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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灯与乐园：民国时期儿童巡回文库的兴起

及运行∗ ∗

张书美

摘　 要　 儿童巡回文库是儿童图书馆的流动版，集“流通、深入、经济、便利”等特点于一身，在增添学校

教学助力、关注贫苦儿童阅读需求、净化村落街头阅读环境等方面有着积极影响。 在全社会高度关注

儿童阅读问题的背景下，回眸民国时期儿童巡回文库的运行，或许会对当今儿童弱势群体阅读困境的

突破有所启示。 表 １。 参考文献 ４３。
关键词　 巡回文库　 儿童图书馆　 弱势群体　 儿童阅读　 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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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伦凯（Ｅｌｌｅｎ Ｋｅｙ）女士在《儿童的世纪》一

书里曾说，“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纪” ［１］ 。 但在二

十世纪之前，我国儿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得

不到重视和关爱，常被视作成人的雏形和玩具，
游走在社会的边缘。 对于儿童的教养和幸福，社
会整体表现出漠不关心。 ２０ 世纪初期，随着儿童

本位教育思潮的传入，儿童才开始被社会重视起

来。 时人大声疾呼：“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形，儿童

自有自身的价值，所以教育应以儿童做中心。” ［２］

此后，“儿童节”和“儿童年”相继确立，儿童教育

团体兴起，儿童图书馆（儿童巡回文库）进入萌芽

阶段。 儿童图书馆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场所，在
民国时期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普设开来。 即便

有些小学附设了图书馆，也因儿童读物稀少，或

少有儿童阅读服务，以致传播知识的儿童图书馆

（室）形同虚设，对于儿童的实际生活影响甚微，
金钱上也造成极大浪费。 在此背景下，民国文教

界为谋儿童学业的推进，及图书馆效能的提升，开
始探讨儿童巡回文库的设立与运行。 拥有“流

通、深入、经济、便利”等特点的儿童巡回文库不

负众望，不仅增添了学校教学的助力，而且也成为

未能入学受教的流浪儿童、学徒和童工、孤儿、农
工子女等贫苦儿童的“甘蜜之露，光明之灯” ［２］ ，
成为他们重要的乐园和良伴。 当前，在全社会高

度关注儿童阅读问题的大环境下，回眸民国时期

儿童巡回文库的兴起及运行，或许会对当今儿童

弱势群体（主要指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

童）阅读困境的突破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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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儿童巡回文库兴起的背景

１ １　 儿童本位教育的需要

清末民初，寻求救亡图存的一些有识之士逐

渐意识到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提出了“人
生百年，立于幼学” ［３］ 的口号。 时人的先进认知，
以及西方新式儿童教育观念的引入，使得民国时

期的儿童教育突破了传统的藩篱，开启了浓墨重

彩的新篇。 以儿童为中心、关注儿童个性发展、培
养儿童创造能力的呼声日渐高涨，儿童教育开始

受到空前重视。 “现在是儿童的世纪，什么事都

应该让儿童居先。 我们现在的命运文化，都靠他

们继承增广，所以我们要希望将来的幸福，不得

不从儿童着想。 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也是以儿

童时代为最重要。 儿童时候基础打得好，将来就

有发展希望。 一人如是，一国亦如是。 所以我们

都应该努力为儿童谋幸福。” ［４］

家庭、学校是传统的儿童教育场所，但在自学

辅导、设计法、道尔顿制等新式教学方法下，二者

已远远不能满足儿童教育日益多样的需要。 要想

儿童得到自由发展，非有丰富的课外阅读不可。
“教育既以儿童做中心，那么这朵婀娜多姿的儿童

之花，如何使他结美满的果子？ 在这知识天天进

步时代里面，当以灌输儿童新知识为第一要务。
怎样使他们接收新知识？ 那么，非使他们多看新

出版的书籍和杂志不可。 图书馆就是供给新书籍

和杂志的地方，就是儿童求新知识的场所。 可是

我们中国有许多小学，到现在还没有图书馆的设

立。” ［２］“特别是在乡村学校，图书更是稀缺之物，
（当时）普通的现象，（是）在学的一般可爱的小朋

友们，多事（是）呆呆的，无精打采的，守着几本教课

书，在那里敷衍时日”，原因在于“学校处于穷乡僻

壤，没有钱来给这些想上进的学生买些滋养品”［５］。
民国时期儿童本位教育的兴起，以及学校图

书馆与图书的缺失，为旨在丰富儿童阅读的儿童

图书馆、儿童巡回文库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时代

背景。

１ ２　 儿童弱势群体的阅读需求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推动儿童事业，于 １９３０ 年

代相继设立了“儿童节”和“儿童年”，给苦难中的

儿童带来了些许福音，但彼时儿童的不幸已成一

般的现象，“年来人事变迁剧烈，社会秩序动摇，
坎坷困难之成人，固所在多有，而颠沛流离之儿

童，尤屈指难计，或则苦于万恶之制度，或则累于横

逆之遭际，沉溺水火，备受荼毒。 嗟我赤子，何以堪

此！” ［６］在少部分能享受学校教育和父母庇护的幸

运儿以外，尚有不幸中更不幸的儿童———贫苦的

儿童，如遗弃婴儿、流浪儿童、学徒和童工、孤儿、农
工子女等。 这些贫苦儿童的幸福，则完全被牺牲

在遗弃中，他们的阅读需求更是被完全忽视［１］。
“其实，只要是读过一二年书的小孩子，不论

他生得聪明或是呆笨，更不问他文理通与不通，他
喜欢听故事和读童话的心理，正和爱吃糖果一个

样子。” ［７］这样的情形，有钱的孩子如此，没钱的

孩子也是如此；不过有钱的孩子，除可以去学校图

书室享受常年的精神食粮外，还可以自己购书，以
“加肴食，添小菜，换口味” ［７］ ，而清寒的儿童，因
穷命注定，不管他如何喜欢阅读，“除掉公共的食

料以外，不许有尝他物的可能” ［７］ 。 当时兴办教

育的有识之士已经关注到贫苦儿童的阅读需求，
并且积极寻求解决的良方，“（我们）两袖清风，要
想救济穷人，委实问题太大，徒与望洋之叹，可是

就范围以内，能设法帮助穷小孩得以有书读，也就

够了。 所争的问题，在我们肯不肯做，倘使肯做，
那总有办法。 什么办法？ 就是创办儿童巡回文

库” ［７］ 。 可以说，儿童巡回文库就是为满足贫苦

儿童阅读需求而诞生的。

１ ３　 社会各界对儿童阅读事业的推动

基于儿童本位教育及儿童弱势群体的阅读需

求，发展并推广儿童阅读事业逐渐成为社会各界

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 不仅各级政府颁布

相关规程予以倡导，社会精英也积极参与其中。
如，著名教育家林墨青于 １９１７ 年在天津社会教育办

事处内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儿童图书馆。 该馆面向

８—１２岁儿童免费开放，定期举办读书会、讲演会及

展览会，并制定了儿童图书馆规则与阅览规则。 教

育部咨文中对该馆赞誉有加，“组织尚属完善，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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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儿童甚非浅鲜，可为小学教育之助”［８］。 此外，图
书馆界也是“急起直追，顺着时代的潮流，与教育界

和社会事业者互相联络，以谋儿童的幸福” ［４］。 如

杭县县立流通图书馆为促进县属各小学儿童课外

读书之趣味，特附设儿童读物库，分区流通［９］。
民国儿童图书馆数量匮乏，其影响力也不足

以完全解决儿童阅读问题，还需要其他辅助，如儿

童巡回文库。 著名图书馆学家吕绍虞先生，曾以

上海为例，积极呼吁儿童巡回文库的设立，“我个

人的意见，以为除了图书馆本身各部事务健全之

外，最应着重巡回文库的推行。 因为上海区域广

大，馆址无论怎样选择适中，住在离馆较远的儿

童，恐怕是很少机会能够享受图书馆的利益，
……图书馆对于儿童不能发挥普遍的效用，儿童

们也只有想馆兴叹了。 如能实行巡回文库，用流

动的方法迁就于求教的儿童，自然要比较图书馆

的地位固定、期待于求教的儿童来得普及了

” ［１０］ 。 上海不只是个案，儿童巡回文库的价值同

样适用于其他地区。

２　 儿童巡回文库设立的主体

２ １　 教育主管部门

１９２７ 至 １９３７ 年，是民国儿童社会教育发展

的黄金时期［１１］ 。 此间，社会各界对儿童社会教育

的重视程度之高，投入力量之大，都是史无前例

的。 作为儿童社会教育重要场所的儿童图书馆，
自然也是得到了政府的格外关注与推动。 各级

政府既有积极态度———颁布相关儿童图书馆规

程，亦有切实措施———设立儿童图书馆。 但在经

费、馆舍、人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彼时的儿童

图书馆还不可能遍地开花，只能在一些通衢大邑

落地生根。 与此同时，集“经济”与“便利”特点于

一身的儿童巡回文库受到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

青睐，获得广泛推行，以弥补儿童阅读场所不足

的缺憾。

例如，浙江嘉兴县教育局根据第一次县辅导

会议议决，“各学区筹设儿童巡回文库，以补救各

小学图书设备之不足；并促进儿童阅读兴趣，增
强阅读能力，拟定办法” ［１２］ ，敦促各区辅导会议主

持机关遵照筹办。 １９２８ 年初，上海县（时属江苏

省）教育局为丰富乡村学校学生课外阅读，也有

创办巡回文库之举。 全县 １５０ 所学校，每校均配

置文库，３ 个月移换一次，每学区平均 １５ 周做小

巡回，７５ 周大巡回。［１３］ 天津市教育局为扩充天津

市立通俗图书馆文库中之书籍，特另备学校参考

书籍及大量家庭读物，专辟学校及家庭文库各一

种，分别巡回，以供需要［１４］ 。 云南洱源县教育局

积极支持《小学生文库》巡回事业，具体做法是由

教育厅颁发《小学生文库》五部，一部存教育局开

放阅读，其他四部由部分小学负责保管，并办理巡

回阅览［１５］ 。 上述教育主管部门对儿童巡回文库

的倡行与推动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其他机关团

体兴办儿童巡回文库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２ ２　 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

在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压力及示范效应下，
拥有诸多有利要素的公共图书馆亦顺应时势，积
极建立儿童巡回文库的网络体系。 不仅国立图书

馆参与其中，省市立图书馆、民众图书馆等亦是积

极投身。 如国立中央图书馆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开始

在洪武路小学、小西湖初小、雨花路小学、荷花塘

小学等 １６ 校设立巡回文库，“该项书库内容，以小

学教师参考，及儿童课外阅读为本位，各书配置适

当，并编列目录附入各个文库内，检阅极便” ［１６］ 。
山东省立图书馆为推广阅览，增益教员及小学生

知识起见，亦于济南公私立小学特设小学巡回文

库。 由该馆选定教员及小学生应用图书及报章杂

志若干种，并派专人办理之。 以两周巡回为一期，
周而复始［１７］ 。 安徽省第三民众教育馆也附设儿

童巡回文库两处于当地完全小学① 内，成效尚

著［１８］ 。 此外，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在县区学校试

　 　 ①　 完全小学指具备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的教学资质，非完全小学是指只有 １－４ 年级的初级小学，或是 ５－６ 年级

的高级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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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儿童流通文库的流通点；上海市立图书馆于

１９３６ 年在闸北宝山小学设图书流通站，为小学生

提供阅览服务；安徽省立图书馆于 １９３６ 年在八所

小学设立图书流通处，每月更换一次［１９］ 。
公共图书馆设立的儿童巡回文库，不仅服务

在校学生，还将服务延伸至街头村落的游童。 如

上海儿童图书馆从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恢复巡回

图书车，出巡各马路，“在长寿路沪西公社，设立

第一流通站，这个站每天平均前来看书的，有五

十六人，出巡的时间，为每天下午四时至六时。 星

期日为上午十时到十二时。 把精神粮食，免费赠

送给贫苦的儿童” ［２０］ 。

２ ３　 关注儿童教育的社会团体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儿童教育在我国已备受重

视，儿童幸福事业①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以提倡儿童幸福事业为宗旨的“儿童幸福会”，以
及致力于苦难儿童教育的“街童教育会”，相继出

现。 二者为儿童的幸福和发展做出了许多切实

有效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创办儿童巡回文库，
以期推动儿童教育的普及和深入。 如上海市儿

童幸福会主办的儿童图书馆于 １９３４ 年创办流动

书车，“为便利儿童沿途阅览，用积极的方法，使
马路上专备恶劣书籍之小书摊，得于无形中消灭。
同时将图书送到商店里，任由学徒借阅，定期再往

收还，免学徒辈奔走借还之苦，亦即把教育送上门

去之具体表现也” ［２１］。 天津市儿童幸福会主办的

儿童图书馆，“计有两处……第二馆并用流通书

库，在南市巡回借阅尤著成效，兹悉该会第一儿童

图书馆亦已制就流通书车，拟在租界内巡回，一俟

装制完后，年内即可出发” ［２２］。
全面抗日战争发生后，各地流浪儿童日益增

多，街头巷尾，触目皆是，而以上海尤著。 “彼等

逸居无教，不特虚度光阴，抑且于收容所内，及街

头巷尾之秩序，有莫大影响。” ［２１］ 有鉴于此，当地

慈善家熊希龄、屈文六、赵晋卿、陈鹤琴等，于

１９３７ 年秋发起 “街童教育会”组织，专门扶助 ６—

１５ 岁的流浪失学儿童，予以相当教育，使其身心

健全，并获得基本知能，以适应现实生活［２３］ 。 此

外，为充实流浪街童的精神食粮，该会特筹办街教

巡回图书馆，推定陈鹤琴、董任坚、孙亢曾等为筹

备员，进行募书、募金、募布等工作，得到该市文化

界及教育界的热烈响应［２４］ 。
民国时期儿童巡回文库设立的主体，远不止

上述数类。 其他机构，如江西的分保联（保立联

立中心）、北平的中华书局等亦积极参与其中。
北平中华书局为补助教育，特举办儿童巡回文库

及教育巡回文库，将该局出版的所有儿童读物及

教育参考书籍，“携至本市各小学校陈列。 每校

陈列三日，以供学生及教职员随意阅览。 已于

（１９３１ 年）四月十六日起始巡回。 闻各校对于此

举，非常欢迎” ［２５］ 。

３　 儿童巡回文库运行的保障

３ １　 制度保障

儿童巡回文库是一个新鲜事物，其业务治理

并无旧章可循。 各主办机构积极探索，把儿童巡

回文库经营得有声有色。 其中，厘定规章提供制

度保障，便是儿童巡回文库建设的首要之举。 这

些规章制度既有宏观层面的总则，如《省立镇江

图书馆增设儿童流通文库简章》 ［２６］ 、《安义儿童

巡回文库办法》 ［２７］ 、《图书馆办理小学巡回文库

办法》 ［２８］ 、《南郊儿童巡回文库暂行办法》 ［２９］ 、
《小学巡回文库规约》 ［３０］ 、《杭县县立流通图书馆

附设儿童读物库暂行章程》 ［９］ 、《无棣县乡村儿童

图书馆简章》 ［３１］ 、《萧场儿童流通图书馆组织大

纲》 ［３２］等；亦有微观层面的细约，如《青岛市乡区

小学校流动书库借书规约》 ［３３］等。
上述各种规章制度，以北平市《南郊儿童巡

回文库暂行办法》最具代表性。 该条例共有 １０
条，对文库运行的宗旨、方法、范围、时间等做出了

明确规定。 “本所为增加学校儿童课外读物起

见，创办儿童巡回文库，以启发儿童之知识。”“本

３９

① 民国时期表述语，指为谋儿童幸福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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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巡回文库流动范围，暂限于所属区立简易小

学。”“巡回时间以两星期为限，届期应将原书送

回，换取他项书籍，不得延缓。”“各校应将此项书

籍依照本所编定号码顺次排列于教室或办公室

中，以易于保管场所为宜，遇有毁坏或遗失时，该
管理员应照价赔偿之”。［２９］ 此外，上海市《萧场儿

童流通图书馆组织大纲》亦具一大亮点———真正

的送书进村。 “每日放晚学后，由馆主任干事、小
先生顾问等挑着书担巡回送往各村，择一适当地

点公开借阅。 各村每周至少去一次。” ［３２］

３ ２　 读物保障

儿童读物是儿童精神的食粮、生活的宝库，
为了使儿童有书读和读好书，图书馆人在儿童巡

回书库的图书采选上极为审慎。 时人祝萃清在

《儿童巡回文库的尝试》一文中，从量和质两方面

对儿童巡回文库图书采选给出建议，即：“在量的

方面讲，ａ 当视他（它）环境以内儿童程度的高

下。 ｂ 儿童数量的多寡。 ｃ 学校学生学级的高

低。 在质的方面，则要适应儿童的兴趣，和使儿童

获得知识的进步” ［７］ 。 尽管各文库都制定了采选

标准，但在实际采选时常感觉到困难重重。 一是

因经济原因，不敢挑选，“各校限于经费，对于儿

童阅读图书，购置颇感困难，影响儿童至巨” ［３４］ ；
二是当时编辑出版界提供的儿童读物甚少且鱼

龙混杂，难以挑选，种种实际困难使得采选儿童

读物是“一件最费研究的事” ［４］ 。
基于此，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倾向购买整部

的丛书，如《小学生文库》《小朋友丛书》 《自然丛

书》，以及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科学丛书》等。
因为这些书在门类和年级的匹配上已经考虑得

比较周全，不需要采选人员再费心甄选。 在这些

儿童读物中，尤以商务印书馆的《小学生文库》和
《幼童文库》最受教育当局的肯定和学校的欢迎，
一时全国订购者踊跃无比。 “查市立各义务小学

各种图书，多付阙如，不仅教师教学感受困难，即
于学生自修，亦多不便。 查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

之儿童文库，足资教师参考及学生自修之用。” ［３４］

《幼童文库》编印目的，则在于引起一般小学低年

级生自动读书的兴趣，藉此培养他们读书的能力，
助长他们身心的健全，并且启发他们的知识。 该

文库也很契合儿童阅读诉求，如程度适合、文字浅

显、内容丰富、比例适当、印刷精美等。 “……凡小学

一二年级生所应有的知识，无不具备。”［３５］像商务印

书馆出版的各种儿童丛书，无疑是儿童巡回文库的

首选。

３ ３　 时空保障

儿童巡回文库运行的目的是增加儿童阅读

图书的机会，以及推广图书的效用。 为达此目的，
合理确定文库巡回的时间和空间就显得非常重

要。 如果从空间上来分，儿童巡回文库可分为固

定的巡回和流动的巡回两种。 固定的巡回是指文

库多设在固定地点，图书适期调换，地点多选择在

没有图书室的公私立小学、民众学校、贫儿院等处。
流动的巡回则指用书车将图书送至各处，具体来

说，是由图书馆定制一种足以装备适量图书的活

动书车或轻便的书架，每日令馆役推车送到儿童

丛集的场所巡回陈列，如小菜场、公园和街头，使游

散的儿童得以随处获得有书读的便利［７］。
至于巡回的时日，可视巡回的内容及路途的

远近而不同，并无固定模式。 如有的以一周为限，
“每号文库之巡回以一星期为限，每星期日下午

一时起，由各校到指定收库地点自取，无论雨雪，
不得延迟” ［３６］ 。 有的以三日为限，如中华书局举

办的儿童巡回文库以三日为限。 有的以两周为

限，如北平南郊儿童巡回文库、江阴巷实验民众图

书馆小学巡回文库。 而行之于乡村小学的儿童巡

回文库，每届交换图书时，可以直接在巡回学校内

部循环调换图书，如甲校→乙校→丙校→丁校→
甲校，到每学年终了或寒假开始，各校必须将书寄

还，以便整理补充。 至于城市小学巡回文库的图

书交换，可由馆派员进行，乘机也可以考查小学巡

回文库的阅读成效和指导阅读的方法［７］ 。

４　 儿童巡回文库运行的意义

４ １　 养成儿童阅读的习惯

亚伯拉罕·林肯曾言，“阅读比任何其他的行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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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都更有力量释放你的潜能。 在整个过程中，我
们的本性会得以更好地展现。” ［３７］语言学家吕叔湘

先生认为，阅读能力是学习的基础，教育的灵

魂［３８］。 但是，人的阅读能力并不是先天具备的，而
是依赖于儿童时期阅读习惯的培养。 “小学生于

课外读物甚为需要，在此期中，多予读书机会，则
将来成人可有读书之习惯。” ［３０］虽然民国时期一些

小学都意识到图书的重要性，但都是“手短心长”，
购书经费无着。 所以小学生除读几册课本之外，
无书阅览。 即或备有，也是几册破旧书籍，不能充

分引起儿童阅览兴趣，更无养成儿童利用图书的

可能。 一些图书馆为增进儿童学识，激发阅览兴

趣，进而养成阅书的习惯，特设立小学巡回文库。

如江苏无锡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把全县

分成几个区，在陶氏、振秀、崇实、维德、隣志等校

设立小学巡回文库，按照年级分为高、中、低三个

阶段，以便学生选择图书。 各校推出教职员一人

或两人，高年级学生三人或六人，充任各校文库

指导员及管理员。 以 １５０ 册书为最低限度，内容

不相雷同，每两周巡回一次。 由于图书经常更新，
小学生阅读兴趣甚高，在 １９３１ 年 ９—１２ 月间，５
所小学巡回文库阅览总人数达 ２９１８ 人（详见表

１） ［３０］ 。 在当时小学缺乏图书的背景下，江阴巷实

验民众图书馆举办小学巡回文库，对于养成儿童

利用图书习惯、树立严守公约及为公服务等美德

产生了积极作用。

表 １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举办的小学巡回文库阅览人数统计（１９３１ 年 ９—１２ 月）

校名 九月人数 十月人数 十一月人数 十二月人数 总计

陶氏小学 １０７ １５５ １０２ １４３ ５０７

振秀小学 ９２ １２５ １３２ １５０ ４９９

崇实小学 １４０ ２６６ １４５ １４５ ６９６

维德小学 １３７ １５２ １２７ １５６ ５７２

隣志小学 ２３３ ２０１ ２１０ ６４４

总 计 ４７６ ９３１ ７０７ ８０４ ２９１８

４ ２　 增加儿童阅读的机会

儿童读物是儿童精神的食粮，生活的宝库。

民国时期，随着儿童本位教育思潮的盛行，一般

的小学对儿童课外读物颇为重视，无论经费如何

拮据，对于儿童读物尚能设法添置。 但很多小学

虽有较充实的儿童读物，却因学生课余时间紧张

致使部分儿童不愿走进图书馆去阅读，以致儿童

图书馆形同虚设，对于儿童的实际生活也就少有

影响。 其实，文教界为谋儿童学业的推进、图书馆

效能的提升，一方面固然需谋求读物数量的增

加，另一方面也应设法推广图书阅读。 著名儿童

图书馆学家王柏年曾言：“儿童图书馆事业，社会

上有绝对须努力使其发展之需要，非但如此，以

最近情形言，更必须有积极之推广，以求事业之

普遍化，而后社会上一般失学及未学儿童，方能

受到其理想中相当的知识享受。” ［３９］ 儿童巡回文

库就是当时一种行之有效的阅读推广方法。
如，上海儿童图书馆的流动书车作为儿童巡

回文库的一种，积极致力于儿童图书推广事业，以
增加儿童阅读机会。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钱馆长

伴同出发，亲自指导儿童借阅手续。 上午由馆出

巡向北，直达老北门，沿途停车八次，围坐借阅者

达七十二人。 下午由馆出巡至中华路及蓬莱路各

里弄内，停车十三次，围坐借阅者九十四人” ［２１］ ，
“十日中行见南市各处，到处皆有该馆之流动书

车” ［２１］ 。 特别是每日下午放学后，儿童熙熙攘攘

围绕流动书车的景象，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至阅览人数最多时，厥为每日下午四时以

后，因各小学校正均放学也。” ［２１］上海儿童图书馆

的流动书车将阅读服务送至街头小巷，送到儿童

的身边，即便是那些没有机会去图书馆、去学校阅

读的学徒、游童都有了触手可及的读书机会。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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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净化儿童阅读的环境

儿童“无书可读”固然很苦，但“有书乱读”
“坏书误读”更是后患无穷。 所以，引导儿童正确

选择图书，陶冶儿童性情，培养儿童修正自身，就
显得尤为重要。 民国时期，因儿童图书馆匮乏，故
时常出现小学生放学后无处可去，以及乱读、误
读的现象。 “于校外每苦无相当读书处所。 又乏

相当指导，与补习方法，则于散课后假无课之暇，

多嬉戏于庭外……” ［４０］ “在街头巷尾的小书摊旁

边，聚焦着一群一群的儿童，手里拿着书本，目不

转睛的在那里孜孜阅读，一方面我们自然钦佩他

们这班小朋友好学的精神，求知欲望的旺盛，另一

方面，我们却着实为他们抱着无限的忧虑，因为他

们阅读的，不但纸质不良，印刷恶劣，而且内容实

在太坏了。 ……图书简陋毫无意义，甚至晦盗晦

淫。 我们如何能希望他们会有良好的收获？” ［１０］为

了保证儿童（特别是贫苦儿童）“有书读，不误读”，
民国时期的儿童巡回文库通过图书车、图书担、图
书篮等流通工具，把精选的童书送到街头村落孩

子们手中，供给他们以适当的精神食粮。 此举，把
儿童求知的目光吸引到合适的童书中，尽可能地

将那些低劣庸俗的图书摒弃在儿童的阅读天地之

外，从而起到净化儿童阅读环境的作用。

５　 结语

民国时期的儿童巡回文库在儿童本位教育

思潮下应时而生，它或由教育主管部门，或由各

级各类公共图书馆，或由关注儿童教育的社会教

育团体等机关兴办。 儿童巡回文库秉持服务他

人及经济高效的原则，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有序

运行，不但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培养了儿童

的阅读习惯，而且为偏远地区儿童、流浪儿童、贫
苦儿童等提供了精神食粮，净化了村落街头的阅

读环境。 民国时期儿童巡回文库运行的宗旨及

方法，对当今的儿童（特别是儿童弱势群体）阅读

困境的突破或有启示。
阅读是一切学习能力的核心和基础。 儿童

期是可塑性最大的时期，是培养阅读能力、积累

知识以及打好学习基础的关键时期。 然而，根据

相关调查和统计分析，我国目前大多数农村儿童

和流动儿童的阅读状况处于困境，特别是在经济

落后地区，基本没有书店，学校阅读基础设施也不

完善，农村家庭儿童读物更是匮乏［４１］ 。 此外，对

于农村儿童阅读启蒙有着重要作用的幼儿园，在
早期阅读开展方面也不尽人意［４２］ 。 导致这些现

象的原因虽林林总总，但“儿童阅读资源服务不

到位” ［４３］应是重要诱因之一。 当前，作为公益文

化机构的公共图书馆，在儿童阅读推广事业中具

有不可推卸的引领责任。 在经济条件不足以多设

分馆的状况下，不妨借鉴民国时期的儿童巡回文

库形式，将精美童书巡回流通，让乡村留守儿童及

城市流动儿童等儿童弱势群体也真正“悦读”起

来，给他们的童年添一份沉甸甸的书香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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