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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整理民国时期阅读推广史料能够为民国时期阅读推广研究提供资料和线索。 在文本梳理和

统计的基础上，简介不同类型史料的利用方式，基于不同侧重点归纳史料内容，并分析其特征：史料来

源上，类型多样化，分布区域广；史料内容丰富，为该时期阅读推广研究提供图文记录；史料利用方面，不
同来源的史料可以互补互证，并呈现出数字化利用增强的趋势。 表 ２。 图 １。 参考文献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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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各类型阅读推广活动促进了当时

的社会阅读，现存丰富的史料为了解该时期阅读

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研究民国时期阅

读推广活动，有助于了解阅读推广的发展脉络和

阅读推广精神的传承。 本文在史料收集和统计

的基础上，介绍该时期阅读推广史料的主要来源

和利用方式，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资料线索，以
期弥补现有相关研究资料来源相对单一的缺憾。
同时，从组织章程、图文记载和理论探索等不同

方面有侧重地归纳该时期丰富的史料内容；进而

分析该时期阅读推广史料的地域性和群体性等

特征。

１　 民国时期阅读推广史料的来源

根据不同的分类依据，民国时期阅读推广史

料可分为不同类型。 据史料来源分类，可分报

刊、图书论著等公开出版物，以及各档案馆、图书

馆等文化事业单位所藏该时期阅读推广相关档

案两大类；根据史料利用的载体形式，又可分为

数字化资源和纸质资源。 不同载体的史料，其查

找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利用关键词检索数字

化史料，或翻阅各种目录、图书、报刊、日记、档案

等资料查找相关纸质史料。 下文将分类加以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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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数字化民国报刊中阅读推广史料的

检索与分析
由于民国时期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地理范

围广，各地报刊均有记载，将民国时期各地报

刊数据库全部纳入搜集范围存在难度。 故本

文拟选取几个民国报刊数据库为典型代表进

行分析，以综合性报刊数据库“民国时期期刊

全文数据库 （ １９１１—１９４９） ” 和 “申报数据库”
“新新新闻数据库”等地方报刊数据库为例，检
索关键词见表 １。

表 １　 报刊数据库阅读推广史料检索关键词

时间关键词 民国（二十世纪 ／ ２０ 世纪 ／ 上世纪、国民政府、中华民国、民初）等

主题关键词
读书会、巡回文库（巡回书车、巡回图书馆、巡行书（文）库、巡回图书担、图书汽车、轮船图书馆）、推广

阅览、阅读（阅读指导）、读书运动、图书流通、图书教育等

按表 １ 所列关键词，依次在三个数据库中检

索民国时期公开出版的报刊文献，并对检索结果

进行排查，排除不相关的条目，将有效检索结果

进行统计，详见表 ２。

表 ２　 基于不同关键词的报刊数据库阅读推广史料检索结果汇总

年份 读书会 阅读 巡回文库 读书运动 图书流通 阅读指导 图书教育 总计

１９１２—１９１９ ４ ４ ９ ０ ４ ０ ０ ２１

１９２０—１９２９ １９２ ６８ １０７ ３２ ２１ ４ ０ ４２４

１９３０—１９３９ １０６７ ８３０ ２１０ ２３６ １４９ ３８ ０ ２５３０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３１３ ４７７ ５９ ２９ ３１ １４ ４８ ９２３

总计 １５７６ １３７９ ３８５ ２９７ ２０５ ５６ ４８ ３９４６

由表 ２ 可知，三个民国报刊数据库中保存了

大量的民国时期阅读推广史料，且在时间上体现

出连续性，这为该时期阅读推广研究的开展提供

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从检索结果数量的历时变

化看，不同时段的文献数量各有起伏，体现了该

时期阅读推广活动经历了萌芽、发展、高峰及回

落的发展脉络。 同时，不同关键词得出的检索结

果有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当时的阅读推广

活动状况。 如主题词“读书会”的相关文献最多，
与民国时期“读书会”的社会组织力量强大、时间

持续等因素密切相关；“阅读”的相关文献数量次

之，其变化趋势体现了对阅读行为的关注和呼吁

阅读的书面提倡增加，社会阅读推广初见成效。
又如“图书教育”相关文献的出现时间相对延后，
主要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全国图书

教育普及办法》 （１９３９ 年）之后才有“图书教育”
的提法，各地对部颁文件纷纷响应转发，故“图书

教育” 相关文献出现频率较高是在上世纪 ４０

年代。

当前，民国时期报刊正处于被整理和数字化

进程中，已有部分全国性和地方性报刊形成数字

化成果，可供利用，并且在持续更新。 通过对上述

三个报刊数据库内容的检索，可以一窥民国时期

报刊中包含的有关阅读推广的文献记载，明确该

时期开展的各类阅读推广活动，为研究该时期阅

读推广活动提供资料基础。

１ ２　 民国档案中阅读推广史料的检索与

分析
民国时期的档案分藏于全国各地文化事业

单位，目前除部分档案馆藏档案尚在数字化进程

中，暂不能提供查询利用之外，大部分档案资料支

持以下两种查档方式：一是通过卷宗目录、案卷目

录、文件名目录查找相关单位的档案全宗、卷宗和

具体文件所在，申请调看库房中的相关卷宗；二是

随着民国档案数字化工程的开展，大多数省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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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提供民国档案数字化利用，可以远程或到

馆进行关键词检索，在该馆系统内调卷查看相关

档案。 此外，国家档案局有“中国档案”资源检索

平台，可以检索查看部分已经在该平台共享的民

国时期档案资源。
通过到部分省、市、高校档案馆调查和收集

民国时期阅读推广相关档案，发现这些档案的分

布规律如下：一是集中于民国时期阅读推广主办

机关的档案全宗，如各级图书馆、教育馆的全宗；
二是散见在其他相关单位全宗，主要是从文书处

理痕迹看有上下级关系或有公文往来关系的单

位，根据档案的文书处理记录可分为上行文、下
行文和平行文，如图书馆（含民教馆）发往地方教

育部门、社会局、各地方政府统计部门或建设部

门的文件，被其他单位留档保存。 两类档案中涉

及阅读推广史料的比重不同，事件完整程度存在

差异，有时可互为参考和补充。
民国时期各级图书馆、教育馆全宗中关于阅

读推广事项的档案，是研究民国阅读推广档案的

主要来源。 虽然民国时期档案数字化进程为检

索该时期阅读推广档案提供了很大便利，但阅读

推广活动主办单位保留有全宗的档案，逐一翻阅

该全宗案卷、文件名目录和内容，所能查到的相

关档案的数量多于通过关键词进行文件名检索

的档案数量。 如在重庆市档案馆“开放档案利用

系统”之“民国档案”中，以“巡回文库（含巡回书

箱、巡回图书、巡回书库）”为检索词进行文件名

检索，得到检索结果 ３０ 条。 但这并非重庆市各图

书馆现存的开展巡回文库的所有记载，通过翻阅

卷宗目录发现，民国时期该馆在不同时期对巡回

文库的设置方式和称呼存在不同。 如重庆市图

书馆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等联合办理阅览场，取代

部分巡回文库，开展另一种形式的图书巡回［１］ ，
这虽然没包括在 ３０ 条检索结果中，但也是该馆开

展图书巡回进行阅读推广的重要记录。 其次，各
图书馆的工作计划中也有阅读推广的相关内容，
如北碚民众图书馆在 １９３８ 年的工作计划中，对巡

回文库的工作规划有“巡回文库一月内全部收回

整理，二月内全部发出，由蓝际钦、李文达负

责” ［２］等，这是检索结果不能体现的内容，但又是

了解该时期该地区巡回文库开展情况比较重要

的内容。 其他的诸如各图书馆的章程、人事档案、
馆务会议记录及工作计划（报告）、借阅人数统

计、图书借阅、图书流通管理、经费预算、呈文等档

案，也保存了有关阅读推广的系列记录。 如璧山

县图书馆全宗里有该馆《三十年度人才缺乏状况

调查表》，该表列出缺乏图书馆推广工作人员 ４
人［３］ ；《璧山县立图书馆呈为遵令筹办本馆请借

支经费两千元以利进行由》的呈文，阐述该馆在

筹备书库、普通阅览室、研究室及特别阅览室的房

租费用，故需预支经费［４］等。

对已经数字化并开放利用的档案通过关键

词进行文件名检索，可以初步了解相关档案的主

要分布情况，尤其是能够很快地在非图书馆（民
教馆）全宗中发现相关档案。 同时，也需要注意，
在图书馆、民教馆等全宗中含有大量与阅读推广

相关的档案，很多记录并非都以表 １ 中的常用关

键词为名，如果仅仅依靠关键词进行文件名检索，
则会存在遗漏。 所以，宜综合采用文件名检索和

翻阅图书馆（民教馆）及其他阅读推广主办单位

全宗的方式，查看卷宗目录、文件目录及具体内

容，采集相关档案资料。

１ ３　 民国图书中阅读推广史料的检索与

分析
民国时期没有直接以“阅读推广”命名的图

书，但有部分图书包含该时期社会阅读推广的内

容。 目前，学界围绕不同学科、地区、事件、专题等

进行了史料收集、整理和出版，形成了不同专题的

史料汇编，如民国时期图书馆论著的影印出版，民
国出版史、教育史、图书馆史等专题史料的出版和

数字化，这为我们查找相关史料提供了便利。 利

用关键词在“读秀” “民国图书馆学文献数据库”
等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可以检索到各类图书中的

零散记录，如民国时人日记中对巡回文库的记载、
文学作品中的表述等。

根据阅读推广主体和阅读推广活动，可从两

个角度检索民国图书中阅读推广相关史料：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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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为系，对“图书流通” “巡回文库” “读书”
（主要包含读书会和读书运动）等阅读推广活动

进行书目检索；二是依“人”索书，如民国时期图

书馆作为阅读推广主体，图书馆学人从图书馆使

用（利用）、图书馆推广、阅读指导、图书流通等角

度撰写的图书馆学论著，可能包含“图书馆利用”
“阅览”“图书流通”等阅读推广内容。 两个检索

角度可能存在交叉，需要排查重复的检索结果。
以“事”为系，如以“图书流通”为检索词进行

检索，有时任厦门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俞爽迷（笔
名俞素味）所撰《图书流通法》，介绍中外流通图

书之概况和方法［５］ ；时任职于浙江省立图书馆的

许振东编《图书之流通》，论述了图书流通的类

别、工具及要点［６］ ； 陈长伟编 《图书流通法》
（１９３３，未见书）；有私立浙江流通图书馆创办者

陈独醒撰写的 《流通图书馆教育小丛书》 四册

（《怎么叫做流通图书馆》辩证分析图书馆与民众

教育的关系［７］ ，《图书馆为什么要劝人读书》解答

图书馆为什么以及如何劝人读书［８］ ，《图书为什

么要流通》从图书、读者、图书馆、出版及其相互

关系的角度论述图书流通的必要性［９］ ，《怎样办

理流通图书馆》规定办理流通图书馆的各项手

续，“务使垂询者，得以一览了然” ［１０］ ）。 以“巡回

文库”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得到赵建勋（生平不

详，曾在桂林省立图书馆工作）的《乡村巡回文库

经营法》一书，作者认为巡回文库是该时期广大

农民获取图书、进行图书教育、提升农村文化水

平的唯一捷径，并根据自己在河北乡间服务的实

际经验从巡回文库的配置、路线和注意事项等方

面详细介绍了乡村巡回文库的经营［１１］ 。 以“读
书”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得到王子坚的《读书问题

讨论集》，书中就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提倡的读书

运动大会以及对读书的相关问题加以讨论［１２］ ，这
也是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举办全国读书运动大会

及全国读书竞进会以促进社会阅读的文献记载。
民国时期图书馆是阅读推广活动的组织主

体，依人“索”书即围绕该时期的图书馆学人对其

著作进行检索，尤其是在图书馆学概论性著作

中，不乏阅读推广的相关章节。 如杜定友撰《学

校图书馆学》第十三章“阅读指导法”，认为阅读

指导是图书馆的职能之一，归纳总结了图书馆开

展阅读指导的 １８ 种方法［１３］ ；徐旭《民众图书馆

学》第九章“民众阅读指导法”指导民众图书馆通

过开展民众阅读指导，“使每一个阅者，引起读书

的兴趣，获得读书的方法，增加图书的效能，养成

读书的习惯” ［１４］ 。
综上可知，民国时期的阅读推广史料类型多

样，有丰富的报刊文献、档案资料以及图书资料，
并且数量可观，这为开展该时期阅读推广研究奠

定了基础。

２　 民国时期阅读推广史料的内容

现存的民国时期各类型阅读推广史料从不

同角度记载了当时阅读推广活动的诸多细节，这
有助于了解该时期的阅读推广情形和社会阅读

状况，根据其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三类。

２ １　 民国时期阅读推广活动的组织纲领：
章程类文献

民国时期与阅读推广相关的报刊文献和档

案资料中，有大量阅读推广活动的规章制度，如
“简章”“章程” “办法” “细则”等，本文统称之为

“章程类文献”。 不论是组织读书会，还是开展巡

回文库，都会先制定相关条款，陈述活动的缘起、
宗旨、名称、组织、管理、人事、经费等内容，解决

“为什么” “是什么” “怎么做”等问题，这是该时

期不同群体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依据和纲领。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１５］ ，

我国历来注重名正言顺以成事的重要性，章程类

文献通常将阅读推广活动的命名放于首位，在解

释“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同时，还具备宣传的功

能。 如《上海市市立民众教育馆儿童读书会简

章》第一条“本会是上海市市立民众教育馆办理

的，名称叫做上海市市立民众教育馆儿童读书会，
以鼓励儿童读书兴趣为宗旨” ［１６］ ，开篇即阐明读

书会的办理单位、名称由来和宗旨。 又如江苏省

规定各县图书馆或民教馆设立的巡回文库，应
“依所隶属机关之名称，定名为某县立某馆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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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几巡回文库” ［１７］ ，以规范各县图书馆（民教馆）
巡回文库的名称。

如果说阅读推广活动的名称、缘由及目的简

介是章程类文献的开端，那阅读推广活动的具体

组织、管理与运行条款则是主体，是回答“怎么

做”的具体规范。 《孟子·离娄》有言“不以规

矩，不能成方圆” ［１８］ ，强调了“纲领”和“规矩”的
指导意义和规范性作用，章程类文献即具备这样

的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 如宜兴县公共读书会

简章，以“引起民众读书兴趣，增进读书机会，养
成民众自学习惯”为宗旨，入会要求是“有志读

书，略识文字，不分性别，填具志愿书、保证书为

预备会员，一个月审核合格方为会员”；该读书

会组织设“指导部和干事部：指导部设指导员若

干，干事部设总干事 １ 人，干事 ２ 人”；经费由图

书馆负责，“概不收纳会费，一切费用，一律由本

馆承担”；读书会活动的具体安排是“每月两次

集会”，集会可以由“职员汇演报告，名人讲演或

指定会员讲演，或者讨论研究问题”；并规定会

员义务“预备会员每日至少到馆阅书 １ 小时，会
员介绍家人，戚友或同学来馆阅书或入会” ［１９］ 。
另外，巡回文库相关章程对巡回图书、巡回工具、
巡回路线、巡回周期等制定了详细计划，规定了

巡回日记（阅览统计）的记录标准、巡回文库的

运输和交接、相关人员的责任等，展示了不同地

区不同类型的图书巡回的流程，详尽地回答了

“怎么做”的问题。
通过整理分析民国时期与阅读推广活动有

关的章程类文献，可以归纳出阅读推广活动的缘

起与宗旨，从其图书构成的差异性掌握不同时期

阅读导向的侧重，从阅读推广相关负责人及其职

责分工探讨不同主体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差异

及优劣势，对比不同阅读推广活动的组织运行分

析各自的优势及互补关系，通过经费来源和比重

分析民国时期阅读推广活动在社会教育中的受

重视程度，等等。 虽然现存有关该时期阅读推广

活动的章程制度类文章较多，但相关规章制度只

是考察民国时期阅读推广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

期的政治变化、经济波动、战争频发等因素，使得

阅读推广相关章程在转化为实践活动的过程中

或多或少打了折扣，或者实践初期运作良好，后续

却因种种限制而有所变化，故对民国时期阅读推

广史料的研究还需要结合其他类型的文献进行

综合考察。

２ ２　 民国时期阅读推广活动的图文记录：
实践类文献

民国时期图书馆（民教馆）的档案全宗里有

不少记载阅读推广活动的图文记录，如馆务报告、
年度工作报告、阅览人数统计图表、各阅览室借阅

分类统计表、工饷、补助、购置费、临时费、移存藏

书费、巡回文库收据、读书会会员读书报告和请假

条等，这些都是该时期不同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的一手资料。 同时，地方性的报刊文章也有大量

相关记载，如重庆嘉陵江峡区地方性报纸经常刊

载峡防局职工读书会的活动，包含会员读书报

告［２０］ 、读书会获奖名单及奖品［２１］ 、夏（冬）令学生

读书会的活动安排和活动报告［２２］ 等。 此外，从民

国时期部分期刊刊载的照片中，也能发现不同地

区不同时期巡回书担（书箱）和巡回书车的样式

差异。 这些实践类文献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该时期

图书馆人如何在有限条件下孜孜以求地致力于

阅读推广的情形，是研究该时期阅读推广实践的

主要参考资料。
分析阅读推广实践活动的相关文献记载，有

助于了解民国时期不同阶段阅读推广活动的开

展状况、历时发展脉络，以及同一时期阅读推广活

动的不同形式特点等。 如，民国时期读书会萌芽

于宗教读书会，经教职员和大学生读书会的影响，
向普通工友、妇女、中小学生读书会拓展，而巡回

文库和读书会等阅读推广活动的形式不同，侧重

点和特点也不一样；民众阅览的相关统计数据，有
助于分析民众的阅读倾向，如殷子固总结了 １９３５
年定县同学会在 １３８ 个村庄开展巡回文库的成效

和经验，从巡回图书借阅情况分析民众阅读

倾向［２３］ 。

２ ３　 民国时期阅读推广活动的理论初探：
讨论类文献

民国时期有关阅读推广活动的相关讨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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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涉及实践层和理论层。 实践层面的讨论主

要指在实践过程中或实践结束后进行的总结

和反思，针对阅读推广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而引发的讨论或交流，如 １９３５ 年定县同学会

巡回文库 ［２３］ 和重庆北碚民众图书馆开展巡回

书担 ［２４］ 的经验总结；或介绍宣传东西各国的

阅读推广实践，如交通运输类、图书馆学等期

刊中屡次转载介绍国外汽车图书馆 ［２５］ ，为国

内的阅读推广活动提供参考借鉴。 理论层面

的讨论主要是指图书馆学人基于实践，从图书

馆学角度对图书流通、读者服务和阅读推广途

径等进行的理论探索，如前文列举的杜定友、
徐旭等人的相关论著。

民国时期阅读推广活动的社会力量参与程

度较高，不同社会身份、具有不同社会经验以及

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对阅读推广的讨论详略深浅

程度各有差别。 从微观角度看，有开展阅读推广

具体工具（备置、设制、原材料）、辅助性表格制作

样式、收发单据等的细节介绍，如蒋为犍在《巡回

书车与巡回文库》一文中对巡回书车制作细节的

陈述［２６］ ；从宏观角度看，有探讨阅读在社会教育

中的作用，论证阅读的重要性、阅读推广的必要

性及可行性的讨论，如王子坚编的《读书问题讨

论集》汇集不同领域专家阐述阅读的作用，介绍

阅读方法［１２］（３－７）等。 图书馆人则从图书馆服务的

角度探索图书馆如何发挥读者服务的社会职能，
如陈独醒关于图书流通的四册小书等。

３　 民国时期阅读推广史料的特征

民国时期阅读推广相关史料来源不同，类型

多样，阅读推广主体的立场存在差异，阅读推广

方式各有侧重，且呈现不同特点。 下文从来源期

刊、地域分布及群体特征等角度，分析该时期阅

读推广史料的特征。

３ １　 期刊来源多元化———基于来源期刊

的分析
统计民国时期阅读推广相关文献的主要来

源期刊，大致可窥探该时期阅读推广相关文献来

源期刊的学科分布状况。
基于表 １ 的检索关键词和表 ２ 的检索结果，

对“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收集的期刊文

献的主要来源期刊进行统计，查重合并后（对不

同时期名称不同的刊物，本文算作一种刊物，如
《北大日刊》和《北京大学日刊》），得到主要期刊

１６５ 种，其中教育类期刊（含教育研究、学校刊物、
民众教育、师生读物、地方教育）居首，此外还有

图书馆学期刊、地方政府行政刊物及其他类（含
公司刊物、青年刊物、妇女杂志等），详见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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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民国时期阅读推广相关文献来源期刊的分布

图 １ 显示，民国时期刊载在教育类期刊杂志

上的阅读推广相关文献占总量的 ６２％，其中又可

细分为地方教育类、学校教育类、教育研究类、民
众教育类等，不同刊物刊载的阅读推广相关内容

的详略程度及侧重点均有不同。 例如，地方教育

类期刊主要侧重于报道地方教育中与阅读推广

有关的内容；教育研究类期刊则侧重于学生课外

阅读的心理、方法等内容，研究教学过程中教与学

的互动，以及教师对学生阅读引导的理论探究；民
众教育类期刊主要关注民众教育馆或其他社会

教育机构就民众阅读相关问题的经验沟通和交

流等。 地方政府的行政刊物经常刊载地方政府关

于民众阅读的政策和举措；图书馆学期刊虽然针

对性强，但起步较晚，导致阅读推广实践内容并不

完全刊载于图书馆学期刊，故图书馆学期刊中有

关阅读推广内容的文章所占比重相对有限；其他

一些属性特征不明晰的刊物，如书店读书会的会

刊、青年读物、妇女杂志等，也体现了对阅读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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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呼吁，这从侧面反映出青少年读者群和女性

读者群的增加。
刊载阅读推广相关文章的期刊来源多样化，

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该时期社会各界对阅读推广

较高的关注度。

３ ２　 地域分布广———以巡回文库相关史

料为视角
１９１８ 年，沈祖荣曾开展过全国图书馆调查，

在图书馆反馈调查表中有 ５ 个省公共机关分设巡

回文库 ２２ 处［２７］ ，而同年据民国政府教育部《行政

纪要》第一辑和第二辑对社会教育机构和设施的

统计显示，“截至该年，全国范围内设置的巡回文

库有 ２５９ 处” ［２８］ 。 但在现有公开出版的文献中关

于 １９１８ 年巡回文库设置事宜的记载，仅有京师小

学教员巡回文库、海城县立图书馆巡回文库、江
苏省教育厅训令之议案以及无锡县图书馆巡回

文库 ４ 处①。 随着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和民众

教育的开展，图书馆和各类教育馆迅速发展，有
关社会教育的出版物越来越多，为民国时期巡回

文库的地域分布提供了文献佐证。 相关文献显

示，１９１９ 年昆山县［２９］ 、南汇县［３０］等地相继创办巡

回文 库， １９２０ 年 昌 平 县［３１］ 、 郎 溪 县［３２］ 、 奉 贤

县［３３］ 、奉天［３４］ 等地也有巡回文库的相关记录，
１９２１ 年宝山县［３５］ 、福建长汀县［３６］ 、江苏的大部分

县份［３７］有设置巡回文库的记载。
通过对已收集的巡回文库报刊和档案记载

进行地域统计，现有文献中关于民国时期巡回文

库记载最多的是江浙一带，江苏为首，随后依次

是浙江、湖北、奉天、山东、广东、福建、湖南、云南、
江西、黑龙江、辽宁、吉林、山西、广西、安徽、四川、
西康等地。 即除了西藏、热河、察哈尔、新疆、青海

等地没有见到相关文献记载，其他各地几乎都曾

开展了规模不一的图书巡回活动，并有相关史料

保存下来。

从民国时期巡回文库设置的地域分布看，

该时期阅读推广活动的地理分布范围很广，除

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未见相关文献记载外，全国

大部分地区都设有巡回文库，并保存有文献

记载。

３ ３　 群体特征鲜明———关于读书会范畴

拓展的探讨
民国时期社会各界重视教育，普及推广基础

教育，大力开展识字运动和扫盲运动，全国范围内

都组织了形式各异的读书会。 下文拟从读书会的

对象和类型的拓展，窥见该时期以读书会为主要

方式的阅读推广活动的分布情况。

民国时期较早有文献记载的读书会是基督

教教徒读书会，１９１２ 年文献记载“历年到德清赴

会诸友，及今年凡有欢喜同来赴会，研究圣经者，

均请于十二月廿五号取齐” ［３８］ ，可见基督教教徒

读书会早在 １９１２ 年之前就已经存在②。 随后，浙

江省教育厅为教职员组织读书会［３９］（１９１７ 年）；

新文化运动启迪民智的呼声日盛，读书会的对象

开始拓展，教会大学的大学生呼吁成立青年读书

会［４０］（１９２０ 年）；文学研究社组织读书会［４１］（１９２１

年）；北京高校各专业的大学生自发组织各专业

读书会，共产党在济南成立工友组织读书会［４２］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 年，中学生开始组织读书会［４３］ ；

１９２４ 年，读书会的对象拓展到女性，妇女职业促

进会会员读书会［４４］以及四川二女师读书会［４５］ 成

立，部分地区还针对寒暑假开展假期青年读书会。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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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在“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申报”和“新新新闻”等报刊数据库中，以“巡回文库”“巡行书库”等为

关键词，时间限定在 １９１８ 年，分别进行题名检索和全文检索，排除不相关检索结果，得有效检索结果 ４ 条。 检索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在“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１９１１—１９４９）”（１—１１ 辑）中，有一条检索结果显示 １９１１ 年有“金春  校闻：
读书会［Ｊ］ ．中华女中校刊  １９１１（６）：２０９－２１０ ”。 该刊物出版地为南京，出版年月不详。 据考，“中华女中”是“私立

中华女子中学”的简称，由美国传教士赖瑛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创设，名“基督女书院”，光绪二十六年改组更名为“基

督女子中学”，１９２７ 年始更名为“私立中华女子中学”，故金春此文应不是 １９１１ 年刊出，故仍以 １９１２ 年《德清县同德读

书会》为现存最早读书会的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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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开展了“党务”指
导员读书会、“党委”宣传部读书会［４６］ ，并且针对

小学生也开展读书会［４７］ 。 １９２９ 年，出版界和各

书店（局）开展书店读书会［４８］ ，专门针对读者和

潜在读者组织读书会，书店读书会在“一·二八

事变”后逐渐衰落。 １９３４ 年，国民政府发起“新生

活运动”，随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为了响应号召

开展了“全国读书运动大会”，设置“读书运动大

会”竞赛，制定有关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党义的相

关书目，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读完并参加分组考

试，优胜者获得相关奖励。 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南京政府内迁，各高校等文化事业机关

也随之内迁，促进了西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

展，康定市黄以敏、曹焕然、陈纪唐等人在康定设

置藏文读书会［４９］ 。
由上述内容可知，整个民国时期读书会的对

象群体经历了诸多发展变化：由基督教教徒发展

为教职员，由大学生发展为中学生及小学生，年
龄上由青年、中青年发展到儿童，性别上由男性

发展到女性，呈现出较清晰的群体拓展脉络，体
现出较鲜明的群体特征。

４　 余论

经上文论述可知，现存民国时期阅读推广史

料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记载了该

时期阅读推广活动的各项内容，为学界开展阅读

推广历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 其中，不同类型、
不同来源以及不同专题的史料特征各异，蕴含了

诸多可深入研究的命题，今后可综合利用不同来

源的史料、相互补证的材料，拓展阅读推广的历

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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