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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图书馆在我国近代图书馆转型中的指
针意义∗

张书美　 刘劲松

摘　 要　 我国近代教育经历了从培养精英人才到普及民众教育的转变。 作为知识汇聚之地的图书馆,也
历经了从嘉惠士林向教育国民的转型。 在我国近代图书馆的转型发展中,民众图书馆具有指针意义。 作

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民众图书馆对我国旧式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及管理模式进行革故鼎新,开启了近

代图书馆普及化、通俗化、法制化及创新化等历史转型。 民众图书馆所蕴含的平等、便利、主动服务理念,
代表了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发展方向,对当下的基层公共图书馆治理不失启迪价值。 参考文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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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近代教育经历了从培养精英人才到普

及民众教育的转变。 这一转变,以严复于 1890 年

代提出的“开民智”为标志,以 20 世纪初梁启超

的“新民说”为代表,盛行一时,为社会各界所重

视。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普及民众教育正式

成为教育宗旨,通过法律固定下来。 教育部专门

设立社会教育司,负责包括民众图书馆在内的社

会教育事业。 民众图书馆萌芽于清朝末年,兴盛

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我国近代图书馆的一种

类型,以服务普通民众、提供免费阅览、活用图书、
普及教育作为设立之旨归。 新中国成立后,民众

图书馆或裁撤或合并,渐渐淹没在历史尘埃之

中。 民众图书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虽然

存续时间较短,但种种开拓性的创举,使其在我国

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印

记,具有指针意义。

1　 民众图书馆开启了我国近代图书馆服

务的普及化与平等化

1. 1　 服务理念由嘉惠士林向教育国民转型

民众图书馆的根本目的是普及教育,这一观

念在与其他图书馆的比较中产生。 清末,我国出

现了兴建公共图书馆的热潮,但这些图书馆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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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袭着藏书楼供士子学者阅览的传统。 一如陈

训慈先生所言,“当初藏书楼之设,一般人目光仅

及于已受科学训练的士子,后来改称图书馆,仍
然如此” [1] 。 在 1910 年学部公布的《图书馆通行

章程》中,关于“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成

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

证之用” [2] 的条文即是明证。 在学部的提倡下,
云南等地创设图书馆时,也均强调保存国粹,以
满足士子学者之需。 对于这股由上而下的精英

服务导向的办馆理念,时人谢荫昌首先表达了异

议。 他认为图书馆教育可分为培养学者和教育

国民两种,“其最要关键,在使全国人士知图书馆

之性能不属于学者教育,而属于国民教育” [3] 。
1912 年民国肇建,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对

于图书馆事业渐予重视。 当时民治精神扩张,政
府基于普及民众教育的需要,对民众图书馆尤加

注意。 1915 年,教育部除颁布《图书馆规程》外,
又颁布了《通俗图书馆规程》,其第一条即为:“各

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
供公众之阅览” [4] 。 同年,陆规亮也在《通俗图书

馆》一文中将图书馆分为两种:一为学者图书馆,
专以研究学问为目的;二则为通俗图书馆,“有特

殊之目的,予一般人民之便益、开通社会智识者

也” [5] 。 1923 年,龚楚书进一步提出了要对平民

平等地施以教育,使平民有同受教育的机会,其
最经济、最简便、最永久、最普遍的方式,即为推行

通俗图书馆[6] 。 自此,沿袭了数千年的服务“硕

学士子” 的陈规悄然发生转变,供公众阅览、为

“普通民众”服务成为图书馆新的服务理念。
1927 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国民革命进入

训政时期,对民众素质的强调成了当务之急,各
种社会教育机关顺应时代潮流纷纷冠以“民众”
两字。 在此背景下,“民众图书馆” 适时替代了

“通俗图书馆”,成为图书馆发展的新思维,“自十

六年以来,民众图书馆事业之进步,较任何其他

类的图书馆为发达。 虽其设备未能完善,而馆数

则至足惊人” [1] 。 民众图书馆既与通俗图书馆一

脉相承,又有质的飞跃。 “民众”代替“通俗”,不
只是词汇的简单替换,而是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深

刻转变,民众成为图书馆的服务重心。 其实,图书

馆前是否冠以“民众”二字并不重要,其性质和使

命是否为大众服务才是关键。 民众图书馆普及教

育的新思维,客观反映了我国近代图书馆服务理

念的变化,代表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基本

方向。

1. 2　 服务原则由区别对待向有教无类转型

清末民初,图书馆还未摆脱“重藏轻用”的藩

篱,大多储藏高文典册以供文人学士参考,一般民

众不能问津,图书馆成为特殊阶级享用的专利品。
而兴盛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民众图书馆则坚持

服务的平等性,以普通民众为服务对象,以使全社

会各阶层的民众都得到求知的机会为使命,“不

收费的民众图书馆制度包含了一些促使民主政

治发展的基本原则……民众图书馆能提供无限

的机会以实行这些原则。 他不被任何权威者所辖

制占有。 他承认个人的自由以求个人的幸运。 他

不是离开民众独立的制度,也不仅为哪一个阶级

服务” [7] 。 徐旭也特别强调民众图书馆服务的全

民性,“(它) 是全体人民的图书馆,凡属圆颅方

趾,不论其智、愚、贫、富、老、幼、男、女,均可进馆

享受服务” [8] 。 平等性可视为民众图书馆的首要

特征,其无性别、年龄、程度、职业、贫富等差异的

限制。 不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贫富贵贱都有权

利走进民众图书馆,“使未受教育者,得启发其智

能之生长;使现受教育者,得辅助其智能之生长;

使已受教育者,得继续其智能之生长” [9] 。
 

换言之,在民众图书馆中民众不会因出身、天
赋、品行、财富的差别而被区别对待,他们的阅读

权利也不会与其经济地位简单地划一等号。 不管

是腿脚沾着泥巴的农民,还是一天到晚看柜台的

伙计,亦或是在工厂辛苦劳作的工人、家务缠身的

妇女,在民众图书馆眼里,他们都是与学界政界人

士一样的读者,都受到一样的欢迎。 民众图书馆

基于为民众平等服务的道德自觉,千方百计地维

护和实现底层民众的阅读权利,其平等服务的精

神至为可贵。 如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采用开架

式服务,为附近 827 户近 7000 余人提供精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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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10] 。 此外,该馆还紧紧围绕办馆宗旨,开展丰

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将图书送到有需要的民

众手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民众图书馆正是凭

藉自己的微薄之力,为我国近代图书馆服务原则

由“区别对待”向“有教无类”平等化转型添上了

浓墨重彩之笔。

1. 3　 服务范围由通衢大邑向基层乡村扩延

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思潮影响下,我国近

代图书馆如雨后春笋相继在各地涌现。 但这些

图书馆大都设于通衢大邑,尤其是设在省一级地

区,与基层民众有着相当大的隔阂。 如 1907 年江

南图书馆创设于江宁(南京),1909 年山东图书馆

创设于济南, 1909 年山西图书馆创设于太原,
1910 年广西图书馆创设于桂林等。 这些设在通

衢大邑的省立图书馆曲高和寡,对提升基层民众

素质显得鞭长莫及。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

国,绝大多数人口都是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他们

整日为生计奔波,没有闲暇去遥远的都市图书馆

读书。
乡村教育的普遍匮乏,使得农民长期处于困

苦蒙昧状态。 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问题也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近年以来,虽有

平民教育,农村教育等等有利农民之运动,但皆

局部改造耳,殊不知图书馆范围之广大,改造民

众之入微也。 是故欲养国魂,则非图书馆不可;而
又非乡村图书馆不可。 良以城市中之图书馆,犹
如锦上添花;而乡村间之图书馆,实似雪中送

炭” [11] 。 在此背景下,一些先进社会团体,如中华

教育改进社及中华图书馆协会适时提出“各县宜

普设农村图书馆案” “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县

在乡村区域从速广设民众图书馆案” 等议案,积
极倡导乡村图书馆的建设,以提升农民素质。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图书馆协会等社会

各界的合力推动下,大江南北兴起了一股乡村图

书馆建设热潮。 应乡村教育匮乏而生的乡村图

书馆,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图书流通服务,在乡

野大地播撒文化火种,使得以农为业的人们,能
够自由获取农业常识及生活上所需要的知识,

“藉以提高农民知识,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村社

会,增加农业生产,使一般农民广被教化,洗雪文

盲的耻辱” [12] 。 随着民众图书馆的全面开花,我
国近代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也出现了从通衢大邑

到乡村基层的快速扩延。 民众图书馆在推进全民

阅读平等的道路上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助推了

图书馆普及教育美好愿景的实现。 民众图书馆服

务向乡村的扩延和下沉,可视为我国文化扶贫的

先行探索,对当前新型乡村社会文化建构富于启

迪意义。

2　 民众图书馆开启了我国近代图书馆藏

书建设的通俗化及实用化

2. 1　 图书采访标准由个人喜好向博采众

长转变
20 世纪初,我国兴起了新图书馆运动。 然

而,刚刚成立的新式图书馆,虽然外在名称有了变

化,但实质并没有真正从藏书楼中脱胎换骨出来。
在藏书内容上依然禁锢于藏书楼的藩篱,所藏图

书偏重于文化的保存,大都晦涩难懂。 这些缺点

使它远离民众,孤芳自赏。 随着社会教育观念的

兴起及传播,选择适应民众需要的图书就成为新

式图书馆的必然趋势。 近代,我国出版物渐增,各
门各科丰富多彩,但大同小异的出版物也比比皆

是。 以教育国民为宗旨的民众图书馆,为充分发

挥有限经费的效用,积极制定采选标准,以合理规

避藏书楼式的主观性选择。
民众图书馆的采选依据主要有各方介绍、各

种目录等。 在各方介绍中,最重要的是专家介绍。
如杜定友编著的《普通图书馆图书选目》,对民众

图书馆的采选就极具指导意义,“从四部要籍及

新出版品一万二千余种之中选出五千种,以供普

通图书馆之置备。 又选出次要者三千种及最要者

一千种,以便各图书馆视其经济状况而定购置的

先后。 这对于新创办的一般图书馆,尤为便利。
所选各书均以普通图书馆之需要及切合参考者

为主” [13] 。 时人陈豪楚对该书评价甚高:“所选

之书,大抵偏重于各科原理之基本读物,故凡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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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通俗图书馆,以及中学图书馆,均可各视

财力以此为购书之依据。 至本书于各类图书之

分配,亦有足供各馆购书时之参考” [14] 。 此外,浙
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在开具民众图书馆书

目方面也颇具经验,他主持编纂的《图书之选购》
一书,有助于民众图书馆弥补“以选购之漫无标

准,常使有限之金钱,耗之于不能有补实用之

地” [15] 的缺憾。
其实,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有

重视目录编制与研究的传统。 新图书馆运动兴

起后,在传统目录学基础上又取西方目录学之

长,各种目录学著作及实践成果层出不穷。 一些

机构特别是出版及藏书机构编制目录蔚然成风,
如开明书店出版了《全国出版图书目录》等,这些

目录或精到或广博,为民众图书馆的图书采选提

供了可靠参考。 总之,上述种种他山之石,对经费

有限的民众图书馆来说极具借鉴意义。 有效降

低了图书馆采选图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使其得

以用最少的经济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有力地将图

书馆藏书建设向规范化、经济化、效益化方向

推动。

2. 2　 图书采访内容由高文典册向通俗实

用转变
基于“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

才”理念的旧式图书馆,将一般民众排在门外,成
为特殊阶级的独享机关。 “其重要事业在于搜罗

高深图籍,乃至孤本旧椠。 一般民众既够不上研

究考证,而那时主持图书馆的人也不欢迎民众进

来,……就是他们也还缺乏公家图书馆的习惯,
所以甚至只是书籍保藏的一中心” [1] 。 这种贵族

式的图书馆充其量只能称作是“一所油墨纸张的

堆栈”,对于普及民众知识、传授技能,没有太大

益处。 众所周知,一国之强弱,并不在乎造成少数

的特殊人才,“乃在谋大多数人都有一种相当的

知能,使整个国家的文化提高” [16] 。 而要谋大多

数人素质的提升及国家文化的提高,不能指望几

个收藏专深的国立省立图书馆,还得靠最接近民

众、能为一般民众提供自由阅览的基层民众图

书馆。
国立、省立图书馆常常因其高端定位而与普

通民众之间存在一种隔阂,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

陈训慈对此深有体会,“本馆以性质偏近学术图

书馆的关系,所以于汇藏既颇兼重专深著作” [17] 。

而民众图书馆为了达到“教育千万国民” “普及国

民教育”的目标,一改旧式图书馆的贵族特征,尽
力采选内容通俗易懂的图书,以方便大众阅览。
因为过于高深的图书显然不能引起知识程度不

太高的普通民众的阅读兴趣,不符合国情民意。
正如富济在《民众图书馆的理论与实施》一文中

所指出的,民众图书馆既以一般的民众为对象,就
应搜集适于他们的有益图书,“并以最简单的方

法,使一般民众得自由阅览” [18] 。

此外,民众图书馆在采选图书时也开始关注

地域环境的影响。 因为各地方的地域环境及风土

人情不同,决定了各地民众需求图书的侧重点也

会有所差异。 陈训慈先生就特别强调,民众图书

馆的发展应接地气,应主动融入地方经济文化发

展,“除购置一般性之读物而外,对于各该地之特

殊性读物,亦应酌为置备,故如吴兴为产丝之区,
浙东为渔盐之乡,设在各该地之图书馆,即可就此

方面之读物, 多为选购, 俾供社会各界之参

考” [19] 。 无锡泾滨民众图书馆购置图书时,即非

常注重工商业方面的内容,因为该地工商业较为

发达[20] 。 通俗实用的图书采访方向,使民众图书

馆更接地气、更受欢迎,有力推动了近代图书馆藏

书建设的通俗化转型。

2. 3　 图书分类编目由深奥难懂向直觉实

用转变
民众图书馆作为近代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

和新兴利器,对提高民众知识、增进民众技能、陶
冶民众德性关系甚大。 民众图书馆虽由多个要素

组成,然与民众接触的则首在图书。 图书庋藏是

否适当、分类编目是否简明、民众应用是否便利等

等与图书相关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民众的阅读

体验。 若图书分类适宜,对读者来说可以免去问

询的烦恼;对图书馆来说则便于稽查、流通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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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民众图书馆为满足一般民众需要而设置,其
图书分类法的编制自当呼应一般民众需要。 民

国时期,学者对民众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多有探

讨。 如朱英提出了纲目应趋简明、类名须贵适用、
分类法须顾及编目等分类原则,“窃以中国之近

状而论,社会民众,则以农工商界占最多数,政学

他界则次之,故类名之拟定势必须注重多类农工

商界民众之需要,若仅以高深奇奥,以炫其博,则
一般程度低异之民众,亦将因无力辨识其需要之

门类,而阻止其兴趣,或自动检测之能力矣” [21] 。
基于传统经史子集分类法及西洋分类法不

符合普通民众使用的实际需求,著名民众图书馆

学家徐旭根据“直知直觉、孰急孰缓、即求即得”
三原则,创制了一套专门适用于民众图书馆的图

书分类法。 时人逸民对徐旭的分类法推崇备至:
“民众图书馆不是为民众收藏图书,而是替民众

活用图书,故民众图书馆之图书分类,应使程度

低下之民众容易明了,检阅便利。 依我的意见,县
以下的民众图书馆(或民教馆图书部),因书籍数

量不多,且少专门书籍,阅者对于图书类名更非

十分浅显不易了解,故以采用徐旭之民众图书馆

图书分类法较为适宜。 这种分类法虽然类名过

多,但名目浅显且甚通俗,民众一听明白,检阅便

利。 且类 目 无 限 制, 尽 可 酌 为 伸 缩, 富 有 弹

性” [22] 。 基于实践经验,以直觉实用为特征、以便

利使用为旨归的民众图书馆分类法,开启了近代

图书馆分类编目由深奥向实用的转型,为充分发

挥图书效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民众图书馆开启了我国近代图书馆治

理的法制化及创新化

3. 1　 建章立制开启规范治理新篇

法治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趋势,图书馆事业

也不例外。 我国图书馆界对图书馆法治化的意

义有深刻认识,如著名图书馆学家李小缘曾指出

“法制建设乃图书馆事业发展之基石” [23] 。 他认

为公共图书馆建设“首必有法律上之根据,或受

法律之许可。 关于设立图书馆之规定,多载在各

城各省各国之典章宪法,……既有法律根据,图书

馆从而基始” [23] 。 民众图书馆也深谙此道,对建

章立制颇为重视,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开启了基

层图书馆的规范化治理路径。 现存较早关于民众

图书馆的组织法规为 1928 年公布的《上海特别市

市立民众图书馆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上海市

立民众图书馆只设管理员一人,所有事务都要听

命于市教育局, “本馆各种事务暂不分股” [24] 。
1930 年公布的《吉林省民众图书馆办法大纲》,对
于民众图书馆组织机构的设立,与 1928 年的上海

民众图书馆条例相比,依然没有很大变化。
随着民众教育的深入及民众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上述粗放型的组织管理已不能适应民众教

育的需要,精细化方向成为民众图书馆治理模式

的必然选择。 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在这方面作出

了积极探索,该馆“设主任一人,馆员 4 人,书记 1
人,办理全馆事务” [25] ,并设立总务、编藏、阅览三

部。 1932 年通过的《江苏省各县县立图书馆组织

暂行规程》,对民众图书馆的组织管理有着更为

细致的规定。 不但人事构成进一步明确,而且机

构分工进一步细化,这些都为民众图书馆社会教

育功能的发挥奠定了法规基础。 人才是事业发展

的根本所在。 民众图书馆尽管身处基层,但并未

因此而降低对馆员的选聘要求及待遇保证,特别

制定了相关细则予以保障。 如《江苏省各县县立

图书馆馆长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 《江苏省各县

县立图书馆馆员聘任及待遇暂行规程》 等的出

台,对民众图书馆选聘合格人才、保障馆员队伍稳

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正如洪有丰所言:“薪金表

之规定,大有助于工作之稳健,使薪金以级而升,
则人乐于服务而鲜他迁之思” [26] 。 民众图书馆的

建章立制规范治理,为我国当今基层图书馆法治

化建设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3. 2　 开架陈列创新开放治理模式

封闭性是旧式藏书楼的重要特征。 在古代,
“学在官府”“官守其书”是常态,贵族统治阶级之

外的广大民众与图书无缘无份。 明代著名的澹生

堂藏书楼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子孙能读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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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人尽居之。 不能读者,则以众人递守之。 入

架者不复出,蠹啮者必速补。 子孙取读者,就堂检

阅,阅毕则入架,不得入私室。 亲友借观者,有副

本则以应, 无副本则以辞。 正本不得出密园

外” [27] 。 虽然,在中国古代也出现了以周永年、国
英等为代表的先进藏书家,他们提出的“天下万

世共读之”“变天下无用之学为有用之学”等先进

的藏书开放思想,已经超越了其时代局限性。 但

开放部分藏书并不等同于开放型图书馆,前者是

在有限范围内的开放,后者则是面向全社会提供

公开免费阅览。
民众图书馆就是这样一种彻底打破封闭性、

施行高度开放治理的社会教育机关。 它有着学

习上的自由性,民众不仅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内容

和学习时间,而且可以自由进出书库选择图书。
民众图书馆实施开架陈列便利民众自由阅览的

举措,免去了民众检查卡片或目录的麻烦,给予

读者自由阅览图书的权利和舒适便捷的阅读体

验。 民众也在畅游书海中触类旁通得到意外的

收获,而平添许多的阅读兴趣。 闲暇时涌往民众

图书馆阅读,逐渐成为城乡民众生活的新风尚。
如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鉴于图书馆收藏图书以

供民众利用的原则,改行开架阅览便利民众,“实

行以来,统计结果,阅览人数,较前已觉增多” [28] 。
民众图书馆推行的开架陈列开放治理模式,是我

国近代图书馆藏书开放思想的生动实践,在我国

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3. 3　 开展馆外流通创新服务模式

论图书之精美,民众图书馆比不过私家藏书

楼;论图书之宏富,民众图书馆比不过国立、省立

图书馆。 但若论服务范围之广、受众数量之多、服
务成效之高,民众图书馆却又在私家藏书楼及国

立省立图书馆之上。 原因就在于其兼具“平等

性、活动性、通俗性、自由性”等特征,主动呼应时

代之需,积极谋求服务创新,一改馆内守株待兔

式被动服务,积极向馆外流通服务转型。 “民众

图书馆不是静的储书之所,而是动的流通图书的

中心;不是被动的应人之需,而是自动的设施教

育;不是一部分知识较高者的消闲之所,而是广大

的社会全民的受教育场所” [15] 。
民国时期大多数民众整天疲于生计,能来馆

闲读的很少,这就造成了“图书”与“读者”之间存

在着隔阂,“图书当然是期待读者的享用,读者也

正在要求着‘图书’的救济;而在这两者之间,往
往缺乏一种有效的媒介,以谋读者与图书的结

合” [17] 。 民众图书馆积极推出的馆外巡回文库、
流动书车、通信借书等流通服务,主动把图书送到

民众身边,可谓是把图书与读者链接起来的有效

媒介。 此举不仅为民众带去了精神食粮,也使馆

内静止的图书活用起来,“他们(民众图书馆)现

在的事业,不仅只谋求本身之发展,而且为提高读

者兴趣,普及阅览,对于推广事业甚为致力” [1] 。
如抗战时期重庆北碚民众图书馆推出的山间提

篮送书服务[29] ,正是民众图书馆开展流通服务的

生动实践。 这些都标志着我国近代图书馆已经改

变了沿袭已久的消极被动服务惰性,积极主动创

新服务模式,多措并举开展便民化服务。

4　 结语

我国近代以前的图书馆只重保存典籍,而不

重民众阅读。 图书馆的作用,对一部分的人士是

有补益,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影响则是微

乎其微,“其教化力所及,极近距离,且极微弱”。
民众图书馆作为我国近代图书馆的一种主要类

型,既是普及民众教育的产物,又极大地推动了民

众教育的普及,成为推动我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

要动力。 它以“全民共享、开化民智” 为特点,对
我国传统图书馆服务理念及模式进行革故鼎新,
其所蕴含的平等、便利、主动服务理念,代表了公

共图书馆的基本发展方向,对当下的基层公共图

书馆治理不失启迪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训慈. 二十年来我国之民众图书馆与其展望

[J] . 教育辅导,1936(8 / 9):41-49.
2 图 书 馆 通 行 章 程 [ J ] . 政 治 官 报, 1910

(813):6.

211



3　 谢荫昌. 图书馆教育绪言[ J] . 奉天教育官报,
1910(50):51.

4　 通俗图书馆规程[J]. 教育公报,1915(8):15-16.
5　 陆规亮. 通俗图书馆[J]. 教育公报,1915(4):1.
6　 龚楚书. 一个关于平民教育的重要问题———创办

通俗图书馆[J]. 青年进步,1923(64):17-18.
7　 Adams

 

Love. 民众图书馆的行政[ J] . 章新民

译 .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3 ( 3 /
4):183.

8　 徐旭. 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M] . 上海:中华书

局,1935:2-3.
9　 徐旭. 民众图书馆学[M] . 上海:世界书局,

1935:8.
10　 徐旭,等. 三年来之本院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

馆 [ J ] . 教 育 与 民 众, 1933 ( 9 / 10 ): 1673
-1711.

11　 李钟履. 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 J] . 文华

图书科季刊,1931(2):123-180.
12　 孔繁根. 乡村民众图书馆设施之研究[ J] . 民

众教育通讯,1936(1):11.
13　 杜定友. 普通圕图书选目[M] . 中华书局,

1935:1.
14　 陈豪楚. 书评·普通圕图书选目[ J] . 浙江省

立图书馆馆刊,1935(4):2.
15　 陈训慈. 浙省民众图书馆改进的管见[ J] . 浙

江教育,1936(4):23-34.
16　 谢春满. 中国民众图书馆之改造[ J] . 教育杂

志,1935(7):257.
17　 陈训慈. 图书与图书馆———兼谈本刊的使命

与范围[J] . 图书展望,1935(1):1-2.
18　 富济. 民众图书馆的理论和实施[ J] . 大夏,

1934(2):113.
19　 陈训慈. 浙江全省图书馆概览序[ J] . 浙江图

书馆全省概览,1936(4):1-2.
20　 无锡县县立泾滨民众图书馆概况[ J] . 无锡

图书馆协会会报,1932(1):11-13.
21　 朱英. 对于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之刍议

[J] . 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1935(7 /
8 / 9):32.

22　 逸民. 怎样办民众图书馆[M] . 民众园地,
1932(2):14.

23　 李小缘. 公共图书馆之组织[ J] . 图书馆学季

刊,1926(4):610.
24　 大学院公报编辑处. 上海特别市市立民众图书

馆暂行条例[J]. 大学院公报,1928(4):95.
25　 南京市教育局. 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组织规

则[J] . 南京市政府公报,1932(5):74-75.
26　 洪有丰. 图书馆组织与管理[M] . 上海:商务

印书馆,1926:4.
27　 祁承火業. 澹生堂藏书约[M] / / 吴晞. 从藏书

楼 到 图 书 馆. 北 京: 书 目 文 献 出 版 社,
2007:11.

28　 浙民教馆图书部行开架式[ J] . 中华图书馆

协会会报,1932(5):27.
29　 张惠生. 一年来的民众图书馆[ J] . 北碚月

刊,1937(9 / 10):116.
 

(张书美　 研究馆员　 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刘

劲松　 教授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

院)
收稿日期:2022-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