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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履先生乡村图书馆总支馆模式思想研究

邹桂香

摘　 要　 １９３１ 年，李钟履在《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中构建了系统的乡村图书馆总支馆模式。 他在

借鉴欧美等国民众图书馆建设管理经验，并结合我国乡村实际的基础上提出的以县城图书馆为中心的

总馆、支馆、经理处、代借处四级服务模式，可视为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理论的前身。 李钟履主张乡

村图书馆国立民享、官民共管，图书馆的经营管理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异，注重馆长的专业素养与服务

精神，同时重视乡村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该模式对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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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兴起民众教育热

潮，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教育家

开展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也有了相当的

影响力。 乡村图书馆作为民众教育和乡村教育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民国政府、教育

界及图书馆界的重视，并于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

年代中后期迎来其发展的黄金期。 在民国时期

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尤其是乡村建设运动期间，
在农村开展的各项文化教育活动，多冠以“乡村”
二字，以示与城市的区别。 如孔繁根在《乡村民

众图书馆设施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乡村是城市

的帮衬，以职业来分别……乡村民众图书馆的意

义，主要是给一般以农为职业的人们自由获得农

业常识及生活上所需要的知识之场所。” ［１］ 这体

现了乡村图书馆的重要性，反映了当时学界拓展

研究视野、关照乡村民众教育与阅读状况的重要

趋势。
当时学界对乡村图书馆的专题研究，主要集

中于图书馆的基础设施与设置、图书馆经营法、阅
读书目编撰、乡村图书馆服务方式等方面，且以零

散的论文为主。 据现有文献资料统计，我国图书

馆专业学人较早对乡村图书馆经营服务模式进

行系统探讨和研究的学术著作，当属 １９３１ 年李钟

履先生的《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 ［２］ 。 该著

作详细构建了一个以县级图书馆为中心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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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总支馆体系的模型，可视为我国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制理论的前身。 时隔四年之后的 １９３５
年，才有赵建勋的《乡村巡回文库经营法》 ［３］ 等论

著问世。 令人遗憾的是，李钟履先生的这篇论著

并未引起时人重视，目前学界对我国公共图书馆

总分馆制历史的探讨，如金武刚、李国新的《中国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起源、现状与未来趋

势》一文对总分馆制理论渊源的考察，亦未提及

李钟履先生的这篇论著［４］ 。 本文在研读原著的

基础上，对李钟履先生的乡村图书馆总支馆体系

进行剖析，以期为当前我国大力推行的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２　 李钟履先生及其设计的总支馆模式

李钟履先生所建构的乡村图书馆总支馆模

式，是在借鉴当时美国乡村图书馆建设经验并结

合我国乡村实际的基础上设计而成，以县城为中

心，分为总馆、支馆、经理处、代借处四个层级，虽
然各个层级之间的组织设备、管理与行政多有不

同，在形式上看似支离，但却在实际上构成了一

个系统的整体，具有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这

说明早在 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我国图书馆学者已

初步构建出基本符合乡村实际的总分馆体制

模型。

２ １　 李钟履及其《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

究》
　 　 李钟履（１９０６—１９８３），字仲和，山东阳谷人，
曾用李仲和、奚为生、李东凡等笔名，属于典型的

“文华的一代”图书馆学人。 １９３３ 年的《文华图书

科季刊》有其履历介绍：“李钟履，字仲和，山东阳

谷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毕业，服务于国立

北平图书馆。” ［５］ 目前学界对李钟履先生的研究

并不多，主要有敬文的《怀念一位有成绩的图书

馆工作者———李钟履先生传略》 ［６］ 以及平保兴的

《李钟履学术成就与思想研究》 ［７］ 等文。 １９２２ 至

１９２５ 年，李钟履入北平私立财政商业专科学校学

习。 １９２８ 年，到北海图书馆开始从事图书馆工

作，并对图书馆学产生兴趣。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李钟

履到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１９３２ 年夏以

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后仍回北平图书馆任职，长
期在西文采访组工作，期间数次借调到其他图书

馆，如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编目部部长、山
西铭贤学校图书馆主任、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

主任等职。 李钟履所涉猎的图书馆学术领域广

泛，在参考工作、书目、索引编纂等方面皆有建树。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文华图书科季刊》第 ２ 期刊载

了李钟履撰写的《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
同年，文华图书科季刊社出版了该著的抽印本，共
５８ 页，“该著参考欧美先著，洽以吾国乡情，草成

斯编” ［２］ 。 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章“先决事项”，
论述图书馆委员会的设立、职权及经费来源；第二

章“组织设备管理与行政”，把乡村图书馆分为总

馆、支馆、经理处、代借处四级，对图书馆的选址、
建筑、设备、人员等要素进行解析；第三章“乡村

图书馆事业推进法”，主张通过宣传、调查、合作、
热诚服务等方式来保证图书馆的长期发展，对我

国的乡村图书馆总支馆体系进行系统构建。 北洋

政府早于 １９１６ 年即规定，“由各县设通俗文库总

部一所，采购民众急需易懂之书，输送到各乡支

部，再运送到各村阅读所，限定阅读期限，再由各

处送回总部” ［８］ ，已有“总部”“支部”“阅读所”之

称，初显总支馆体系的萌芽。 经李钟履先生的系

统论证，首次完整构建了我国乡村图书馆的经营

模式，弥补了当时不少图书馆学论著中对乡村图

书馆语焉不详、简略提及的不足。

２ ２　 李钟履先生的乡村图书馆总支馆

模式

２ ２ １　 总馆

总馆一般应该设立在县城中心，或乡民进城

最容易接近的地方，形同“作房”。 也可依据实际

情况，设立在人口密集且各类机关、会社、学校等

机构比较集中、较县城繁华的市镇。 馆舍外观要

壮丽堂皇，以营造一种令人敬畏和不可轻视的气

势。 并力求建筑坚固、地势高燥、能避火险、光线

适宜、空气流通，以平房或楼房底层最为适宜。 为

节省经费，官署、机关、学校、民众图书馆等均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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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馆舍。 总馆承担所有书籍的分类、编目、运输等

工作，处于核心地位。 所有书籍都从总馆中流通，
但总馆并不负责图书外借服务。 总馆须设有书

库、运输室、阅览室、参考室、装订修补室，以及桌

椅、登记簿、各种卡片等。 总馆馆长要处理各项事

务，负有重要职责，还要有主任（相当于副馆长）
和职员，辅助馆长的工作。
２ ２ ２　 支馆

支馆属于乡村图书馆的第二个层级，主要负

责书籍的流通外借，如同“销售处”。 支馆分布于

全县，设置必须科学合理，便于民众接近，才能达

到“民无缺书之难，乡无闭塞之弊，以普及教育，
振兴农业” ［２］ 的目的。 支馆的设立要因地制宜：
第一，依据距离总馆的远近与方便程度，自近而

远或自远而近设置；第二，根据村内人口的多少

而定；第三，优先考虑有能力提供馆舍的乡村，或
者有学校的地方；第四，优先考虑村民自愿组织

成立支馆委员会的乡村。 支馆的馆舍可以通过

借、赁、合资兴建、接受捐赠等方式解决，学校、民
房、寺庙、商店、会社等均可以租借。 提倡热心于

乡村图书馆事业者捐赠房舍，鼓励民众自建或者

合资共建。 支馆馆长应该在总馆接受过一定的

培训，了解一些重要参考书的用法及相关的图书

馆管理知识。 成人或儿童，想要借阅图书，需要先

申请借书权，并有担保人担保，填写“请求借书权

卡”，再办理借书证，并制定详细的借阅期限和课

罚规定。
２ ２ ３　 经理处

在村镇较小，没必要建立支馆的情况下，设
立经理处以弥补支馆覆盖面的不足。 商店、家庭、
学校、会社、邮局等均可作为经理处，应为乡村民

众常至乐到之处，经理处的书籍则根据总馆商定

的日期提供。 经理处负责人与支馆馆长同等重

要，多由商店店主或邮局局长担任，须有相当的

学识，对书对人都要有相当的兴趣和热情。 经理

处的负责人可以通过函授的形式，学习相关的图

书馆学知识。
２ ２ ４　 代借处

代借处是总支馆体系的末梢和最低层级，若

村庄过小不能设立支馆或经理处，则开办代借处。
代借处本应是最深入乡村民间的服务点，但是却

不能直接提供图书借阅。 总馆通过给代借处提供

书单与索书单的形式，提供图书外借服务。 需要

借书的民众，可以根据书单进行选择，填写索书

单，代借处负责人在规定的时限内将索书单交于

总馆，总馆再发送图书至代借处。 与当时国内流

行的把图书送到田间、码头供民众借阅图书的巡

回文库相比，图书代借处的设置有其局限性。
李钟履先生设计的乡村图书馆总支馆四级

服务模式，与民国政府推行的仅有总馆、支馆两级

的巡回文库相比，更显系统和完整。 但是巡回文

库服务把图书运送到田间地头的方式，则较图书

“代借处”更为灵活。 １９３０ 年秋，李钟履入武昌文

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当时文华公书林已经在

武汉三镇推行了巡回文库的服务方式，并取得显

著的效果，在上海等地也有推行，乡村巡回文库在

河北定县农村也有一定的试验。 １９２９ 年民国教

育部亦曾颁布《巡回文库暂行规程》 ［９］ ，对巡回文

库的命名和管理方面制定了相关章程。 但是李钟

履的《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并未提及巡回

文库这种在当时已有一定影响力的服务方式，而
是偏重于借鉴美国民众图书馆的运营方法，略显

美中不足。 因此，其总支馆模式中的“代借处”不
直接提供图书，而是依据书单的形式借阅图书，显
得过于僵化，缺乏变通。 若能借鉴巡回文库的服

务方式，则该体系会更切合实际，在具体实践中会

更好地完善乡村图书馆的服务。 受李钟履先生早

期教育背景的影响，各层级的命名和解释，移植了

经济学领域的若干术语，如把总馆比喻成 “作

房”，把支馆喻为“销售处”，把第三层级称为“经
理处”等，体现了其吸收其他学科知识为图书馆

学所用的大胆尝试，但或许语词的移植过于生疏，
进而影响了该总支馆体系在图书馆界的理解和

接受。 另外，由于种种原因，李钟履先生设计的总

支馆体系模式并没有机会得以真正实施，仅停留

于理论模型的构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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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李钟履先生乡村图书馆总支馆模式的

特点
　 　 李钟履设计的乡村图书馆总支馆模式，相较

于当时欧美国家的民众图书馆经营模式、民国时

期国内流行的图书馆巡回文库服务模式、以及当

前我国大力推行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体系，有
其典型的时代烙印和乡村特色。

３ １　 国立民享与官民共管

李钟履在《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中，开
门见山地提出图书馆建设经费问题。 他把图书

馆视为国民精神养成的良导善方，图书馆服务不

应专于一界一流，凡属国民均可享受图书馆的利

益。 乡村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其建设主体应为政府。 就世界范围

而言，图书馆多建于城市，在我国尤其如此，故而

建立广泛的乡村图书馆实为当务之急，是给乡民

雪中送炭。 由于当时民生疲敝，经营费与建设费

均应由政府承担，如若政府实在无力承担，则可

由民众稍有负担，即由国家建立乡村图书馆，民
众享有接受图书馆各项服务的权利，具有浓郁的

“国立民享”思想。
管理主体的设计则体现了“官民共管”的分

权思想。 首先要成立隶属于省文化教育机关的

图书馆委员会，全权负责图书馆经营费及建设费

的筹措和管理，拟定图书馆建设大纲与行政方

针，监督馆长及其他职员的任免，规定职员的薪

资、审核预算，撰写年度报告呈请省立图书馆检

核等。 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多由县长和教育局长

担任，其他的选自本县教育界或素有名望者，任
期三年。 其间若有委员离职或去亡者“不许官补

民额或民充官缺，不然，则难免权集一方，致有不

能兼顾之弊” ［２］ ，权力分立色彩明显。

３ ２　 因地制宜与因时而异

李钟履先生设计的总支馆模式，虽然借鉴了

欧美等国民众图书馆的建设经验，但在实际操作

层面，并不拘泥于既有教条，故而他在序言中称

“以实际为主，原则为宾” ［２］ 。 如在支馆的运作费

用和馆舍建筑方面，希望借鉴国外图书馆运营方

式，提倡民间捐赠、互助、官民共建，以及与其他机

构组织的合作，同时支馆的设置也要因地制宜，不
拘一格。 对于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李钟履认为应

突显因时而异的特色，乡村图书馆的开馆时间应

依农时闲忙而定，视乡民工作之忙否而定［２］ 。 春

秋两季由于民众多忙于春耕与收获，开馆时间可

以短，适宜每周一、三、五午后及晚间开放。 冬夏

两季人多清闲，开馆时间则宜长，夏季在每日午前

开放，冬季在午后及晚间开放最好。 夏天炎热，图
书馆开放时间宜早不宜晚，冬天则相反。 不遵循

城市图书馆的开放时间，而是依据农时闲忙，适应

乡民的生活节奏，合理安排乡村图书馆的开放时

间，进而把图书馆变成乡村的学术渊薮与民众俱

乐部，具有较强的亲民意识。

３ ３　 注重总馆馆长的专业素养与服务

精神
　 　 李钟履先生在“总馆职员”部分重点强调了

总馆馆长的重要性，“馆长”一职具有重要地位，
选取总馆馆长是图书馆委员会成立之后的首要

任务。 馆长应该加入图书馆委员会，帮助筹划各

项事务。 馆长必须毕业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或
者大学毕业，有一定的图书馆工作经验，图书馆的

业务工作，如书籍选购、编目、分类、流通、公函收

发等，均由馆长负责。 总馆馆长要定期召集支馆

馆长及各经理者、代借者召开会议，进行图书馆学

专业知识培训。 馆长须兼备“组织之才能，服务

之精神，明确之理解，强健之身体，和蔼之性

情” ［２］ ，要有极强的社交能力，如拜访当地名人、
新闻记者、学校当局、各种会社等，以促进各界对

图书馆的支持。 馆长最重要的任务是亲自下乡巡

视，到各地调研，了解民众的阅读需求，并激发他

们的阅读兴趣。 因此，总馆馆长是核心和灵魂，既
要承担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又要负责与外界沟通。
在当时图书馆专业人才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这种

全能型的馆长人选极具理想化的色彩。

３ ４　 重视图书馆事业长远发展

《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 专列第三章

“乡村图书馆事业推进法”，彰显乡村图书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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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性。 图书馆应通过广告、讲
演、展览会等方式吸引民众，以诱发他们的阅读

兴趣，这也是当时不少图书馆经常采用的方法。

图书馆应该充分了解民众的阅读需求，实现图书

与需求的匹配，以维系民众与图书馆的关系，具
体包括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实地调查，总馆馆长

下乡实地调研，定期召集支馆馆长及各经理者、
代借者会议，及时报告当地居民的需求。 第二，

间接调查，根据民众对各类书单的选择情况及支

馆等处的借阅记录，了解民众的阅读喜好和各类

书籍的利用率。 第三，观察、问询及解答问题，以

维持并增强民众的阅读兴趣。 通过宣传吸引乡

民到图书馆来，继而深入调查他们的真实阅读需

求，以热情的服务维系图书馆与民众的关系。 这

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策略体系，对图书馆事

业的长远发展来说不可或缺。 同时，还提倡图书

馆与其他机构间的相互联络与帮助，极具发展

眼光。

４　 结语

李钟履先生在 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即系统地提出

以县城为中心的乡村图书馆总支馆体系，虽有明

显借鉴欧美等国图书馆经验的痕迹，在服务模式

构建上亦有其不足之处，但已开始了与我国乡村

实际相结合的本土化的努力。 但是由于诸多原

因，这篇论著并未引起时人重视。 目前我国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迅速，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１０］ ，以助推和保

障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地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现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多部门

发布《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的指导意见》 ［１１］ ，提出要建立以县级图书馆为中

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总分馆制延伸至县级

以下的农村地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图书馆法》第 ３１ 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

应当因地制宜建立符合当地特点的以县级公共

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
区）图书室等为分馆或者基层服务点的总分馆

制。” ［１２］以上关于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

体系建设的方法与措施，与八十多年前李钟履先

生设计的以县城为中心的乡村图书馆总支馆服

务模式，有诸多相似之处，暗合了李钟履先生当

年的总支馆模式思想。 而今我国新农村建设在

各个方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钟履先生设计

的乡村图书馆总支馆体系及其运作方法对当前

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实施仍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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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发布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第五届（２０１９）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发布《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调查

显示，２０１８ 年：
•全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达 ２５４ 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 ６％。
•我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 ４ ３２ 亿人，人均数字阅读量达 １２ ４ 本，人均单次阅读时长达 ７１ ３ 分钟。
•用户用户版权意识基本建立，付费意愿大幅提升，达 ６６ ４％。

•在不同时段用户的阅读内容有所差异。 ７：００ 用户偏好听有声内容；７：３０ 用户用手机浏览新闻；

１３：００ 用户用手机学习知识，且多为付费内容；１５：００ 用户多使用电脑浏览专业阅读，学习文献；晚间则

以收听有声节目为主。
•数字阅读早高峰为 ７—９ 点，活跃度为 ４２ ８９％，晚高峰从以前的 ２１—２２ 点提前为 １９—２１ 点，活

跃度为 ４３ ８９％。
•北京、杭州、成都、太原、宁波、上海、厦门、乌鲁木齐、济南、广州获“中国十佳数字阅读城市”称

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国青年阅读指数项目等获“中国十佳数字阅读项目”称号。
•数字阅读用户的全民阅读活动参与度达 ７８ ４％。

资料来源

１ 让阅读生活更加美好 ［Ｎ ／ ＯＬ］ ． 光明日报，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６ （第 １ 版）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６］ ． ｈｔｔｐ： ／ ／ ｅ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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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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