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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乡村图书馆经营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

　 ———以《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和《乡村巡回文库经

营法》两部著作为中心的考察

邹桂香　 高俊宽

摘　 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乡村图书馆建设受到重视，探讨乡村图书馆经营模式的专著开

始出现。 李钟履在《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中构建了以县级图书馆为中心的“总馆—支馆—经理

处—代借处”的总支馆经营模式，赵建勋的《乡村巡回文库经营法》总结了乡村建设运动中河北定县的

乡村巡回文库服务的实践经验。 总支馆经营模式和乡村巡回文库服务模式均结合当时我国乡村实际，
重视图书馆宣传和民众阅读状况调查。 两部著作所关注的两种模式对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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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掀起社会教育和

民众教育的热潮，与之相关的活动得以积极推广

和实施。 同期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也产

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如梁漱溟先生所述：“中
国固至今一大乡村社会也，乡村坏则根本摧。 教

育界之有心人发现其非，于是有乡村教育之提

倡。” ［1］教育界、图书馆界人士都逐步把研究视野

和工作范围扩展到乡村，中华职业教育社更是以

“土无旷荒，民无游荡，人无不学，事无不举，全村

呈康乐和亲安平之象” ［2］作为乡村改进事业成功

的标准。 不少图书馆界和教育界人士意识到图书

馆在乡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对乡村图书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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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充分关注，映射出学界观照乡村民众教育与

阅读状况的重要趋势。 民国时期乡村图书馆的

研究主体，主要包括两大群体：一是热衷于乡村

教育和乡村建设的教育界人士，如陶行知［3］ 、濮

秉钧［4］ 、孔繁根［5］ 等人，他们发表了不少关于乡

村图书馆建设实践的论著，主要集中于乡村图书

馆的基础设施与设置、经营管理法、阅读书目编

纂等方面，形成了独具我国本土乡村特色的实用

主义图书观和图书馆理念；二是图书馆学人群

体，如刘国钧［6］ 、徐旭［7］等图书馆学人，在民众图

书馆运动的推动下，把研究视野拓展到乡村。
据现有文献资料统计，１９３１ 年李钟履的《乡

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是我国最早对乡村图书

馆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探讨的论著，该
书构建了一个以县级图书馆为中心的总支馆模

型［8］ 。 １９３５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建勋的《乡

村巡回文库经营法》 ［9］以河北定县乡村民众教育

馆为原型，对乡村巡回文库的服务模式进行了经

验总结。 这两部民国时期乡村图书馆经营管理

方面的专著，为深入研究此时期的乡村图书馆事

业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

的乡村图书馆研究分支，丰富了图书馆学的理论

和实践。 李钟履、赵建勋两先生所关注的两种图

书馆经营方式，对当前我国大力推行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亦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１　 民国时期两部乡村图书馆经营法著作

简析
　 　 李钟履的《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主要

借鉴美国民众图书馆的建设经验，以理论探索为

主，提出了我国乡村图书馆的总支馆模式，是我

国图书馆学人对乡村图书馆经营模式进行系统

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赵建勋的《乡村巡回文库经

营法》结合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图书馆的建

设实践，立足本土，以经验总结为重，关注乡村巡

回文库模式，成为热衷乡村教育者对乡村图书馆

加以研究的典型。 两部著作有着各自鲜明的内

容特色。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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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用笔名李仲和、奚为生、李东凡等，《文华图书

科季刊》 （１９３３ 年第 ３ 期）曾有其履历介绍［10］ 。
１９２２ 至 １９２５ 年，李钟履入北京私立财政商业专

科学校学习，期间曾搜集整理过农牧业资料，为此

后关注乡村的相关事业奠定了基础。 １９２８ 年到

北海图书馆工作，对图书馆学产生兴趣。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３２ 年夏，李钟履到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

学校学习，期间翻译过关于瑞典、西班牙、格鲁吉

亚等国民众图书馆情况的相关资料。 １９３２ 年毕

业后仍回北海图书馆任职，期间被数次借调到其

他图书馆工作，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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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文华图书科季刊》第 ２ 期发表

李钟履的《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该著参

考欧美先著，洽以吾国乡情，草成斯编” ［8］ (130)，在
“组织设备管理与行政”部分，建构了一个系统的

乡村图书馆总支馆模式，分为“总馆—支馆—经

理处—代借处”四级：（１）总馆一般设立在县城中

心，或乡民进城最容易接近的地方，亦可在人口密

集、各类机关、会社、学校等机构比较集中、经济比

较繁华的市镇，形同“作房” ［８］（１３０） ，处于核心地

位。 总馆承担书籍的分类、编目、运输等，但并不

负责图书外借服务。 （２）支馆、经理处、代借处设

在乡间，如同“销售处” ［8］ (130)，是图书与读者之间

的媒介，主要提供流通服务。 （３）在村镇规模较

小、没必要建立支馆的情况下则设立经理处，书籍

由总馆定期提供。 （４）凡是因规模过小而不能设

立支馆或经理处的村庄，则设立代借处。 代借处

并不直接提供图书，通过总馆提供书单与索书单

的形式开展服务。 总支馆模式主要参考了欧美国

家民众图书馆的经验，其实早在 １９１６ 年北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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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实

９０１

·图书馆史研究·



已初具总支馆模式的框架。 但是，总支馆模式中

的“代借处”只提供书单而不直接提供图书的形

式，则过于僵化和缺乏变通。 １９３７ 年，龙发甲在

《乡村教育概论》中提出“在乡村集中的地方，应
设立总馆，其他各村可分设阅览处，……，如藏书

不多，可以采取巡回图书的办法，用费既省，而收

效则大” ［12］ ，是对总支馆模式的进一步优化。
李钟履先生《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的

问世，说明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乡村图书

馆问题已经引起我国图书馆学者群体的关注，开
始对乡村图书馆经营模式进行系统的理论探索，
并积极学习欧美多国的乡村图书馆建设经验，且
具有较强的“民享”思想。 如成立乡村图书馆委

员会，利用抽税、加税等方法筹措经费等建议，反
映了我国学者急于寻找一种“法美意良”的图书

馆经营模式，以改变我国乡村图书馆落后状况的

迫切心态。 乡村图书馆总支馆模式虽只停留于

学术层面的探讨，未能付诸实践，但其积极借鉴

国外图书馆的建设经验，并移植经济学术语“经
理处”“销售处”等用以比拟图书馆学的名词，体
现了著者勇于吸收其他学科知识为图书馆学所

用的大胆尝试。

１ ２　 赵建勋及其《乡村巡回文库经营法》
１９２３ 年 ８ 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

教会”）以河北定县为实验点，开展巡回文库服

务，定期在各个乡村巡回，被誉为“近代中国巡回

文库与平民教育结合的典范” ［13］ 。 赵建勋的《乡

村巡回文库经营法》即以河北定县乡村民众教育

馆为蓝本，探讨乡村巡回文库的服务模式。 赵建

勋的生平资料较少，仅知其为民国时期生活教育

社第二届社员，曾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 １９３７ 年

《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十三期刊登赵建勋等

人给梁漱溟的公开信，请教他从陕北访问回来的

收获和对今后乡村工作的意见［１４］ 。 １９３９ 年之

后，赵建勋曾于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任教，并
任职广西省立图书馆，柳亚子曾有诗“燕赵悲歌

旧俊人，江湖牢落惜闲身。 一瓶借我殷勤甚，寒雨

冲泥记叩门。”赠赵建勋，并述及“君供职图书馆，

去岁借书屡承亲自递送，心感无既” ［１５］ 。 赵建勋

曾是 １９３９ 年创刊的《广西教育通讯》的主要撰稿

人之一，１９４０ 至 １９４２ 年，该刊曾连续刊载其“图

书管理方法实际问题讲话”系列。

１９３５ 年，商务印书馆的“师范小丛书”出版，
收录赵建勋所撰《乡村巡回文库经营法》。 ２０１４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该著与赵福来的《图书

馆建筑与设备》合印出版，编入“２０ 世纪中国图书

馆学文库”。 该著“内容注重经营方法及实施步

骤，对于理论方面力求从略” ［９］（１） ，分为绪言、文

库构造、选择图书、图书分类、编目、巡回路线的规

定、代办处所、文库出发前注意事项、文库巡回时

交接及运输、视导、文库归还注意事项、统计、读书

会的组织和训练、附录等内容。 巡回文库的实施

步骤及经营方法均系作者在乡间服务时实验所

得，文库巡回的路线、范围、停留的村庄等均在各

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规划设计，并绘制成图表，对

文库的设计构造亦有详细的图示。 由于“乡村巡

回文库在我国为萌芽时代，故经营方法上缺乏实

际的参考资料，本书所述各种实施方法，虽经过相

当实验期间，亦恐难臻完善境地” ［９］（１） ，故该著亦

参考了若干图书馆学及乡村教育方面的文献，对

乡村巡回文库的经验加以总结，实属难得。
赵建勋在长期的乡村教育实践中，充分认识

到图书馆在乡村教育中的重要性，针对当时图书

馆设施大都偏重在都市，普遍设立乡村图书馆极

不现实的情况下，认为只有举办巡回文库才是唯

一的捷径。 同时他对巡回文库的优越性有着深刻

的体认：在经营设备上比较经济，在经营原则上，

流动的方式更便于民众阅览，更容易打进农民的

生活［9］ (9)。 《乡村巡回文库经营法》虽然篇幅短

小，但却是对我国当时乡村巡回文库建设实践经

验的总结，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乡村巡回文库的运

营实况。 作为乡村教育的积极践行者，赵建勋对

乡村图书馆建设的认识较图书馆专业学者更为

深刻，能够敏锐发现巡回文库的优越性和灵活性，
其及时的关注和总结以求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

实施，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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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两部乡村图书馆经营法著作的学术

价值
　 　 李钟履、赵建勋两先生的著作，各有千秋，相
得益彰，体现了著者各自的图书馆经营管理思

想。 值得注意的是，两部论著均以“经营法”命

名，这反映了当时图书馆学研究以“经营管理说”
为主要特征的范式。 李钟履、赵建勋两先生的乡

村图书馆经营模式思想属于专门图书馆经营法

的范畴，所关注的内容主要包括乡村图书馆委员

会的设立，经费的筹措，图书馆的组织、设备与管

理等图书馆经营管理的核心要素，并且具有浓郁

的乡村图书馆特色。 两部著作不仅丰富和拓展

了图书馆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而且代表了当时

我国乡村图书馆学的理论建构水平，使得乡村图

书馆研究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有了一席之地，并逐

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研究潮流。

２　 两部著作中乡村图书馆经营模式的共

同特色
　 　 两部论著均出版于 １９３０ 年代中前期，具有相

同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受到相同的社会思潮

及乡村图书馆建设运动的影响，因此两部著作中

所论述的乡村图书馆经营模式具有典型的时代

特点和共同特征，具体表现为结合我国乡村实

际、重视图书馆的宣传活动、关注民众阅读状况

调查等方面。

２ １ 　 结合我国乡村实际

李钟履和赵建勋两先生的经历虽有不同，但
均对当时我国乡村的实际情况有着基本的体认，
并认识到乡村图书馆的重要性，以及建设中所面

临的困难。
李钟履认为“欲养国魂，则非图书馆不可，而

又非乡村图书馆不可”，虽然可模仿欧美民众图

书馆的建设经验，但仍要“以实际为主，原则为

宾” ［8］ (126)。 如支馆、经理处的设置要因地制宜，应
为乡民常至乐到之处，且便于民众接近。 对于图

书馆的开放时间，李钟履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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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74)，进而指出春秋两季农忙较多，开馆时

间可以短少；冬夏两季人多清闲，开馆时间则宜

长多。 夏季应于每日午前开放，且开放时间宜早

不宜晚，冬季则相反。 依据农时闲忙来合理安排

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彰显出因时而异的乡村

特色。
赵建勋对当时图书馆事业设施的设置都偏

重于都市的现实，认识更为深刻。 他认为“要想

挽救这种缺陷推行图书教育，而得提高乡村的文

化水准，那么只有举办巡回文库，才是唯一的捷

径。” ［9］ (1)由于经费拮据，文库的构造要求“切合实

用，便于运输， 易 于 保 管， 材 料 坚 固， 需 费 低

廉” ［9］ (3)。 鉴于大部分乡民缺乏对图书内容的鉴

别和选读能力，图书的选取要符合以下标准：文字

浅显，叙述明白；能引起阅读的兴趣；能灌输现代

知识；定价低廉，版本完美，以符合乡民的阅读能

力。 另外，针对乡民文盲较多的状况，还设立农民

读书会、问字处、代笔处等服务乡民，为后世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２ ２　 重视图书馆的宣传活动

图书馆作为民众教育的重要阵地，应该开展

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乡村图书馆更需如此。
１９２９ 年民国教育部公布的《中大区各县巡回文库

暂行规程》规定，“巡回文库于巡回时，得置备手

风琴、留声机、活动影片等，并从事讲演，以引起民

众识字阅书之动机” ［9］ (37)。 李钟履在《乡村图书

馆经营法之研究》中专列“乡村图书馆事业推进

法”，以助推图书馆的长远发展；图书馆应该通过

广告、讲演、展览会等吸引民众，继而诱发其阅读

兴趣，“苟不借广告之力而促其与乡村图书馆认

识，则无可收效” ［8］ (177)。 乡村巡回文库更加重视

宣传活动，定县巡回文库曾编有平教会作词、赵元

任作曲的《平教会巡回文库宣传歌》，并利用挂

图、游艺用品到各村讲演，利用浅显的标语或传单

在各村进行文字宣传［9］ (33)；成立“读书会”，负责

管理巡回文库，并定期召开会议，报告读书经过，
讨论问题并分享阅读心得。 １９３５ 年徐旭在其《民
众图书馆学》中的“民众图书馆之推广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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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介绍了十八种推广图书馆事业的办法［7］ (226)，
足以窥见图书馆宣传在当时已经达成一种共识，
业已成为现代图书馆营销策划的重要内容和有

机组成部分，对当前的图书馆营销宣传仍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２ ３　 注重民众阅读状况的调查

为了长期维系民众与图书馆的关系，必须充

分了解民众的阅读需求，实现图书与阅读需求的

匹配。 在总支馆四级服务模式中，总、支馆长都必

须及时充分了解民众的阅读需求和兴趣，总馆长

最重要的任务是下乡到各地调研，并定期召集支

馆长及各经理者、代借者会议，报告当地居民的

需求。 总支馆长不仅可以通过民众对书单上图

书的选择及借阅情况的记录了解民众的阅读喜

好和书籍的利用率，还可以利用观察、问询及问

题解答的方式维持并增强民众的阅读兴趣。 同

时通过宣传活动吸引乡民，继而深入了解他们的

真实需求，并以热情的服务维系与民众的关系 。
在乡村巡回文库服务中，视导员的“视导”是民众

阅读兴趣调查的重要途径，在文库停留各村期

间，要求视导员对文库放置地点、代办人对读者

的态度、乡民对文库的意见和希望、流通时间是

否与规定相符、乡民借书的情形等进行调查和记

录。 赵建勋在《乡村巡回文库经营法》撰写过程

中，曾参考汤茂如的《定县农民教育》和李景汉的

《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巡回文库服务中视导员的

视导方式，实为社会调查方法的灵活和具体运

用，对于当前我国全民阅读状况的调查统计仍有

积极意义。

３　 结语

综观民国时期两位学者所设计、总结的两种

乡村图书馆服务模式，均是在结合当时乡村图书

馆建设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的设计和总结。 经过

近百年的发展，我国乡村在经济、文化方面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李钟履、赵建勋两先

生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某些方

面仍有不少相似之处，两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所

总结的两种乡村图书馆管理模式，仍有可资借鉴

之处。 李钟履先生提出的 “总馆—支馆—经理

处—代借处”模式，虽然各个层级的功能设计略

有不足，但是已然具备了总分馆制的基本框架。
巡回文库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一项重要的社区服

务形式，在民国时期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运作机

制。 巡回文库把书籍送到田间地头、工地码头，更
便于图书与基层民众的直接接触。 巡回文库服务

模式符合我国乡土民情，在当前乡村公共文化服

务中仍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原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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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把总分馆制延伸至

县级以下的农村地区，并指出：“充分利用流动舞

台车、流动图书车等设施和手段，广泛开展流动文

化服务，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覆盖。”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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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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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这从法律上肯定了总分馆

制和流动文化服务，亦可视为是总支馆模式和巡

回文库服务模式的优势互补，是两种模式在新时

代、新环境下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是一种更高层

次的继承和发展。 而今，乡村图书馆作为我国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振兴乡村文

化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

下有了新的发展契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地位

和作用会更加彰显，李钟履、赵建勋两位先生所企

盼的我国乡村图书馆振兴的愿望有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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