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６６６ ／ ｊ ｃｎｋｉ ｊｎｌｃ ２０１９ ０６１１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采访工作及其

影响∗ ∗

齐东峰　 张　 玮

摘　 要　 国立北平图书馆自其前身京师图书馆建馆初期产生了期刊馆藏建设的意识之后，便努力通过

采购、征集捐赠、交换等各种采访渠道获取各专业领域的外文期刊，并逐步地树立起注重期刊完整性、
辅助科学之研究的采访方针；馆藏数量也从无到有，直至民国末期的两千余种。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国
立北平图书馆已开始注重北平地区外文期刊的共建共享。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

南迁，所需研究资料无以为继，国立北平图书馆订购的外文期刊在此期间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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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图书馆。 京

师图书馆创建于 １９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

更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１９２６ 年 ３ 月，中华教

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称“中基会”）因民国教育

部无法履约与其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而自办

“北京图书馆”；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国立京师图书馆”
改称“北平图书馆”，中基会独办背景下的图书馆

改称“北平北海图书馆”；１９２９ 年 ６ 月，“北平图书

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组成“国立北平图

书馆” ［１］（１９， ５５－６１， ７４－７５， ９２－９５） 。 本文整理与研究了该

馆自 １９０９ 年建馆至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这四十年间的外文期刊馆藏建设史料。 在这动

荡不安的 ４０ 年中，该图书馆的外文文献资源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调拨征集到直接向国外订购［２］ ，
从服务本馆用户到抗日战争时期服务南迁各高

校及科研机构，为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

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尤其在外文期刊方面，虽历

经坎坷，但其馆藏建设方针和文献来源之脉络仍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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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迹可循且脉络较为清晰，甚至早在京师图书馆

创立之初即产生了期刊馆藏建设的意识并初步

建立了相应的采访政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外文

期刊的馆藏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馆藏

的逐步丰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馆藏建

设在民国时期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

于民国时期北平图书馆的馆舍与馆名均有诸多

变化，因此，行文时，若相关数据在某一馆名存续

时间范围内，则采用时称，若相关数据跨越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馆名存续时间范围，则以在此 ４０ 年

中使用时间最长的馆名 “国立北平图书馆” 泛

称之。

１　 外文期刊馆藏建设的发展情况

１ １　 期刊馆藏建设意识的产生（１９１２—
１９１８）
　 　 对于期刊的收藏，京师图书馆初创之时已有

予以重视的端倪，这在 １９１２ 年京师图书馆呈教育

部的报告中可见一斑，“（京师图书馆）略仿欧美通

俗图书馆之制，除将馆内学者必须浏览之书分别

择置外，再行添购各项杂志及新出书籍” ［３］（３３－３４）。
１９１５ 年 ８ 月，京师图书馆分馆增设新闻杂志阅览

室，搜集国内外新闻杂志；８ 月 １０ 日，教育部批文

第 １０５１ 号核准了“京师图书馆分馆新闻杂志阅览

室规则” ［１］（４４） 。 专设新闻杂志阅览室的做法应是

京师图书馆产生期刊馆藏建设意识的一个重要

标志。
据民国四年度（１９１５ 年）京师图书馆分馆工

作报告显示［４］（２３７－２３８） ，截至民国三年 （１９１４ 年）
底，分馆共收藏新闻杂志 ４４ 种 ／ ６４ 册，民国四年

（１９１５ 年）又增 ７７ 种 ／ ５１１ 册；虽然该统计并未对

中外文期刊的品种和数量进行分类统计，但从民

国六年（１９１７ 年）的年度报告中可以了解到，此时

京师图书馆总馆已收藏日文杂志若干、分馆已收

藏英文杂志 １０ 种［４］（２４２－２４４） 。

１ ２　 外文期刊采访政策的建立（１９１９—
１９２８）
　 　 期刊等连续出版物的馆藏建设应具有连续

性、系统性和完整性，这几乎是所有图书馆馆藏发

展的一个共识。 但对于民国初期的图书馆而言，
能够意识到外文期刊对于国民的重要性已实属

不易，更不必说拥有连续、系统、完整的期刊馆藏

建设政策。 早在 １９１９ 年，京师图书馆便产生了广

泛而系统地收藏外文期刊的思想和做法。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教育部指令第 １３１ 号照准《拟变通捐

助图书褒奖办法》及第 １３２ 号照准《征集图书简

章》 ［３］（８９－９３） ，鼓励京师图书馆征集各界图书文献。
这两个教育部指令是京师图书馆开始广泛而系

统地收藏外文期刊的一个契机，京师图书馆同年

即派馆员到其他图书馆参观学习。 其中，京师图

书馆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派去参观清华学校图

书馆的馆员带回一本外文杂志通讯录（外国文杂

志底本），该所据此给国内外出版社和学协会发

送征集期刊的函件［４］（２７７） ，努力扩充图书馆的外

文期刊馆藏。
１９２６ 年，时北京图书馆在年报中就提出了

“专门杂志尤必搜求全份不使零残”的重要原则，
其中“最重要者如《英国考古学杂志》 《亚里士多

德学会研究录》 《现代历史》……等，均以全帙购

入焉” ［５］（１１） 。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出版的《北京图书馆月刊》，在

“本馆史略”中再次强调了外文期刊的采访原则，
“本馆对于欧美专门杂志，力求完备，而能自第一

卷第一号起，全份出让者，尤予以充分之注意。 关

于自然科学各书，即先从专门杂志入手，已有八十

余种” ［６］ 。 而此时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数十种外文

期刊 中， 已 不 乏 《 科 学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 自 然 》
（Ｎａｔｕｒｅ）、《化学文摘》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等西

文经典刊物。

１ ３　 外文期刊馆藏初建时的快速发展

（１９２９—１９３７ ６）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教育部指令第 ３０６６ 号，

核准十四条《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其中第

十二条规定期刊部下设中文期刊、西文期刊二组，
并执掌期刊之采购事项［１］（１２９） 。 另据民国十八年

七月至民国十九年六月（１９２９ 年 ７ 月—１９３０ 年 ６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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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记载“鉴于各

馆藏书最感缺乏者为自然科学与整部之专门杂

志，故年来对于此类书之搜集颇费辛勤，凡成套

之期刊或丛刊均为一般购置中之最先事件。 近

三年来所得成套之专门期刊约一百五十种，皆自

创刊号起至最近止” ［７］（１４） 。 自此，国立北平图书

馆不仅在建制而且在采访优先级别上对外文期

刊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每年新增外文期刊均达几

十种（见表 １）。

表 １　 国立北平图书馆外文期刊年增量统计（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５） ［８］（２６－２７），［９］（１０－１２），［１０］（１１），［１１］（８），［１２］（８）

年度 年增品种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１９３１ 年 ６ 月 ２２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１９３２ 年 ６ 月 ４０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３０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５８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２５

至 １９３５年 ６月，外文期刊连同旧藏共计达 ５７０
种［１２］（８）。 据 １９３５年 １２ 月 ６ 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呈
教育部解决重要图书南运经费办法”中记载，当时

装箱的西文整部科学杂志已达 １１６ 箱之多［３］（４２８）。

１ ４　 抗战时期的努力与杰出表现（１９３７ ７—
１９４５ ７）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 随后，国立北平图书馆除维持

北平馆务外，还与临时大学合作办馆，并在长沙、
上海、昆明、重庆、香港等地设立办事处［１］（２７６－３５０） 。
其时，北平虽然沦陷，但在留守北平馆员的坚守

下，国立北平图书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

署称“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采访工作仍

取得了较好成绩（详见表 ２）。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各地所设办事处则利用

敌后条件，在外文期刊采访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

绩。 其中，昆明办事处于 １９３９ 年“订购之欧美专

表 ２　 １９３８—１９４４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外文期刊采访数

量统计① ［１］（２９７－２９８， ３５６－３５７）

年度 订购品种 接受赠送 交换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１８５ １０９ １２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１９４０ 年 ６ 月 １５６ １２５ —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１１２ １２５ ２４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４４ ７６ —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８３ ６５ —

门期刊一千余种，咸能陆续寄滇，毫无间断，均分

别陈列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１３］ ，１９４０ 年“订购

之西文期刊已增至二千余种” ［１４］ ；上海办事处于

１９３８ 年订购外籍报纸，“美商华美晨晚报、中美

日报，英商译报、导报、大英晚报及晨刊、循环报

等寄滇” ［３］（６４５） ，又联系外国驻华使馆报社，“美

国参赞赠与《中国贸易报告月刊》（Ｃｈｉｎ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托德人 Ｄｒ Ｒｅａｄ 征

到《中国文化情报》１３ 期及受赠《华美晨报》 《大
英夜报》《大○晚报》等报纸” ［１５］ ；重庆办事处于

１９４３ 年曾取得美国罗氏基金董事会四千五百美

元的资助，采购最新制医学书报，寄存于贵阳、重
庆、成都等地的医学机构［１６］ 。 如此种种，不一

而足。

１ ５　 战后外文期刊的续订与增订（１９４５ ８—
１９４９ １）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日本投降，北平光复，国立北平图

书馆馆务陆续回迁。 为保证图书馆外文期刊的馆

藏建设，国立北平图书馆多次报教育部筹拨特款

恢复续订外文期刊。 例如，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国立

北平图书馆曾呈教育部“惟各国新出刊物日异月

新，仍待购求者为数尚夥，只以外汇所限，未克积极

进行。 拟恳钧部特拨美金外汇壹万元，用资采

购”［３］（８５１－８５７）。 １９４７年 ７月 １０日，时国立北平图书馆

馆长袁同礼又致函教育部，申请增拨经费［３］（９０３） 。
经过多方努力，及至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馆藏“西

文期刊……新增四百种，近在英美订购者约千种，
尚未寄到……” ［３］（１２６９） 。

　 　 ①　 １９４４ 年 ４—６ 月与 １９４４ 年 ７—９ 月的采访数据源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接收“国立北京图书馆”时期

的馆务报告内容，因无法获知期刊具体清单，无法对所统计品种去重合并，故按原文录于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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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外文期刊的主要采访渠道

２ １　 采购

采购从来都是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重要

方式，这对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其外文期刊采访

工作而言也不例外。 清末京师图书馆初创之时，
购书经费由图书馆向学部报预算；中华民国建立

后，购书经费改为图书馆向教育部请拨［３］（２３－２５）。
１９２４ 年中基会成立，自此至 １９４５ 年，国立北平图

书馆的大部分购书经费均由中基会资助［１７］。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北平光复，１０ 月，教育部接收“国立北京图

书馆”，恢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购书经费仍由

教育部拨付。
自开始系统地收藏外文期刊，国立北平图书

馆便对此项文献采访工作有了持续的经费投入。
在有些年份，图书馆还会特批一笔经费，专门用

于采购外文期刊。 例如，１９２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时北平北海图书馆在采购了 ３２ 种全份外

文期刊的基础上，又在购书经费中特提出一部分

购买了 ２４ 种全份生物学杂志［１８］（１１）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至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又专门斥资 ４５００ 美元购买外

文杂志及年鉴，其中包括 ４０ 种整部 专 门 杂

志［９］（１０－１２） 。
即使在北平沦陷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外

文期刊采购方面的经费也仍未减少，订购量甚至

不减反增。 例如，档案记载，１９３８ 年时国立北平

图书馆委员会曾决定对西文科学期刊的续订购

置费不予减少［３］（５５０－５５１） ；另据昆明办事处统计，至
１９４０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续订的西文期刊已增至

２０００ 余种，分送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云南大学及

中日战事史料会陈列阅览［１４］ 。
北平光复后，国立北平图书馆积极恢复馆务，

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仍努力补购馆藏，并数次致

函教育部要求专门拨付采购外文期刊的经费。 至

１９４８ 年底，馆藏西文期刊旧存 １５００ 余种①，日文期

刊旧存 ５００—６００ 种，新增西文期刊 ４００ 余种已到

馆，另有近千种已订购外文期刊未到馆［３］（１２６９）。

２ ２　 征集捐赠

国立北平图书馆外文期刊系统地接受捐赠

始于时京师图书馆主动向各界的征集捐赠。 自

此，征集捐赠在民国时期外文期刊文献的馆藏建

设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１９１９ 年夏，京师图书馆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

“派员前赴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观一切，籍携资考

镜，并携回该馆外国文杂志底本一册，当由本所通

函美国各出版地并上海广学会等处。 旋经纽约韦

斯特 图 书 馆 及 图 书 分 馆 复 函， 许 可 纷 纷 寄

赠” ［４］（２７７） 。 至此，京师图书馆外文期刊征集捐赠

工作得以正式开展。 据《北京图书馆第一年度报

告》 ［５］（５－７）记载，１９２６ 年 ３ 月至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间，北
京图书馆收到赠送外文期刊尤多，其中包括日本

东北帝国大学刊《数学杂志》 （１９１４—１９２６）、《工
学报告》 （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 《科学报告》 （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６），《英国帝国学院院刊》 （１９０５—１９２５），《瑞
典国立历史古物学院院刊》（１９０７—１９２５），《美国

纽约植物园园刊》（１８９６—１９２４）等。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至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间，北京图书馆“又赖金君溯初之

美意，收得一八八五年以来《贝介学志》全部”“以
英伦叶滋氏之斡旋，收得一九○三年以来《勃林

顿美术杂志》全部” ［１９］（１３） 。
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征集捐赠的外文期刊

数量已达一定的规模。 据国立北平图书馆各年度

馆务报告记载，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度受赠爪哇茂物

（Ｂｕｉｔｅｎｚｏｒｇ）植物园赠《汇报》（１９１８—１９３０）全份、
芬兰地理学会赠《芬尼亚》（Ｆｅｎｎｉａ）（１９１３—１９３０）
与《地理学报》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１９２７—１９３０）全
份［１］（２２７－２２８），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度受赠西文期刊 ２２１
种［２０］（３），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度受赠杂志达 ８００余种［２１］（２）。

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

务南迁。 虽然图书馆的许多工作因此受到了较大

的影响，但在图书馆同仁的努力下，征集捐赠工作

仍在艰难地进行。 １９３８ 年，美国卡内基科学院赠

与国立北平图书馆该院刊物一份［１］（３２１） 。 １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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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之部）承中外人士及学

术机关惠赠西文期刊 ３８６ 种［１］（３２３） 。 １９４３ 年，教
育部成立的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袁同

礼为 执 行 秘 书 ） 收 到 赠 送 的 西 文 期 刊 ２１０
种［１］（３４８） 。 １９４４ 年第一、二季度，伪华北政务委员

会教育总署辖下“国立北京图书馆”分别受赠日

文杂志 ７６ 种、６５ 种［１］（３５６－３５７） 。

２ ３　 交换

出版物国际交换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

１８８６ 年比利时、巴西、意大利、葡萄牙、塞尔维亚、
西班牙和美国在比利时首都签订的《布鲁塞尔公

约》。 在公约的保护下签约各国之间的出版物交

换日益频繁，同时也促使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 ６ 日，民国外交部在国务会议上

议决加入《布鲁塞尔公约》，并设立出版品国际交

换局，负责与各协约国的交换事务［２２］（６０４） 。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２ 日，出版品国际交换局公函版字第 ２３１
号，委托北京图书馆接收各缔约国交换到该局的

政府出版品［３］（１１４３－１１４４） 。 １９２７ 年，因经费不足，国
际交换局将交换事务委托北京图书馆代为执

行［２３］ 。 自此，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出版物国际交换

工作正式开展。 同年，时北京图书馆即以交换办

法获得《俄京科学院院刊》（１９０７—１９２６）与《德国

学院院刊》（１９００—１９２６） ［１９］（１３） 。 １９２９ 年，时国立

北平图书馆又与俄国阿里克教授交换俄国出版

之植物杂志［７］（１０） 。 到 １９３６ 至 １９３７ 年间，交换到

馆的外文期刊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有 １２８ 种之

多［２１］（２） 。 之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及馆务南

迁，交换业务同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并未间

断，仍在艰难中发挥着作用。 其中，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３８
年度交换西文期刊 １２ 种，１９４０ 至 １９４１ 年度交换

西文期刊 ２４ 种［１］（２９７－２９８） 。

３　 外文期刊采访方针之“变”与“不变”

３ １　 采访方针之变

３ １ １　 重视程度之变

随着图书馆办馆理念及时代的发展，国立北

平图书馆对外文期刊采访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

越高。
清末建馆伊始，京师图书馆的藏书构成以清

代学部藏书为基础，共分九大方面，包括内阁大库

残帙、国子监与南学典籍、南陵徐氏及归安姚氏藏

书、常熟瞿氏进呈书、敦煌石室遗书、永乐大典、四
库全书、舆图与绢绫纱本、金石拓本［２４］ 。 在这九

个方面中，无论是来自皇家官府旧藏还是来自民

间私藏，均未提及外文文献，自然更不会提到外文

期刊。
民国初年，京师图书馆已有众多拥有留洋或

出洋考察经历的工作与管理人员，在馆藏建设方

面已有仿照欧美图书馆的思想，并开始购买外文

杂志及新出版的书籍。 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步发

展，尤其是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之后，京师图书馆

更加意识到外文期刊的重要性，开始广泛致函国

内外出版机构与学协会，征集捐赠国外杂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国立北平图书馆逐

渐确立了专门杂志力求完备、供给科学研究的原

则，并 多 次 将 这 些 原 则 写 入 年 报 与 办 馆 政

策中［５－７］ 。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方诸高校及科研机

构南迁，其所订期刊也多从 １９３８ 年起停止续订。
馆务南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各办事处则承担起

了为诸高校及科研机构提供文献的责任，并将所

订购外文期刊分发至各大学与机构陈列阅览。 因

此，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加提高了对外文期刊采访

工作的重视程度。
３ １ ２　 学科侧重之变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初始收藏外文期刊时，学
科方面并无侧重，１９２８ 年 ５ 月时共累积外文期刊

８０ 余种，人文社科类外文期刊至少为 ３４ 种［６，２５］ 。
为服务相关科研机构及其研究人员，国立北

平图书馆采购的外文期刊逐渐向自然科学倾斜。
例如，１９２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北平北海图书馆

曾专为静生生物调查所采购生物学杂志 ２４
种［１８］（１１），１９３８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订西文专门

期刊（一千余种），以自然科学最多” ［３］（５２５－５２６）。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昆明成立抗

战史料室，开始大规模收集有关抗战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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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献，原则为“采访之范围，不限于本国及中文

书刊……其中包括欧、美、日本、苏联、南美各国出

版物在内” ［２６］ 。 从此，外文期刊采访工作又在抗

战史料方面有所侧重。 １９３９ 年 １—４ 月，共采访

相关西文期刊 １３３ 种、日文期刊 ３２ 种；至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采访的相关西文期刊已达 ３７３ 种、日文期刊

１２０ 种［２７］ 。

３ ２　 采访方针之不变

３ ２ １　 力求期刊完整性的原则不变

期刊的馆藏建设应具有完整性，如今这已是

许多图书馆在连续出版物采访工作中所遵循的

一个重要原则。 而国立北平图书馆早在 １９２６ 年

就提出“专门杂志尤必搜求全份不使零残”的工

作方针；１９２８ 年又在《北京图书馆月刊》中提出

“本馆对于欧美专门杂志，力求完备”的政策。 国

立北平图书馆外文期刊采访的原则不仅是这样

写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 如 １９２７ 至

１９２８ 年度增订的 ４１ 种外文期刊均补购至创刊

号［１９］（９－１２） ，１９３２ 至 １９３３ 年度新增科学杂志 ３０ 余

种均为整部购置［１０］（１１－１６） ，１９３４ 至 １９３５ 年度新增

２５ 种科学杂志同样均为整部购置［１２］（８－１４） 。
馆务南迁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采

购仍能够坚持这一原则，如 １９３９ 年国立北平图书

馆“订购之欧美期刊一千余种，咸能陆续寄滇，毫
无间断” ［１３］ 。 不仅如此，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此期

间呈报教育部的工作计划与工作报告中也均提

出“西文专门杂志、年鉴、统计表等：此项定期刊

物如中途停止， 以后不易补购， 亟需继续订

购” ［３］（７１６－７４２） 。
１９４５ 年北平光复后，国立北平图书馆不仅人

员短缺且经费拮据。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国立北

平图书馆向教育部报告亟待解决的问题时仍不

忘外文期刊完整采访的重要性，向教育部申请购

书经费时特别提出“中西文学术期刊一项，尤须

继续定购，以免中断” ［３］（８６６－８６９） 。

３ ２ ２　 服务科学研究的原则不变

１９２６ 年，时北京图书馆成立管理机构，即北

京图书馆委员会。 该委员会将图书馆收藏学术

资料的宗旨定为“辅助科学之研究” ［５］（５－７） 。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２９ 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又专为静生生物调

查所订购 ２４ 种全份生物学杂志，至此，外文期刊

采访服务于科学研究的原则已初见端倪。 １９２９
年，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在购书方面提出了两大政

策“一为国家庋藏重籍之图书馆；二为供给科学

（包括自然与人文科学）研究之图书馆……对于

西文书籍，则特注重供给科学研究之方便，数年以

后，即可为若干研究之中心……凡成套之期刊或

丛刊均为一般购置中之最先事件” ［７］（５－１４） 。 同年

１１ 月，经教育部核准，国立北平图书馆又成立了

西文期刊组，专门负责西文期刊采购事项。 自此，
外文期刊的采访既有了以服务科学研究为原则

的馆藏政策，又有了专门落实工作的组织机构。
１９３８ 年，北方诸高校与科研机构南迁后，“从

事科学研究之人既已全数离平……清华、北大、南

开三 校 所 订 之 期 刊 自 本 年 起 均 已 停 止 续

订” ［３］（５２５－５２６） ，馆务南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续订

之西文学术期刊（除生物部分外）照原定办法继

续存置临时大学；下一年度购置期刊费不加减少，
均寄 至 临 时 大 学， 由 本 馆 在 彼 职 员 整 理 典

守” ［３］（５５０－５５１） 。 １９４０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原订

购 ２０００ 余种西文期刊的基础上“又增订欧美医学

杂志 ２００ 余种分寄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各医学

机关，轮流参考” ［１４］ 。 由此可见，即使在抗战维艰

的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仍不忘坚持服务科学研

究的原则。

４　 外文期刊馆藏建设对图书馆界及学术

界的作用与影响
　 　 自建馆至民国末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文

期刊馆藏建设经历了期刊馆藏建设意识的产生、
订立外文期刊采访政策到大力发展外文期刊馆

藏的过程。 在这几十年中，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

文期刊采访工作并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
而是站在北平地区乃至全国学界的角度开展工

作。 因此，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馆藏建设

不仅在共建共享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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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战时期全国学界的文献需求贡献了莫大的

力量。

４ １　 共建共享意识的萌芽与成绩

如今，我国各类型图书馆深受经费制约以及

外文期刊高昂价格的影响，资源共建共享已经成

为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文献资源的共

建共享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 早在

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同仁们就已经意识

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将共建共享的思想融入到

采访工作中。 １９２６ 至 １９２７ 年度《北京图书馆第

一年度报告》中提到“至西文书方面，浩如烟海

……本馆既调查京中各图书馆已有之专藏，尤注

意其将来采购之方针，故力求通力合作，共为全

部之筹划。 如医药书既备于协和医学校，地质学

书既备于地质调查所，政治经济书既备于政治学

会者，不独本馆不复收藏，同时尤希望各馆于该

特殊科学之资料，尽量补充，庶成一完备之专

藏” ［５］（１０） 。 １９２９ 至 １９３０ 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

务报告又专门针对西文文献提出“本馆以西文书

价较昂而馆中购书预算又殊有限，故与北平各图

书馆力求通力合作，籍以分途发展，而避免重复

之工作” ［７］（１４） 。
此外，为更好地协调采访、实现文献共建共

享，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曾宪三先生于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间编制出版了《北平各图书馆西文期刊联合目

录》 ［１０］（２８） 。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间，国立北平图书馆又

编制出版了《馆藏西文期刊目录》 ［２０］（１４） 。
只是，笔者未查到 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４９ 年间相关目

录的编制出版或与资源共建共享相关的记载。
或许是因为笔者能力所限，未能搜到相关资料；
又或许是因为日军入侵与战后重建，许多图书馆

的采访工作都十分艰难，外文期刊多已无法维持

续订，更无暇顾及共建共享。

４ ２　 续（增）订外文期刊对战时学界的

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沦陷区图书馆的设施

及大量文献遭到了日军的破坏。 例如，国立清华

大学图书馆在沦陷后被改作他用，大量书刊文献

被损毁，复原时仅收回期刊合订本 ２ 万余册，损失

在一半以上［２８］（４４４）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有 ２０ 余

万藏书未及时运走，落入日军及伪政府教育部之

手［２９］（９５）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在炮火中被损毁，
损失图书文献达 ２２ 万余册［３０］ ；当时全国高校图

书馆中藏书最多的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在文献

转移途中也损失了图书及杂志 ２０ 余万册［３１］ 。
虽然许多高校与科研机构在抗战全面爆发

前后进行了南迁，但受战争影响，所转移文献有的

在辗转迁徙途中受损，有的迁移到大后方后又遭

到了日军战机的轰炸［３２］ 。 许多高校与科研机构

所订购的外文期刊也多已停止续订，其研究人员

所需研究资料无以为继。
业务南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意识到这一

问题后，积极斡旋，利用各种条件续订甚至增订外

文期刊，尽量满足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所

需。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袁同礼在致国立北平图

书馆委员会委员孙洪芬的信函中提到“本馆所订

之专门期刊均可寄滇……此项刊物现为临大与

中央研究院同人所需要，在战时对学术界之贡献

上亦甚大” ［３］（４８４） 。 同年 ２ 月 ８ 日，袁同礼致函中

基会董事，又提出“平馆所订之西文专门期刊，以
自然科学为最多，刻下从事科学研究之人既已全

数离平，似无再将此项刊物寄平之必要。 而清华、
北大、南开三校所订之期刊，自本年起均已停止续

订。 倘本馆能将所订者暂存临大，实可救济学术

界之恐慌” ［３］（５２５－５２６） 。 最终，中基会与国立北平图

书馆委员会达成决议，“续订之西文期刊除生物

部分外，均暂存临时大学” ［３］（５０４－５０５） 。
１９４０ 年，为协助各大学发展，国立北平图书

馆又将“馆藏之复本期刊及复本之西文书报，分
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国立中山大

学、国立同济大学、私立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唐山

工程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师范学院等机

关，以供参考” ［１］（３１６） 。
１９４３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经美国

罗氏基金董事会同意，用其资助的 ４５００ 美元采购

最新医学书报，供贵阳卫生署人员训练所、重庆国

立上海医学院、成都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等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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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轮流借阅［１６］ 。 同年，袁同礼任国际学术资料

供应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负责联络、接受和分

配国外学术书刊胶卷，并“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

将本年新出版之科学期刊，一律制成影片，用飞

机运华……并在沙坪坝、成都、昆明、桂林设立图

书影片阅览室……以供学术界之参考云” ［３３］ 。

对于战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期刊采访工作，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曾作

如下评论：“该馆订购之欧美专门期刊一千余种，
咸能陆续寄滇，毫无间断，均分别陈列于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 在抗战中能搜集如此完备之欧美

期刊，似以该馆为嚆矢” ［１３］ 。

抗战时期，虽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购书经费

也不充足，但毕竟有教育部、中基会的拨款与资

助，其资金比同时期其他图书馆相对充裕。 在袁

同礼等诸位先生的努力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采

购、征集捐赠、交换等渠道的采访工作上也有着

很大的成绩。 由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所采访的外

文期刊均侧重于专业领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学界的文献需求困境，对当时学界的研究起

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５　 结语

自建馆初期至民国末期，国立北平图书馆馆

藏外文期刊的品种从无到有，再到两千余种。 品

种虽不浩博，数量虽不宏富，但它不仅是当时图

书馆馆藏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馆藏建

设、辅助学界研究的重要资料。 国立北平图书馆

前辈们的工作方法、采访途径、采访方针，不仅有

许多一直沿用至今，甚至在那个通讯十分不便、

经费异常拮据的年代，他们的许多工作做得比今

天更加细致、更具主动性，收效更好。 例如，在征

集捐赠方面，他们充分利用了外文杂志通讯录，

主动向国内外出版社和学协会发送征集捐赠的

信函，从而陆续获取了大量寄赠的外文期刊；在
战争纷乱的年代，在社会各界仁人志士的大力支

持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收集国内所需外文期

刊，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辅助高校及

科研机构的教育与科研，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认可。
国立北平图书馆前辈们这种“不遗余力的搜采精

神” ［３４］既值得今天的图书馆人景仰，更值得今天

的图书馆人去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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