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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学图书馆研究与实践述略∗ ∗

任家乐　 姚乐野

摘　 要　 民国时期是我国新式中学建立并快速发展的时期，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后随着教学改革的施行

以及图书馆运动的发展，中学图书馆的作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为此教育界、图书馆界开展了相关的理

论与实践探索，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本文从当时的教育背景入手，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学图书

馆的研究与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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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是我国图书馆学快速发展的阶段，
理论方面大量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实践活动中多

有创新之处。 当时西式中学大量涌现，中学图书

馆亦随之出现，但受旧有教育观念的影响，我国

中学图书馆发展迟缓，办馆水平较低。 不少图书

馆界及教育界人士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并进行

了众多有益实践，这些活动对于提升当时中学图

书馆的办馆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对当前中学图书

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亦有借鉴意义。 本文

以相关文献为线索，对这一时期中学图书馆的研

究与实践进行梳理分析。

１　 中学图书馆研究产生的背景

我国中学大致始建于 ２０ 世纪初。 １８９９ 年奏

定大学章程中规定有大学堂、中学堂及小学堂的

结构，１９０２ 年后又正式规定了中学的学制，从书

院改组而来的中学图书馆亦随之建立。 然而由于

办学经费紧张及观念上对图书馆的轻视，中学图

书馆经费短缺且经常被挪用，以致图书采购经费

极少，藏书多为书院继承与民间捐赠。 而原有从

书院继承的藏书又多不适用于现代教学，导致不

少中学图书馆与教学实际需要相脱节。 与此同

时，旧有观念仍将图书馆等同于藏书楼，认为只要

保管好藏书就足够了，且从馆长到馆员多由各科

老师及学生兼任，图书馆办馆水平和质量较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对于中学教

育改革的呼声渐高，其中一条即认为现有中学教

育偏重于课堂教育、教材教育、升学教育，缺少对

学生未来职业规划的引导，学生缺乏自我学习能

力和创造力。 对注入式教育的批判结果是引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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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独立思维和自我学习能力的“道尔顿教学

法”。 在道尔顿教学法中，中学图书馆并非教学

的附属设施，而是学生培养自我意识、社会意识

和自我学习的重要实验室；馆员并非藏书楼中的

仆役，而是课堂之外引导、培养学生的人生导师。
比如舒新城在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一书总序

中，就提到他主持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试验道尔

顿制的情况：在那里我们曾实验一种新的教学方

法———道尔顿制，此制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学生

自动解决学习上的种种问题，以期个性有充分发

展［１］ 。 中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推进，凸显出中学图

书馆的重要价值。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第二次图书馆运动蓬勃兴

起，鲍士伟、韦棣华、沈祖荣等图书馆学家广泛开

展讲演活动，庚子赔款施用于公共图书馆事业建

设与图书馆学教育，以及 １９２０ 年专事图书馆学人

才培养的文华大学图书科成立等事件，对于改变

社会对图书馆的认知具有极大影响。 从这一时

期起，图书馆界人士开始以专业眼光注视这一领

域，中学图书馆研究开始萌芽，其实践活动也逐

渐有了专业性的导向。

２　 中学图书馆研究的开始

从现有资料看，沈祖荣、胡庆生于 １９２４ 年 ７

月发表在第九期《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上的《中
学图书馆几个问题———概论中学校与中学图书

馆之调查》 ［２］ 一文，是我国第一篇研究中学图书

馆的专门文章。 该文分“中学是否需要图书馆”

“中学图书馆之经济如何维持” “馆员选择问题”
“图书选购法”“引导学生利用图书馆法”五个部

分，这一体系结构成为以后学者研究中学图书馆

的借鉴。 当时该文仅罗列条目，而无详细阐述，两

年之后全文在《河南教育公报》刊出［２］ 。 １９２５ 年，

杜定友在《中华教育界》发表《中学图书馆的几个

问题》 ［３］一文，洋洋万言，内容极为详尽。 该文对

于沈、胡一文的研究内容又有进一步的延伸，开
始论及馆员的训练、与公共图书馆的合作、馆长

的选任等问题。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是中

学图书馆理论研究的标志性事件，界定了中学图

书馆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结构。 １９３３ 年，上海商

务印书馆出版杜定友的《学校图书馆学》一书。
在《例言》中，杜定友指出“本书所述各种办法专

为小规模之中小学校图书馆立言，故手续极为简

单，无专门学识者亦可依法照办” ［４］ 。
由此可见，中学图书馆研究从一开始就得到

了沈、胡、杜三位图书馆界巨擎的垂青，说明了图

书馆界对此领域的重视。

３　 中学图书馆研究

３ １　 中学图书馆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其一，中学阶段是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时期，学
生渐渐形成独立的思维，产生个性化的兴趣和爱

好，开始主动学习一些感兴趣的知识，不再盲目地

接受教师教导的一切。 中学课程教育由于其范围

较小学课程要广阔得多，不仅需要机械的记忆，还
需要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去掌握，因此与小学阶

段的填鸭式教育大有区别。 此外，中学教育的全

面性又不同于大学的专门科学教育，因此中学课

程“大有包罗万象之概”，不能仅依赖于中学课程

的几本教科书，还需要学生到图书馆查阅书籍，开
拓视野。 由于读者群体不同，中学图书馆的理论

研究与儿童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

等存在较大差异。
其二，中学图书馆地位凸显，促进了中学图书

馆理论研究的发展。 ２０ 年代至 ３０ 年代初，“道尔

顿教学法”在我国的兴起，使人们认识到中学图

书馆不是仅供师生参考的场所，而是教学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部门。 道尔顿

教学法要求教师居于指导地位，不能包办教育的

整个过程。 一切知识的掌握应由学生通过查阅资

料、相互讨论、自我学习来完成。 如果不利用图书

馆的资源而只是学习课堂教材，就不会产生思想

的碰撞、知识的交流，因而道尔顿教学法的实施使

图书馆的地位变得重要。 在《道尔顿制与中学图

书馆》一文中，作者认为“在没有施行道尔顿制以

前，我们的图书馆同其他学校的一样，用来作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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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自修室所不能容纳的学生。 而图书馆员大部

分的时候乃是费在整理书籍和计算阅览人数上

面。 ……行道尔顿制以后，图书馆转形重要，成为

学校的枢纽，是各班的中心实验室，上课所用的

书籍也比以前多了” ［５］ 。 道尔顿教学法使图书馆

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学习的实验室，学生团体

研究的场所，而馆员则成为为学生提供参考服务

的老师。
其三，中学时代正处于学生社会意识形成的

阶段，课堂教育只教授学生学科知识，却无助于

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 而学者们认为，中学图书

馆的重要功能之一即为制造“环境的社会化”。
“若是一个人对于邻人的责任心还是没有发展出

来，便同时造成她的个性的意识，那是毫无价值

的。 ……（组成学习团体）把他们的问题自行讨

论了以后，就知道尊重他人的意见，而明白人的

权利。” ［２］中学图书馆在促进学生独立人格的养

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学图书馆理论研

究的独特之处。 杜定友认为，课堂教育传授的只

是一般“智识”，而在社会环境的认知方面，还需

培养“见识”，学生在读书期间，见识的培养以图

书馆最佳。 “在环境方面，一切进逼我们，不得不

增加智识，以资应付。 所以你们受了学校教育以

外，还须要受图书馆教育。” ［６］

其四，中学图书馆理论研究包含常识教育与

职业教育两项重要内容。 当时的中学课程中缺

少常识教育与职业教育，所培养的学生往往不能

适应社会，教育界对此批评甚烈。 “前清教育的

失败，是因为八股文不切实用，……（而现今）连

人生日常生活问题尚不能解决的教育，可称为洋

八股的教育。” ［７］ 当时大多数学生中学毕业以后

将面临就业问题，图书馆成为弥补这一空白的最

好机构。 “（一般学生）往往中学毕业之后，因经

济的关系，不能继续求学，不得不在社会上谋一

噉饭之大道，但在中学课程中，却没有‘职业指

导’一门，一走入社会，那能不张惶失措呢？ 所以

在将毕业，而自觉无力升学的学生，可以常到图

书馆里，看点择业指导，应用技术的书籍，以备将

来踏入社会的辅助。” ［８］ 图书馆人士的这些主张

很好地解决了当时中学纯学理教学、脱离社会实

际问题的弊端。
由此可见，学界对于中学图书馆的功用已经

有了深刻的认识，它既与公共图书馆普及公众阅

览、提供继续教育的定位相区别，又与大学图书馆

讲究知识文献专门化、阅读指导专业化的学术图

书馆定位有所不同，而着力于学生阅读兴趣的培

养、自我学习意识的形成、以及社会性交流之训练

等方面。 简而言之，中学图书馆关注学生基本素

质的综合培养，这是中学图书馆理论成为一个独

立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因。

３ ２　 重视经费保障研究

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民国时期许多中学

图书馆虽然拥有相当丰富的图书资源，但由于校

方对图书馆工作并不重视，以致图书馆越办越劣，
进入恶性循环，经费短缺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
学界对于经费的保障提出了许多意见，沈祖荣、胡
庆生认为中学图书馆经费来源有几条途径：（１）
列入学校预算案；（２）规定为学校的例费；（３）学
生公费购书；（４）学生乐捐购书；（５）学生毕业纪

念捐；（６）学生开游艺会筹捐；（７）旧生或其友人

纪念捐；（８）学校特别纪念时筹捐［３］ 。 杜定友认

为中学图书馆经费来源有三种：校款、省款、捐
款［４］ 。 校款由“学生每人每年酌加一元至二元，
专供购新书之用”，将本校教师个人所订书刊集

中在学校图书馆，公之于众；对于许多进步省份有

专款补助学校图书馆的，要积极争取；他还认为捐

款虽然方便却是最为靠不住的，募捐之事不易多

办，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游艺会和出售学生成绩的

方式进行［４］ 。 这些观点总结起来，实则中学图书

馆办馆经费仅两项———公费及募捐，而且书籍捐

赠使中学图书馆常常收到不切实用的书籍，这些

捐赠无论是对于教学还是学生自修都没有什么

帮助。 沈、胡、杜三人均未从事过中学图书馆的实

际经营，因此设想多有理想成分。
实务界人士在中学图书馆经费筹措方面也

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办法。 钟毅强调立足于公

费解决图书馆经营问题，并细化为学校基金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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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仿体育费之例征收图书馆费、招考新生时征

收报名费拨归图书馆三项，认为除第 １ 项因各校

情形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外，第 ２、３ 两项皆轻而易

举，各校皆可办理［９］ 。 陈豪楚在调查了 １９２９ 至

１９３２ 年浙江省公私中学图书馆经费之后，提出图

书馆经费最低限度应占中学全部预算的 ２ ５％至

３％，又指出“图书费应为学校支出之一经常门类，
不当列于［补助］ 或［津贴］之地位，甚或委之校

友会以维持图书馆之费用” ［１０］ 。 周德之认为薪金

杂费等都在内，图书馆经费至少要占全校经费的

百分之五以上［１１］ 。 弘挈撰文指出，“各校预算里

图书馆的费用（薪水在外）须占全部经费百分之

十以上。 中等学校的图书馆须有一万册（至少须

有八千册）以上的图书，古籍不计” ［１２］ 。 蒋侣琴

亦认为，“鄙意今后之圕费，最少应占全年经常费

百分之十，并保障其独立，无论经费如何困难，此
费不得稍减，或被移用” ［１３］ 。 总体而论，图书馆界

关于中学图书馆经费独立，额度固定，不得有歧

视性对待的呼声是一致的。

３ ３　 研究图书选购问题

鉴于中学生特有的身心特点，以及图书馆经

费普遍紧张的状况，中学图书馆在选择图书方面

需要明确选书原则，探索选书方法。 杜定友认为

中学图书馆图书选择应着重考虑参考书、普通读

物、杂志三种。 参考书主要为学生解决一般的疑

惑，应至少准备数种普通字典、一套百科全书、各
种普通辞典等；普通读物专指图书馆中消遣一类

的书籍，帮助学生引发起学习的乐趣、养成读书

的习惯，大概以小说之类占大多数；杂志因其更

新周期短，可用于教学参考和消遣之用［４］ 。 钟毅

从阅读统计的角度出发，认为书籍选择应考虑到

读者的阅览兴趣，文学、新思潮、有关时势之历史

地理类图书阅览者众多，各类科学书籍，性质越

专深，阅者愈少［１３］ 。 陈豪楚认为，为了选购优良

适用之图书，应设立图书馆选购委员会。 程长源

认为，图书购置费应由图书馆统一支配，以避免

教师在不通知图书馆的情况下，随意购买自己使

用的书，造成图书经费的浪费［１４］ 。 周德之根据中

学生的特点，把中学图书馆需用的藏书分为 １４ 个

类别，供其它中学图书馆作为选书参考［１５］ 。
鉴于中学教育的特点，图书馆藏书选择既不

能过于专业，又不能过于宽泛；既要配合教学的需

要，又需弥补教学之不足。 正因如此，许多中学图

书馆在采购时存在盲目现象。 除图书馆界相关学

者不断对选书问题进行探讨外，中华基督教教育

会也相继开展了关于中学图书馆最低限度书目

标准的研究工作。

３ ４　 注重图书馆人员的专业性

由于图书馆不被重视，中学图书馆主任或馆

长多由其他教师兼任，馆员又多由学生轮流担任，
导致图书馆员专业化水平不高。 图书馆主任因身

兼数职精力分散，多将工作委之于馆员，而馆员工

作缺少监督，因此收效不佳。 对此，学界一直主张

图书馆主任应由兼任制改为专任制，且应具备图

书馆学专业素养。 在文华图书科成立以后，对于

馆长任职条件的统一认识是应“具办事才干，并
具有圕学识经验” ［１３］ 。

对于馆员的选任，蒋复璁从实际出发，认为聘

任学生充当馆员较好，不仅“因其可以获得金钱

上和智识上的报酬，而且与借阅的同学们也可以

较为融洽。 可以选择家境清寒而成绩优良二者为

合格，此外他的品性须具有沉静、有恒、诚恳、敏捷

等优点” ［１６］ 。 实务界则持几乎相反的看法，陈豪

楚认为中学图书馆员至少需要具有普通高中文

化程度，并专职于图书馆，反对由学生轮流充当馆

员的做法。 蒋侣琴亦赞成馆员专职化，提议由省

教育厅组织各校图书馆员加以训练，结束后派回

原处工作，与专任教员待遇平等，保障其地位，使
之安心服务工作。 大多数学者、专家倾向于对现

有人员在专职化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培训，并适当

规定馆员入职标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具有积极

意义。 后来，国民政府采纳了部分建议，通过开展

中学图书馆员短训班，以及省级图书馆指导下级

公共图书馆及学校图书馆的方式进行职业训练。

３ ５　 关注参考服务与就业指导

现代图书馆与藏书楼的重要区别即在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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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者阅览。 麦尔威·杜威（Ｍｅｌｖｉｌ Ｄｅｗｅｙ）曾用

蓄水池与喷水池的例子比喻古今图书馆的区别，
意指图书馆员应为读者主动提供参考服务。 蒋

复璁从另一角度阐释了参考服务工作的重要性，
认为“如果离开图书馆（参考服务），则教员在课

堂中的讲授将变得偏枯，课外的指导也会觉得不

充实。 因为一般的课室里所用教本总是大纲式

而带有机械性的；假如在课外不到图书馆去多事

参考和补充，不但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受打击，甚
而至于根本嫌恶课堂乃至讨厌学校生活而贻误

终生” ［１６］ 。
为此，杜定友认为图书馆应该积极为教学提

供参考资料，为研究会、学会提供参考或出版资

料，对于各科书籍及新到材料应随时报告，发起

读书会，定期开展读书思想交流活动；图书馆员

不仅要熟悉馆藏分布，还需加强对书籍内容的阅

读；图书馆可以发起图书馆学讲习会，培训学生

掌握查询资料的方法，教授学生有关书籍的选

择、阅览以及目录的使用和检索方面的知识；可
以设置咨询处，随时解答学生的疑惑［４］ ；可以由

学生组成小组利用图书馆资源，请一些热心的教

师进行指导，读书后作读书报告［６］ 。 这些详细的

指导意见对于当时中学图书馆员是颇有参考价

值的。
许多中学生毕业以后因各种原因不再进入

学校，因此有必要通过图书馆培养他们专门的技

艺。 图书馆可以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通过购置

名人传记、实业调查报告、各职业报告等书，给予

学生一定的帮助和影响［４］ 。 杜定友先生在 １９２５
年即根据中学教育的弊端，提出职业指导、规划

人生道路的对应思路。

４　 中学图书馆的实践特色

民国时期，针对中学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图
书馆界在标准建设、人员训练、政府扶助、联合办

馆等方面进行了多次实务探索，取得了许多富有

特色的成果。

４ １　 确立最低标准书目

有感于当时教会中学科学设备及图书严重

匮乏且缺少统一标准的状况，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会员赵传家于 １９３０ 年秋至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期间进行

了广泛的调研。 并在华东基督教年会时提出，
“本会十七届年会时，将全部草案提出，……至图

书目录关系极大，所以将是项图书目录，油印后分

发全国图书馆专家，以及有关系的各图书馆，请求

批评，经数月之久，方有几处寄回，所有批评，亦均

极有价值。 ……作者为谋切实解决起见，乃函寄

各校，请加批阅，并请专家评论。 另一方面，亲赴

东方图书馆，徐家汇图书馆，沪江大学图书馆等，
加以审阅，更尽量搜集各书报之介绍与批评，以定

其取舍标准” ［１７］ 。

经杜定友、王云五、郑晓沧、范祥善、刘国钧等

审定，并根据反馈意见拟定了《中学图书馆最低

限度书目》（以下简称《书目》）一文。 由于当时教

会学校在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办学上卓有声望，
因此《书目》的推出，对于中学图书馆馆藏建设的

规范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个别城市个别学

校，比如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也进行了中学图书馆

类似标准的尝试［１８］ 。

４ ２　 开展读书运动，指导学生读书

民国时期，许多中学图书馆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读书活动，以吸引学生关注图书馆，提高学生

利用文献的能力，养成学生学习研究的习惯。
１９２５ 年，南开大学、中学图书馆联合开展读书运

动。 具体内容有：（１）开展常识试验，分发时事、
科学等各项常识问题，学生任意作答，缴还图书

馆，评定成绩；（２）收集参考资料，由图书馆拟定

题目，学生尽力搜集有关参考材料，由图书馆评

定成绩；（３）校正馆中任何书本印刷上的错误；
（４）读书心得，以馆中书报为限，撰写杂记、书
评；（５）做中国名著索引；（６）开展图书馆使用法

的试验，具体为分类使用法、目录使用法、书库使

用法、一切索引使用法、参考使用法，由图书馆组

成评审委员会，评定成绩，优秀者酌赠书报［１９］ 。
无锡中学图书馆利用每年开学时期，对学生

（尤其是新生）进行培训，介绍图书馆的情况、借
阅手续，教授分类编目、卡片目录的用法，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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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利用图书馆的基本常识。 同时开展全校读

书运动，通过讲座、名人演讲等形式，引起学校、
学生对图书馆的重视。 对于图书借阅，各科教师

指 定 各 种 参 考 书 及 课 外 阅 读 书， 交 图 书 馆

公布［２０］ 。

著名的培正中学图书馆在《本馆五年来之活

动事业》一文中指出［２１］ ，“现代学校图书馆侧重

在‘用’ 之一方面，指导阅览，为其重要任务之

一”，该馆将 １９２９ 至 １９３４ 年间的阅读指导活动列

出，如：（甲）征求图书运动，十八年暑；（乙）字典

展览会，十九年十一月；（丙）寒假学术演讲会，二
十年二月；（丁）图书展览会，二十二年三月九日

至十一日；（戊）字体观摩会，二十三年二月二十

日至二十八日；（己）世界第二次大战问题，二十

三年六月四日至十日。
从当时中学图书馆的阅读活动来看，既有一

般的文献展览、学术演讲、专题研究，又有竞赛式

的阅读参考，其内容形式较今日之大学图书馆的

阅读活动亦不逊色。 虽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学

图书馆阅读活动的开展并不普遍，但当时图书馆

界努力开拓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４ ３　 图书馆员的训练

中学图书馆员低廉的待遇、较低的地位使之

很难吸引图书馆学专门人才就职，许多馆员大多

依靠自学来掌握图书馆学知识，馆员整体素质不

高。 图书馆界一直积极呼吁重视馆员的职业

训练，一致希望政府与省级图书馆牵头组织，
对本省中学图书馆员进行集中培训，但当时因

国家政治动荡，财力困窘，仅有部分省市开展

了此类训练。
程长源曾在《管理中等学校图书馆的鳞爪》

一文中提到他曾接受浙江省图书馆的馆员培训

一事［１４］ 。 １９３３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通过陈长伟

的提案《请协会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县教育行

政机关应聘请圕专家指导各中小学圕一切进行

事宜案》。 因各中小学校图书馆经费有限，不能

聘请图书馆专门人才，因此提议各地教育机关聘

请图书馆学专家为指导员，定期至各中小学校图

书馆视察工作，给予口头及书面指导。 “每月或

每年由指导员召集各中小学圕馆员设圕学研究

会，除演讲基本智识外，并纠正实际错误”。［２２］

１９３３ 年，河北省中等教育联席会议也提出《各校

应尽力扩充图书馆案》，其中第 ２ 条第 ３ 款规定

“各校得遴选专员资送国内著名图书馆见习二三

月以资熟练而便应用” ［２３］ 。

１９４１ 年，由四川省教育厅委托四川省立教育

学院与四川省立图书馆共同办理的中等学校图

书管理员讲习班，是民国时期一次规模较大的培

训活动。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第一期中等学校图

书管理员讲习班正式上课，学员共二十五人，训练

时间定为两个月。 聘请讲师有刘国钧、李少缘、
陈长伟、戴安邦、曹祖彬、陶述先、吕洪年、陶吉庭

等。 每日上午授课下午实习，以金大图书馆为主

要实习场所，之后又开办了第二期训练班。 《图
书管理员讲习办法规定》要求学员须为目前从

事中学图书馆工作且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并
规定“凡经讲习及格人员原学校日后不得藉故

辞退”。
从培训班的师资力量、学员范围、学历要求、

就业保障等关键点来看，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图

书馆员专业化的重要性。 这种集中培训的目的在

于使馆员掌握图书馆基本实务方法，学员毕业后

获得政府的认可，并通过行政方式保障其就业，相
当于设立了一项职业准入标准。 这对于当时难以

获得图书馆学专业人才，而本身地位尴尬的中学

图书馆来说，是颇有意义的事件。

４ ４　 公共图书馆及政府对中学图书馆的

扶助

对于中学图书馆存在的诸多问题，当时的图

书馆界采取了不少解决方法，颇值得当代借鉴。
以四川地区为例，在抗战时期因系属后方，为普及

图书馆教育，重庆市立图书馆专设研究辅导部，它
的两项主要职责即为视察辅导、训练进修。 １９３９
年底，重庆市立图书馆又订立《重庆市立图书馆

协助本市市立中心学校以上各校设置图书室办

法》，帮助各级中学设立图书室，提供代订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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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供应书籍三项服务。 其中供应书籍一

项，每月每次各校可以在重庆市立图书馆选取书

籍一百至一百五十册［２４］ 。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四川省教育厅为充实中等学校

图书馆馆藏，满足教育之需要，特请专家选定书

目，由政府出资购书分发各校。 “查本省各公私

立中等学校，现有图书，均欠充足，尤以对于现代

知识及有关抗战书籍，更感缺乏，亟应设法充实，
以应需要。 兹特遴请专家就省联县私立各中学

师范职业各类，分别选定图书若干种，由本厅统

购分发，每校一套，并托由正中书局代办分批迳

寄。” ［２５］这些举措，反映出政府已经由之前的放任

自流转向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中学图书馆的

发展。

５　 结语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之后，我国中学图书馆

理论研究及专业性的实践活动开始发展，有关中

学图书馆的研究文章不断增多，重点关注中学图

书馆的标准化建设、人才建设、经费管理等问题，
部分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同时，部分中学图

书馆在实践中亦进行了许多具有专业水准的尝

试。 受民国时期政治动荡的影响，中学图书馆

学研究与实践亦经历过许多挫折，然而其经验

总结对于今天的中学图书馆发展仍有着重要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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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１９２５（１２６７ 号） ．

１０ 陈豪楚．对于本省中学图书馆改进之管见

［Ｊ］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３（１） ．

１１ 周德之．最简单的中学校图书馆［ Ｊ］ ．安徽省

立图书馆季刊，１９２９（１） ．

１２ 弘挈．论中等学校应特别注重图书馆［ Ｊ］ ．图

书馆 学周 刊 （福 建 民国 日 报 副刊）， １９３１

（２７） ．

１３ 蒋侣琴．改进中等学校圕刍议［ Ｊ］ ．无锡图书

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５（４） ．

１４ 程长源．管理中等学校图书馆的鳞爪［ Ｊ］ ．浙

江教育行政周刊，１９３５（３６） ．

１５ 周德之．最简单的中学校图书馆［ Ｊ］ ．安徽省

立图书馆季刊，１９２９（１） ．

１６ 蒋复璁．中等学校图书馆问题［ Ｊ］ ．中等教育

季刊，１９４０（２） ．

１７ 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中学图书馆最低限度

书目的说明（附表） ［ Ｊ］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

刊，１９３２（１－２） ．

１８ 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图书馆着手拟订中学图

书馆最低限度书目［ Ｊ］ ．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校半月刊，１９３４（８１） ．

１９ 南开大学图书馆．南开大、中学图书馆读书

运动［Ｊ］ ．南开周刊，１９２５（９） ．

２０ 蒋侣琴．中学图书馆之活用问题［ Ｊ］ ．无锡图

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２（１） ．

２１ 培正中学图书馆．本馆五年来所订阅杂志之

数量［Ｊ］ ．培正中学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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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

卢森堡多家图书馆推出电子书租赁服务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卢森堡 １２ 家公共图书馆联合推出电子书租赁服务，共提供 ７８ ２００ 册英语、法
语、德语版的电子书。 该项服务由公共图书馆高级理事会与卢森堡国家图书馆联合倡议启动，是卢森

堡联盟部和国家图书馆 ＩＴ 部负责管理的试点项目。 在试点项目开始前，卢森堡联盟部已提供 ５３ ０００
册电子期刊、９３ ５００ 册科学类电子书、３７０ 个专用数据库供读者租赁使用。

资料来源

１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ｏｌｌ ｏｕｔ ｅｂｏｏｋ ｒ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ｏｒｔ． ｌｕ ／ ｅｎ ／ ｌｕｘ⁃
ｅｍｂｏｕｒｇ ／ ７８－２００－ｄｉｇｉｔａｌ－ｂｏｏｋ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ｒｅｎｃｈ－ｇｅｒｍａｎ－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ｒｏｌｌ－ｏｕｔ－ｅｂｏｏｋ－ｒ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５６５４６ｂ５７０ｄａ１６５ｃ５５ｄｃ４ｅ０８４．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提供）



２２ 陈长伟．请协会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县教

育行政机关应聘请圕专家指导各中小学圕

一切进行事宜案［Ｍ］ ／ ／ 黄洁．民国时期图书

馆学报刊资料分类汇编 儿童图书馆卷（上） ．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３ 河北省中等教育联席会议．各校应尽力扩充

图书馆案［Ｊ］ ．河北教育公报，１９３３（８） ．

２４ 廖世承．中学教育［Ｊ］．播音教育月刊，１９３７（５）．
２５ 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７４，卷号：７４；案卷题

名：四川省政府．

（任家乐　 研究员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 姚乐野　 教授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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