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产生
　 ———从“发刊词”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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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一至四编）所收录的图书馆学期刊及民国时期三大图书馆

学刊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的发刊词为研究对

象，分析发刊词的撰写者和不同时期的内容特点，从发刊词的视角归纳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创办

的九个缘由，并以此反观图书馆学期刊产生的时代背景。 表 １。 参考文献 ２３。
关键词　 图书馆学期刊　 发刊词　 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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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馆学期刊至少

有 １１３ 种［１］ 。 鉴于资料获取等因素，本文选取

《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 （一至四编）①所收

录的 ６３ 种②图书馆学刊物及民国时期三大图书

馆学刊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

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的发刊词为

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归纳发刊词所体现的创刊

缘由来反观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产生的时代

背景。

１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发刊词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比较年轻的新兴学科，其

在民国时期的期刊数量相对较少。 和大多数刊

物一样，图书馆学期刊在创刊时，大抵会有一篇

开场白性的文字，曰“发刊词” “创刊词” “弁言”
“旨趣书”等；也有的刊物借用某篇文章来反映刊

物的宗旨，以此代“发刊词”。 还有些图书馆学期

刊因经费见绌或时局动荡而暂时停刊，历经艰难

后又努力复刊，在复刊号上也会刊载一篇相当于

发刊词的说明性文字。

１ １　 刊载发刊词的图书馆学期刊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并不是都有明确的

发刊词，以本文所考察的 ６６ 种图书馆学刊物来

看，有 １９ 种刊物无发刊词，其余 ４７ 种刊载发刊词

的刊物简况详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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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分别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出版。
据《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一至四编）目次所载，共有刊物 ６８ 种，其中《广东省立图书馆书目》《国立北

平师范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是纯粹的馆藏书目，不视为图书馆学刊物；另《四川营山县晋康图书馆季刊》仅见第五

期、《图书与学习》仅见第二期、《和顺图书馆十周年纪念刊》仅为一册。 故取 ６３ 种图书馆学刊物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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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４７ 种刊载发刊词的刊物汇览

刊名（含主办者①、刊行时间） 发刊词著者②与题名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１９２９ １ ２０—１９３７ １２） 耿靖民撰《发刊词》

《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１９２６ １—１９３７） 《发刊词》

《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１９４２ ３，１９４７ ３ １—１９４７ ９） 创刊号有《发刊词》；复刊后有《开卷辞》

《图书馆月刊》（成都学友互助社第一图书馆，１９３２ ４ ２５—１９３２ ８） 王子权撰《本刊发行的旨趣》

《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１９２９ １１—１９３２ ４） 陶惟坻撰《发刊词》

《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１９３１ ３—１９３６ １２ １３） 《引言》

《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１９２５ ８—１９２６ ５） 《发刊词》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１９２８ ３ ２６—１９２９ ７ １） 杨振声撰《发刊词》

《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１９３３ ６ １— １９３７ ３） 何多源撰《发刊词》

《江西省立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４ １１—１９３５ ７） 范文彬撰《发刊词》

《厦大图书馆馆报》（１９３５ ９ ３—１９３６ ５ ３０） 编者撰《创刊献言》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月报》（１９３４ １０—１９３５ １） 《发刊词》

《河南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３ ２ １—１９３４ １２ １） 王用吉撰《题词》

《大夏图书馆报》（１９３５ ４ １—１９３７ ６ １０） 马宗荣撰《创刊之辞》

《厦门图书馆声》（１９３２ １—１９３７ ３） 余少文撰《发刊词》

《图书馆》（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１９３３ １１ １—１９３４ ５ １） 张知道撰《发刊词》

《广东国民大学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３ ５ １—１９３４ １０） 《发刊要旨》及李青一撰《弁言》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１９２８ １１—１９３７ ７） 柳诒徵撰《发刊词》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２ ３ ３０—１９３５ １２ ３１） 《发刊旨趣》

《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刊》（１９２４ ８—１９３３ ５） 《发刊词》

《辽宁省立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０ ９，１９４７ １ 复刊）
复刊号有卞宗孟撰《辽宁省图书教育之今

昔———代发刊词》

《中央军校图书馆报》（１９３３ ３ １—１９３７ ７ １） 《编辑者言》

《学觚》（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１９３６ ２ １５—１９３７ ５ １５） 编者撰《发刊词》

《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１ ６） 叔举撰《发刊词》

《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季刊》（１９３７ ２ １—５ １） 《发刊词》

《福建省立图书馆年报》（１９２９ １２） 谢大祉撰《序》

《书林》（广东市立中山图书馆，１９３７ ３ １０—８ ２５） 罗香林撰《发刊词》

《读书周报》（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１９３４ ９ ２１—１９３５ ３ １） 本刊同人撰《读活书与读死书———代发刊词》

《铜山县公共图书馆年刊》（１９３１ １） 李正昌撰《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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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刊名中可知主办者的刊物则省略著录主办者。
发刊词无署名的则不著录著者。 一般情况下，发刊词刊载于创刊号（或称 １ 卷 １ 期、第 １ 期），在此省略著录；

如刊载于复刊号或其它卷次，则明确标明。



续表

刊名（含主办者、刊行时间） 发刊词著者与题名

《文心月刊》（江苏吴县私立文心图书馆文心月刊委员会，１９４７ １０） 《发刊词》

《图书馆》（江西省立图书馆，１９２６ ３） 杨立诚撰《发刊辞》

《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１９３４ ５ ３１—１９３７ ４ １５） 萧纲撰《发刊词》

《浙江图书馆通讯》（１９４１ １２—１９４３ ６ ３０）
孙延钊 《盛名难继之浙江省立图书馆事

业———代发刊词》

《蔘绥年刊》（浙江省旧温属联立籀园图书馆，１９３７ ６ ３０） 孙延钊撰《蔘绥年刊缘起》

《北大图书部月刊》（１９２９ １０ ２０—１９３０ ３ ２０） 《发刊词》

《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１９３７ ４ ２４—５ ２４） 编者撰《发刊缘起》

《商务印刷所图书馆部图书馆通讯》（１９３６ １—８ ２５） 《发刊词》

《福建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０ ９） 侯鸿鉴撰《创刊辞》

《广州图书馆协会会刊》（１９２９ ４ １４—１９３０ ６ １５） 杜定友撰《发刊词》

《无锡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２ １—１９３５ １ １） 编者撰《发刊词》

《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协会，１９２５ ６ １）
杜定友撰《上海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杂志———
发刊趣旨》

《上海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２９ ９—１９３０ ４） 陈伯逵撰《发刊大意》

《浙江省第一学区图书馆协会会刊》（１９３４ ４—１１） 《弁言》

《浙江省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季刊》（１９３１ ４ １—１９３４ １） 许雪昆撰《发刊词》

《中国图书馆声》（上海图书馆用品社，１９３１ ９—１９３２ ６） 陈伯逵撰《发刊大意》

《图书馆学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中国图书馆学社，１９４５ ６ ３０） 《发刊词》

《文华青年月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文华青年月刊社，１９４５ ５） 文华青年月刊社撰《发刊词》

１ ２　 发刊词的撰写者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发刊词多数为所

在图书馆的馆长或图书馆协会会长执笔撰写，如
伍崇明、陶惟坻、范文彬、余少文、何多源、张知道、
柳诒徵、谢大祉、李青一、罗香林、李正昌、杨立诚、
孙延钊、陈伯逵等。 这些人多有留学经历，如伍崇

明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经济

科；杨振声，１９１９ 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

大学攻读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杨立诚，德法留

学生；杜定友，１９１８—１９２１ 年留学菲律宾大学；他
们或是图书馆学家、文史学家、教育家，或是兼而

有之的集大成者。 他们比同行的学科背景更加

宽厚，比普通馆员更加重视图书馆的效用，期待

图书馆工作方法和服务方式的改进。 因此，当他

们以学者的敏锐主持创办传达图书馆界声音的

图书馆学刊物时，往往更能切中时弊，有所作为，
并通过亲自撰写发刊词来探索、规划刊物的宗旨，
冀以表达对图书馆发展方向的诉求。

除此之外，发刊词的作者还有四种情况：一是

本校知名教授，如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振声、大
夏大学教授马宗荣等；二是普通馆员、协会会员、
学生，如成都学友互助社第一图书馆馆员（职务

不详）王子权、浙江省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会员

许雪昆、武昌文华图书科庚午级学员耿靖民；三是

教育界人士，如河南省教育厅秘书主任王用吉；四
是出版方、编辑团体，如文华青年月刊社。

１ ３　 不同时期发刊词的内容特点

民国 时 期 图 书 馆 学 期 刊 经 历 了 初 创 期

（１９１５—１９２４）、兴盛发展期（１９２５—１９３７）、艰难

发展期（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复苏恢复期（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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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发展时期［２］ ，不同时期的图书馆学期刊刊

载的发刊词数量、内容亦呈现不同的特点。
１ ３ １　 “初创期”的发刊词

图书馆学期刊发展初创期的十年间，只有七

种刊物问世［２］ ，且 １９１６—１９１９、１９２３ 年这五年未

新增一种图书馆学刊物。 这七种刊物从内容上

看较为简单，虽然也刊载有少量图书馆学论文，
但在当时图书馆学研究气氛尚不浓厚的环境中，
主要以揭示馆藏、馆务报道为主，以《浙江公立图

书馆年报》最为典型。 这一内容特点折射在发刊

词上，则是大部分刊物无明确的创刊旨要，或是

创刊目的较为简单和单一。 如《北平图书馆协会

会刊》刊载的《发刊词》，揭示其刊物旨在“将平日

同人等所评论者，商榷者，以及一切调查记录，彙
而刊之” ［３］ 。
１ ３ ２　 “兴盛发展期”的发刊词

１９２５—１９３７ 年是图书馆学期刊具有突破性

的稳定发展时期，该阶段不仅产生了民国时期最

为著名的三大图书馆学期刊———《中华图书馆协

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季刊》，而且有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国立、省
立、大学图书馆馆刊如《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

刊》等问世，它们共同推动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

代图书馆学期刊的繁荣发展。
此时期创刊的图书馆学期刊大都刊载发刊

词，并揭示出刊物内容：一方面在理论上宣传图

书馆在社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阐述图书

馆的定义和属性，探讨图书馆的基本问题，引导

民众充分利用图书馆；另一方面注重图书馆实际

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地方文

献整理、促进本馆藏书活用、加强图书馆界交流

等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图书馆学季刊》作为我

国历史上第一种图书馆学权威期刊［４］ ，其在《发
刊词》中提出“如何而能使斯学（图书馆学） 普

及———使多数人得获有现代图书馆学最新之知

识且谙习其运用以为改良旧馆增设新馆之资？
……如何……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使全

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 ［５］ 这两个命题，将

建立“中国图书馆学”作为刊物的宗旨。 其关于

传统目录学和现代图书馆学二者皆不可偏废这

一论断，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成立。 当代图书

馆学的发展不能抛弃传统图书馆学研究范畴，当
代图书馆学期刊亦不应偏废史学、文献学研究

优势。
１ ３ ３　 “艰难发展期”的发刊词

抗日战争的爆发，彻底中断了图书馆学期刊

发展的良好势头，仅在抗战爆发的 １９３７ 年就有

２５ 种图书馆学期刊停刊。 如《大夏图书馆馆报》
因上海大夏大学举校西迁而停刊，《国立暨南大

学图书馆馆报》因学校毁于日军炮火而停刊，《中
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因北平战火

而停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因学校奉

令西迁重庆而中止出版等。
此时期，表 １ 的 ４７ 种刊物中有四种新创立刊

物刊载发刊词，它们是《文华青年月刊》 《图书馆

学报》《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 《浙江图书馆通

讯》。 总体来说，战争期间图书馆学刊物刊载的

《发刊词》，内容上更多地突出维持图书馆之间的

联系和激发图书馆界同仁在困难环境下的昂扬

斗志。 如《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的《发刊词》认
为图书馆刊物是图书馆之间业务交流的媒介；在
重庆发行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出版的《文华

青年月刊》，是学生在特殊环境下创办的刊物，其
《发刊词》洋溢着文华学子们创办刊物的热情；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创刊的《浙江图书馆通讯》，孙延钊

以《盛名难继之浙江省立图书馆事业》一文代发

刊词，冀该刊能与抗战前出版的“《图书展望》《文
澜学报》者，出而问世”，更冀此刊能使图书馆的

业务工作如“徵编、庋藏、阅览，与研究辅导各方

面，皆能由坚守残垒而重整旗鼓” ［６］ 。
需要指出的是，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四川璧山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中国图书馆学社创办的《图书

馆学报》是此时期学术性较高的图书馆学期刊之

一，该刊《发刊词》所揭示的创刊旨要紧紧围绕图

书馆学的发展：“愿为我国图书馆界供给一个图

书馆学术研究发表的园地”；“愿多刊布”“有关中

国图书馆学术诸题材，解决中国图书馆各种实际

３０１

·图书馆史研究·



问题，进以谋中国图书馆学术体系以及事业制度

的建立” ［７］ 。

１ ３ ４　 “复苏恢复期”的发刊词

抗战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

战。 社会环境的不安定决定了此时期的图书馆

学期刊虽有复苏趋势，但总体质量不高，存续时

间较为短暂。 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呼声很

高，图书馆作为教育部门的设施之一，提出新时

代的使命。 此时期图书馆学期刊发刊词的内容

较多地体现了图书馆学的教育属性。 如《文心月

刊》刊载的《发刊词》再次突显图书馆的社会教育

职能理念，将“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关系，从

而走上进步的道路” ［８］ ，作为刊物的唯一目的；复

刊后的《辽宁省立图书馆馆刊》在《辽宁省图书教

育之今昔———代发刊词》一文中提出“发扬图书

教育，宣导文化建设，并推广馆务” ［９］的理念。

２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创刊缘由

综观图书馆学期刊的发刊词，似乎无法确定

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刊载重点。 其内容丰

富而庞杂，并无一定的标准，有专研古籍版刻者，
有重视馆藏书目者，有讨论图书馆学基本问题

者，有注意评述介绍书报者，有侧重地方文献之

表扬者。 本文无意逐一叙述发刊词所揭示的刊

物内容，而是择要选录发刊词所阐明的办刊旨

趣，来归纳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创办缘由。
创刊旨趣一：构建图书馆与读者交流的桥

梁，代表性刊物有《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 《厦门

图书馆声》等。 随着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展开和工

作理念的改变，读者服务面临新的要求，在面对

“我们与借书者之间也实在太隔绝了” ［１０］ 这一现

实问题时，图书馆希望借助刊物增进与读者之间

的了解，并进而改善服务。
创刊旨趣二：图书馆之间业务公开、交流的

媒介。 几乎所有的刊物都本着这一理念来创办，
代表性刊物有《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广东国民

大学图书馆馆刊》等。 业务公开既包括日常馆务

工作，也包含图书馆经济状况。 有些刊物以报道、

交流馆内工作为主，其图书馆“内容如何充实，事
业如何发展，工作如何勤慎以及阅览者之统计，社
会上之批评，莫不尽量披露也。” ［１１］也有刊物将内

容拓展至馆外及国内外图书馆界的工作动态。
创刊旨趣三：推介馆藏以谋藏书之活用，代表

刊物有《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季刊》《大夏图书馆

报》等。 买书不难，聚书藏书也不难，难在如何利

用，“我们应当在运用上痛下工夫，怎么使大众注

意，引人入胜？ ……怎么做成广告式或展览式劝

诱大众，尽量运用我们技术上的能力，来谋大众读

书利益？ 暂且以这个季刊为第一步运用。” ［１２］ 这

是藏书楼时代无法触及的近代图书馆难题。
创刊旨趣四：图书馆职能理念的宣传工具，代

表刊物有《上海图书馆协会会报》《天津市市立通

俗图书馆月刊》等。 就单个馆来说，是借刊物来

宣传本馆的办馆理念；就整个图书馆事业来讲，是
宣传图书馆之意义、理念、价值：“图书馆之意义

如何？ 图书馆之沿革如何？ 图书馆之功用如何？
图书馆于个人与社会之利益如何？ ……凡此种

种，……本刊当尽力以理论介绍与阅众而共同提

倡之。” ［１３］

创刊旨趣五：图书馆学研究成果讨论、发表的

园地，代表刊物有《图书馆学季刊》 《文华图书馆

学专科学校季刊》等。 《图书馆学季刊》代表了民

国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引领图书馆学

学科体系的最前沿。 该刊一以贯之地传承“如何

而能使斯学普及———使多数人得获有现代图书

馆学最新之智识”的理念，为追求“中国图书馆

学”之系统而努力［５］ 。
创刊旨趣六：图书馆进行读书指导、社会教育

的读物，比较典型的刊物有《厦大图书馆馆报》
《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等。 图书馆的辅助教育

功能集中体现在“读书救国”理念下的阅读兴趣

培养与读书方法指导：“鼓舞各界读书之兴趣，造
成业余读书之风气，更进而利导读有益之书，以至

多读现时切需之书，……所谓学术救国，固可成于

积累之共力，而决非空远之侈言。” ［１４］

创刊旨趣七：“对于学术界之责任” ［１５］ ，代表

刊物《图书馆》 （杜定友主编）、《学觚》等。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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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是学术的殿堂，有义务关注最新出版物和国内

外科学专家的治学成果。 杜定友为《图书馆》杂

志撰写的发刊词中，具体指出该刊拟将“国内新

出版物，按月披露。 ……俾学者先睹为快。 更请

国内外科学专家，将读书心得，治学方法，随时登

刊。 并载有系统有秩序之各科书目，以助学者之

研究。” ［１５］

创刊旨趣八：阐扬传统文献尤其是地方文

献，代表刊物有《广东省立图书馆馆刊》 《书林》
等。 “中国的图书馆学”不可能抛弃文献学的传

统，这也是很多图书馆学刊物内容不一其事，“不
离乎古今典籍及其有关事例” ［１６］的原因所在。

创刊旨趣九：国际合作以谋人类之和平，代
表刊物为《图书季刊》。 由国际联盟世界文化合

作中国协会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办的《图书季

刊》，分中、英文本及中英合订本三种出版形式，
“以向国内外人士传达中外学术界之消息，藉谋

万国人士在知识上之谅解，以为人类和平辟未来

之新路” ［１７］ 。

３　 从发刊词角度看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

刊的产生

上文九个创刊旨趣不仅从微观层面描述了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创刊缘由，而且从宏观

上共同折射出图书馆学期刊创办的时代背景。
因为发刊词的目的“不外乎将创刊的目的、意义、
缘由、背景、编辑方针、刊物性质以及政治的、学术

的、文化的、思想的主张等告诉读者。 而恰恰正是

这些内容，表达了其所处时代的思潮，记录了其

所处时代各个学科的发展状况。” ［１８］

３ １　 图书馆文化“西学东渐”的产物

国人对近代图书馆的认识和其它科学一样

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器物层”“制度层”
“心理层”，大致分别相当于鸦片战争至洋务运

动、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五四运动这三个时段。
“器物层”阶段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出发点

来介绍西方近代文明标志之一的图书馆这一新

鲜事物，其间交织着对我国传统藏书楼的批判和

向西方图书馆学习的双重内容。 虽然不同的人对

西方图书馆性质的认知程度深浅不一，但总的来

说这一阶段仍停留在考察西方图书馆的特点阶

段。 “制度层”阶段关注的焦点是图书馆在社会

变革中的作用，有意识地将图书馆作为实施教育

救国的社会文化机构，并在行动上形成一场“公
共图书馆运动”，我国近代的图书馆事业因之产

生。 五四运动之后，图书馆的“西学东渐”深入到

“心理层”。 心理层的西学输入阶段最明显的表

征是由少数人的西学译介发展为更多人、更多途

径地大量输入西学，由少数知识精英单一地介绍

新学发展为图书馆专业领域内人员广泛地讨论。
笔者据李钟履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一

辑）》一书统计，清末至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共发表图书馆

学论文 ５０００ 余篇，但在第一份图书馆学期刊《浙
江公立图书馆年报》创办（１９１５ １２）之前，图书馆

学论文仅 ４５ 篇，研究的重点局限在图书馆史和规

章法令等宏观层面，发表的刊物多为教育学期刊，
这体现出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以及教育学是

图书馆学学科范式的重要属性之一。 民国以后，
当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比较系统地介绍到我国，东
西方文明真正开始交融、碰撞时，图书馆界深感当

前我国的图书馆学“仍极幼稚，亟待研究之问题

甚多” ［１９］ ，而研究图书馆业务技法、解决众多问题

需要有业界专门的研讨阵地。 因此，很多以“图
书馆学研究成果讨论、发表的园地”“业务公开交

流”等为创刊旨趣的图书馆学期刊应运而生，刊
载了大量的图书馆学论文，这是图书馆学期刊产

生的共同的文化背景。

３ ２　 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然

民国初期，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主要

有两个方面和图书馆学期刊的产生密不可分。 一

是全国各地各类型图书馆相继建立。 据统计，
１９１６ 年全国有公共图书馆 ２９３ 所，１９１８ 年增至

７２５ 所［２０］ 。 然而，我国近代的图书馆大都脱胎于

旧式藏书楼，图书阅览、借阅、装订、编目、分类等

实际工作深受旧习影响，处于滞后的状态。 因此，
图书馆在数量上攀升的同时，“质量上也须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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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进，以应时代的需求” ［２１］ 。 如何按照近代图

书馆的理念进行改造并解决转变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从而在质上实现图书馆的近代化转型，这
一新命题催生了图书馆界专门的交流、沟通、研
究平台———图书馆学期刊的诞生。

二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兴盛。 二十世纪二十

年代，我国本土的图书馆学教育既有武昌文华大

学图书科（１９２０ 年成立）、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

系（１９２５ 成立）、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专科

（１９２７ 成立）等正规的图书馆专科教育，也有北平

高师图书馆讲习会（１９２０ 年夏）、南京东南大学暑

期图书馆讲习科（１９２３—１９２５ 年的每年暑期，共
三期）、河南小学教员讲习会之图书馆演讲（１９２４
年夏，为期三周）等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学短期培

训班。 其不拘一格、方法多样的教育形式培养了

大量热爱图书馆事业的学者和图书馆专业人员，
他们是图书馆之间开展经验交流和学术论争的

主力军，也是图书馆学期刊得以存续发展的中坚

力量。

３ ３　 得益于我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与出版事业的发展是

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新图

书馆运动”所强调的保存、建设文化的主旨直接

成为出版业发展的主旨，如 １９２９ 年商务印书馆出

版《万有文库》；与此同时，出版社的出版活动又

帮助解决很多新建图书馆的藏书建设问题。 因

此，一方面，出版界的繁荣与稳定为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文化氛围，丰富了图书市

场，为近代图书馆的创办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

献资源，为图书馆学期刊的产生奠定了必备的出

版基础；另一方面，图书馆学期刊的发展有利于

促进近代出版事业的良性发展。 民国时期图书

馆学期刊创办时，就确立其 “对于出版界之责

任” ［２２］ 。 面对出版界琳琅满目的书籍，虽有各书

局出版的新书目录或日报上的宣传广告，但对于

读者来说，书局的新书目录是不定期的，日报往

往阅毕丢弃，而且“焉能翻阅数十百种之目录及

逐日之报纸杂志？” ［２２］ 杜定友在上海图书馆协会

创办《图书馆》杂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出版家

与图书馆界，实相依为命，亟应联络合作，本杂志

除登载书籍出版之外，并载出版消息。 使出版界

与图书馆界，互通声气” ［２２］ 。 如果说，图书馆的图

书采购在行动上实践着自己对图书内容与价值

的评判，那么，各类型图书馆学期刊发刊词所揭示

的栏目内容如“书报评介” “新书介绍” “书报提

要”则将图书馆界的声音传播给出版界。 可见，
图书馆不仅需要出版业源源不断的新书，而且又

在一定程度上履行着图书生产引导者、咨询者、消
费者的责任，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借助图书馆学

期刊这一媒介，同时向读者和出版界传播和反馈。

４　 结语

从上文发刊词的创刊旨趣中不难看出，民国

时期图书馆学人为推进图书馆近代化转型而思

考的内容可谓丰富而深入：既有“不破不立”原则

下图书馆职能理念的宣传，也有将“谋馆中藏书

之活用” ［２３］ 作为图书馆首要业务政策的实务举

措。 图书馆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的中心，它赋予图

书馆在阐扬地方文献以不负藏书目的的同时，也
使图书馆承担起启迪新知、促进学术界发展的不

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它又隶属社会教育范畴，
这决定了图书馆在辅助阅览提高馆藏利用率的

同时，更有“提倡读书以期成学术救国之大愿”的
使命……这些具有强烈现实指向的思考与研究

正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

史背景的集中反映，当图书馆先辈们通过图书馆

学期刊来探索适合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模式

与方法时，亦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推向新的历

史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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