月 1 日,每月

1 日、16 日出版,主编徐作钰,发行人崔竹溪,总代

售处为上海杂志公司,印刷者为该校工读印制社,
每期零售大洋八分,面向社会有偿登载广告,同时

面向社会征稿。 刊物改为《工读半月刊》后,在内

容上有很大变化,扩容显著,每月由四期变为两

期,每期由 16 页大幅增加为 48 页。 此次改组,是
刊物由校刊向社会化刊物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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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栏目内容
《工读试刊》主要刊登学生文章,内容丰富:

(1)有关工读教育的介绍,如《工读教育之前途》;
(2)有关图书馆常识、印刷知识、图书馆专家介

绍,如《图书馆藏书的几种标号》 《图书馆专家介

绍》《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等;(3)到校讲演的嘉

宾,包括李石曾、卢作孚、褚民谊、黄次咸的演讲记

录;(4)学习心得及日常生活照片。
从《工读试刊》转为正式的《工读周刊》后,刊

物更正规,除刊载跟工读制度有关的文章外,还
设有清晰的栏目,如专论、学术、修养、讲演、海外

寄语、文艺、杂俎等,刊登图书馆学、出版印刷、经
济研究、社会问题、文艺、随笔、小品文等,另外还

刊载上海图书学校日常文娱活动照片及工读生

实习成绩图片、嘉宾演讲记录等。
《工读周刊》到《工读半月刊》的变化比较大,

主要是由于刊物定位由校刊向社会刊物转变,因
此在内容上做了调整。 “除了确定每期应轮流刊

载关于工读、图书、出版、印刷、文艺、时评诸文字

外,每期另编有书报提要以求节省读者的经济和

时间,而且更开辟专栏,欢迎关于国际、社会、政
治、以及其他各种专门的文章,借谋调剂本刊的

单调” [17] 。 从稿件结构而言,关于图书馆学、出版

和印刷方面的文章及学校日常学生心得类文章

大幅减少,有关时局和国际关系文章占大半。

4　 上海图书学校及其校刊的历史价值

上海图书学校自 1934 年创办至 1937 年因战

事停办,存续时间只有三年,其创办的刊物自

1935 年 4 月持续到 1937 年初,不到两年,但这所

学校及其刊物的特殊贡献和价值值得铭记。

4. 1　 丰富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类

型和内涵
　 　 现有研究将该校归为图书馆职业学校或中

等专业教育。 从其招生来看,占主体的图书、出
版、印制三科招收初中毕业生,将其视为中等教

育是合适的,组织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三年,
类似大专教育。 从其强调操作实践而言,将其视

为职业学校是合适的,但也教授文化史、金石学、
文字学、国文、英文、法文、史地、乃至美术研究等

学术性较强的课程。 因此,这是一所融实践性和

学术性为一体、注重工读结合的学校。 对外语的

强调则凸显了办学的国际性导向,对纪律、礼貌、
良好生活习惯的严格要求也是其独特性之一。 概

而言之,将其视为图书馆学中等职业学校大体是

准确的,但其所独具的特色也丰富了民国时期图

书馆学教育的类型和内涵。

4. 2　 培养了图书馆及出版印刷等专业

人才
　 　 囿于学生起点和学校定位,上海图书学校并

未培养出太多图书馆学名家。 但从既有资料来

看,还是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 例如,图书科张世

泰于 1936 年 6 月毕业,同年 8 月到中山大学图书

馆工作,1941 年起在广东省立图书馆(今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工作,跟随杜定友先生学习工作

数十年,成为有名的图书馆专家[18] 。 图书科刘崇

仁曾去日内瓦国际图书馆实习工作,1942 年于瑞

士日内瓦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学系毕业[19] ,后去

台湾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阅览组主任[20] 。 图书

科郭宗晞 1938 年 3 月入伍,曾任海军装备技术部

副政治委员[21] 。 图书科孙永龄曾去日内瓦国际

图书馆实习工作,后去台湾,曾任台湾省立台东社

会教育馆馆长[22] 。 印制科朱子强于 1937 年参加

革命,曾任《河北日报》总编辑,河北省委常委,省
委宣传部长,南开大学党委书记[23] 。

4. 3　 保存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的行迹、
译介和著述
　 　 上海图书学校校刊介绍了当时英国、美国、德
国、意大利、俄国等国的图书馆概况,同时对图书

馆专家如杜定友、陆华深、袁同礼、冯陈祖怡、程伯

群甚至杜威进行了介绍,还对杜定友、程伯群等人

著作进行推介。 杜定友一生授课任职多处,遍及

南北数个重要大学及图书馆,而上海图书学校是

其授课时数最多的地方。 程伯群作为图书馆学

家,目前为学界所熟知的只有《比较图书馆学》一

种著作,而上海图书学校校刊却留下了他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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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 目前,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类期刊和综合期

刊上的图书馆学著述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揭

示,而该校校刊留下的颇具价值的资料(表 3),学
界尚未充分关注,值得研究者发掘利用。

表 3　 校刊所载图书馆学及相关学科译介和著述

序号 题名 作者 刊载刊物 卷、期、页码

1 图书馆与藏书楼 刘廷元 工读试刊 1935. 1(3):14-15.

2 图书馆藏书的几种标号 刘廷元 工读试刊 1935. 1(8):52-53

3 图书馆用简体字表 杜定友 工读周刊 1935. 1(1):4-6

4 图书之分类问题 佚名 工读周刊 1935. 1(1):14-16

5 图书馆应用卡片略述 佚名 工读周刊 1935. 1(1):16-18

6 博物馆与文化建设 程伯群 工读周刊 1935. 1(1):7-14

7 中国出版业之趋向 程伯群 工读周刊 1935. 1(3):38-40

8 线装书籍保护法 王克伦 工读周刊 1935. 1(3):40-43

9 图书联合分类法 程伯群 工读周刊 1935. 1 卷 4-10 期连载

10 美国大学图书馆最高统计摘要 杜定友 工读周刊 1936. 1(8)143-144

11 世界伟大出版社沃克斯及其事业 不敏 工读半月刊 1936. 1(1):5-7

12 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 程伯群 工读半月刊 1936. 1(1):7-8

13 德国来比锡图书馆之文化中心运动 程伯群 工读半月刊 1936. 1(1):18

14 明见式编目法 杜定友 工读半月刊 1936. 1 卷 1-2 期连载

15 书志目录讲话 程伯群 工读半月刊 1936. 1 卷 2-3 期连载

16 借书机使用法 程伯群 工读半月刊 1936. 1(3):135-140

17 书店设置卡片目录的商榷 林斯德 工读半月刊 1936. 1(3):141-143

18 论出版业与广告经济 不敏 工读半月刊 1936. 1(4):173-177

19 去年英国出版界出书打破历年纪录 佚名 工读半月刊 1936. 1(5):206

20 新书的成本计算法 得名 工读半月刊 1936. 1(6-7):249-254

21 通信地址复印机使用法 程伯群 工读半月刊 1936. 1(6-7):266

22 诗家谷大学图书馆学课程介绍 程伯群 工读半月刊 1936. 1(9):301-302

23 出版琐谈 谷直 工读半月刊 1936. 1(10):305-306

24 出席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届年会报告 康鉴英 工读半月刊 1936 年 1 卷 10-12 期连载

25 公立圕在行政上及事业上应有之联络 沈祖荣 工读半月刊 1936. 1(10):311-313

26 徐海的新闻事业 程伯群 工读半月刊 1936. 1(12):347-348

27 论小型报纸 程伯群 工读半月刊 1936. 2(1):377-378

28 读者兴趣的研究 程伯群 工读半月刊 1936. 2(2):398-401

29 图书馆科学论引论
Butler,P. 著,

华君译
工读半月刊 1936. 2(3-4):429-432

30 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问题 吕绍虞 工读半月刊 1937. 2(5)454-461
31 原稿研究 林汉达 工读半月刊 1937. 2(5)472-483

32 排字房布置之科学的研究
司徒脱

 

撒约斯著,
朱子强译

工读半月刊 1937. 2(5)484-486

33
公务机关处理档案之实例-上海市

社会局档案管理概况
邵昌宗 工读半月刊 1937. 2(5)48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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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上海图书学校尽管存续时间不长,但其课程

设置遵循图书馆学规律,紧扣行业需要,其独特的

工读制度将实践操作放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因
此培养出众多杰出的实用人才。 在教师指导之

下,学生学以致用,编办校刊,为后人保留了办学

情况的宝贵信息,也保存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

的一些行迹、译介和著述。 反观现实,21 世纪以来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存在诸多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

题。 一方面,“目录学、图书和图书馆史、古籍编目

等课程在不少院系的课程体系中消失” [24] ,假如专

业教育培养的学生不懂书,不知书籍来历源流,也
不知读书做学问之门径,就很难胜任高端学科馆

员的职责;另一方面,“现阶段的图书馆学人才培

养,多囿于课堂教学,图书馆专业实习日渐式微,
学生的图书馆实践能力已不能满足图书馆工作的

需要,毕业后到图书馆工作基本上得从头学起”,
以致“不少图书馆在招聘毕业生时并不把图书馆

学专业毕业生作为首选,有的甚至不招收图书馆

学专业毕业生” [24] 。 对于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来说,

回顾历史,正本清源,重新思考本学科的思想内核

和专业技艺,对看清未来之路不无裨益,上海图书

学校正是一面值得借鉴的历史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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