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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

———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为考察对象

□董隽∗　唐红安

　　摘要　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为考察对象,本研究从图书馆数量统计、载文统计分析、同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关系、图书馆学人群体及其贡献、政治人物对图书馆事业的关心与支持等五个

方面,梳理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概况,发现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起步

较晚,整体较为落后,发展不平衡,但是也出现事业发展的两个高潮,类型结构体系基本形成,形

成了各类型图书馆的代表,同时涌现出了刘国钧、何日章、张知道等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图书馆

界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
关键词　民国时期　西北地区　图书馆事业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刘国钧　何日章　张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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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９２５年４月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简称“协
会”)是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学术组织,以“研
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

为宗旨”[１].协会创办了两份刊物,«图书馆学季刊»
主要承担推进研究图书馆学术的任务,«中华图书馆

协会会报»(简称«会报»)则是“全国图书馆事业之通

讯机关”[２],承担起加强图书馆联络合作、促进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任务.
«会报»为双月刊,１９２５年６月３０日在北京创

刊,１９４８年５月停刊,共发行２１卷１０２期(两三期合

并刊行的算作一期).«会报»是民国时期发行时间

跨度最长、载文量最多、信息量最大的图书馆学期

刊[３].总计载文４１５５篇,按载文主题统计,排在前

三位的分别是各类型图书馆(１９３５篇,占３６．３７％)、
外国图书馆事业(６１０篇,占１１．４６％)、图书馆业务

工作(５３８篇,占１０．１１％),三者共计占总载文量的

５７．９４％[４].«会报»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图书馆史资

料[５],堪称一部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史[６],是
研究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的重要来源.

笔者以«会报»为考察对象,通过系统梳理分析,

对１９２５—１９４８年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概况进

行简要评述.

２　“西北地区”的概念与范围

“西北地区”概念的产生、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

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民国初年,沿袭清朝旧制,西北

地区包括陕西、甘肃、新疆三省.１９２８年９月青海

建省,同年１１月宁夏省析置,西北五省区行政区划

基本形成.西北五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联系日趋紧密,并日益显示出了一体化的功能[７].

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决定筹建的第一个国家兼具地方

性的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其工作对象即为

西北五省[８],是文化一体化功能的一个具体体现,亦
即笔者把西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原因.

３　西北地区图书馆的数量统计

«会报»先后于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１
年、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９３６年８月七次刊载全

国图书馆的统计数据(见表１)[９－１５].
从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３６年,西北地区图书馆的数量

从７家增加到１９９家,增长近２８倍.图书馆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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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步健全,普通、专门、学校、民众、机关、私立等各

类型图书馆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普通图书

馆、学校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增长较快,成为民国时

期图书馆的三大系统.但各省发展不平衡,陕西、甘
肃数量较多,类型也较齐全,其余三省数量较少,类

型也较单一.协会成立后的十余年是民国时期图书

馆事业快速发展时期.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图书馆数量急剧减少.为更全面地了解民国时

期西北地区图书馆的数量变化,笔者查考了«会报»
之外的战后图书馆数据(见表１).

表１　西北地区图书馆数量统计表

省份 １９２５年 １９２８年 １９３０年 １９３１年 １９３５年 １９３６年２月 １９３６年８月 １９４７年 １９５０年春 备注

陕西 ４ ２７ ７６ ７８ ５１ ６６ ９７ １１ ５

甘肃 ３ ６ ４５ ４６ ４１ ６１ ７８ ２０ ４

青海 ５ ５ ５ １５ １８ １６ １ １９２８年建省

宁夏 ３ ５ ２ ４ ５ ２３ １ １９２８年建省

新疆 １ １ １ １４ ４

西北合计 ７ ３３ １２９ １３４ １００ １４７ １９９ ８４ １５

全国 ５０２ ６４２ １４２８ １５２７ １３４４ ３１７６ ４０４１ ２７０２ ３９１

西北占比 １．３９％ ５．１４％ ９．０３％ ８．７８％ ７．４４％ ４．６３％ ４．９３％ ３．１％ ３．８４％

　　到１９４５年,全国图书馆数量由战前的４０４１家

锐减到７０４家[１６].西北地区图书馆也由战前１９３６
年的１９９家减少到１９４７年的８４家[１７].三年内战,
给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再次带来严重打击,新中

国成 立 之 初 全 国 图 书 馆 只 有 ３９１ 家,西 北 仅 有

１５家[１８].

４　载文统计分析

笔者按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两种情形,对«会
报»刊载的关于西北地区的文章进行了分类统计.
直接相关是指文章标题是关于西北地区的,间接相

关是指文章标题虽不含西北地区,但文章内容涉及

西北地区的,比如全国图书馆调查表、协会会员录、
协会工作报告等.

«会报»４１５５篇中直接相关载文９６篇,占２３１％;
间接相关载文６０篇,占１．４４％.两项合计１５６篇.

４．１　年代分布

直接相关的第一篇文章是１９３０年第６卷第２
期«宁夏公立图书馆成立»一文[１９],是在协会成立五

年后.文章最多的一年是１９３５年,为２３篇,０篇的

年份除了１９２５—１９２９年之外,还有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６
年.间接相关的文章有６０篇,最多的一年１９４４年

为７篇,０篇的有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３年和１９４２年.直接

相关与间接相关文章合计最多的一年是１９３５年,达
到２７篇,０篇的有１９２９年和１９４２年.为更直观地

将«会报»刊载的关于西北地区的文章数量变化表现

出来,笔者绘制了载文数量年代分布表(如表２所

示)和载文数量趋势图(如图１所示).
表２　载文数量年代分布表

年　份 直接相关 间接相关 年度合计

１９２５年 ０ ６ ６

１９２６年 ０ １ １

１９２７年 ０ １ １

１９２８年 ０ ２ ２

１９２９年 ０ ０ ０

１９３０年 １ １ ２

１９３１年 １ ４ ５

１９３２年 １ １ ２

１９３３年 １ ０ １

１９３４年 ９ ４ １３

１９３５年 ２３ ４ ２７

１９３６年 １１ ３ １４

１９３７年 ５ ３ ８

１９３８年 ２ ３ ５

１９３９年 ５ ６ １１

１９４０年 ５ ２ ７

１９４１年 ２ １ ３

１９４２年 ０ ０ ０

１９４３年 ８ ２ １０

１９４４年 ６ ７ １３

１９４５年 １０ ３ １３

１９４６年 ０ １ １

１９４７年 ３ ２ ５

１９４８年 ３ ３ ６

合　计 ９６ ６０ １５６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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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载文数量趋势图

　　可以看出,«会报»刊载的直接相关文章起伏较

大.从１９３４年开始增幅明显,到１９３５年达到２３
篇,为历年来最高值,１９３６年回落,但仍较高,１９３７
年“七七事变”爆发,«会报»停刊一年.这一趋势变

化符合王阿陶«图学史卷时代华章———中华图书馆

协会会报研究»一文的研究结论,１９３５年也是«会
报»载文量最多的一年,达到了４２３篇[２０].«会报»
复刊后的１９３８—１９４２年,发文量在５篇以下徘徊.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其原因是国立西

北图书馆的筹备、成立以及院校西迁.但这一良好

势头持续时间较短,随着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停办再

次于１９４６年滑入谷底,复馆后的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４８年

略有回升.

４．２　地区分布

９６篇直接相关文章,按涉及省份进行统计,涉
及两省以上入西北地区,有２篇;陕西最多,５６篇;
甘肃次之,２５篇;青海第三,７篇;宁夏第四,４篇;新
疆最少,仅２篇.发文数量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反

映了一个地区图书馆事业繁荣与否.上述数据显

示,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极不平衡,陕
甘两省合计８１篇,占８４３８％.但陕西发文多集中

在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之前,达３８篇,１９３８年之后

发文１８篇.而甘肃２５篇的发文当中有２４篇是

１９３９年以后发表的.由此,可初步得出这样的结

论: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陕西在西北地区图

书馆事业发展中实力最强.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国

立西北图书馆的筹备、成立,全面提升了甘肃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水平,甘肃成为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

展新的高地.

４．３　类型分布

９６篇直接相关文章,按图书馆类型进行统计,

排前三位的是:公共图书馆４５篇(国立１５篇,省立

１７篇,市县立１３篇)、学校图书馆１５篇(大中专院

校１１篇,中学３篇,小学１篇)、私立图书馆８篇.
余下依次是社会组织图书馆５篇,机关图书馆４篇,
名人图书馆４篇,民众图书馆３篇,专门图书馆３
篇,军队图书馆２篇.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以公共图

书馆、学校图书馆为主体的西北地区各类型图书馆

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图书馆的类型结构体系基

本形成.值得注意的是,私立图书馆文章数量排在

第三位,表明社会贤达对提高民众素质、开启民智的

重视.

４．４　单位分布

９６篇直接相关文章,按涉及单位(涉及多个单

位的以文章中提到的首个单位计算)进行统计,排在

首位的是国立西北图书馆,１３篇,这些文章记录了

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成立、停办、恢复、更名的全过

程.第二位是陕西省立图书馆,９篇,记录了该馆在

组织管理、规章制度、藏书建设、读者服务、分类编目

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第三位是西安知行图书馆,５
篇.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私立图书馆在西北已有相

当发展,取送图书、组织杂志阅读会的做法在当时是

先进的,到今天也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余下,甘肃省立图书馆、右任图书馆、国立西北

师范学院图书馆相关文章各３篇;国立西安图书馆、
延安中山图书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图书馆、西
北联合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

馆、青海省立图书馆、宁夏省立图书馆、蒲城尧山中

学图书馆等９家图书馆相关文章各２篇;剩余３０家

单位各有相关文章１篇.
上述图书馆是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工作较为活跃的

图书馆,代表了当时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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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主题分布

对９６篇直接相关文章按照主题进行统计,具体

分布详见表３.
表３　载文主题分布

序号 主题 合计 百分比

１ 图书馆概况 ８ ８．３３％

２ 图书馆工作报告 ４ ４．１６％

３ 图书馆筹设(含筹备、筹建) ２７ ２８．１２％

４
图书馆成立(含馆舍开放、落成、迁移、

停办、恢复)
２２ ２２．９２％

５ 图书馆设备 １ １．０４％

６ 图书馆机构设置 ２ ２．０８％

７ 图书馆人事管理 １ １．０４％

８ 规章制度 ４ ４．１６％

９ 读者工作 ７ ７．２９％

１０ 藏书建设 ４ ４．１６％

１１ 古物及古旧文献 ７ ７．２９％

１２ 社会捐赠(请求各方援助) ６ ６．２５％

１３ 分类编目 ２ ２．０８％

１４ 图书馆协会 １ １．０４％

　　表３可以看出,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

的报道更多关注筹备、成立和工作概况等,达到了

５７篇,占５９．３８％.对图书馆业务工作如藏书建设、
读者工作、分类编目等关注度较低,只有１３篇,占

１３．５４％.
程焕文在为李彭元«中华图书馆协会史稿»一书

作序时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是２０世纪初新

图书馆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民国初年新图书馆

运动达到高潮的重要标志”[２１].吴稌年认为:“关于

新图书馆运动进入高潮期,最根本的标志是图书馆

协会的成立”[２２].西北地区报道图书馆协会成立的

文章仅有１篇,是发表于«会报»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５日第

１９卷第１、２、３期合刊的«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成立»
一文,说明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在

１９４５年之前仍处于松散的状态,直到国立西北图书

馆成立之后,发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西北地区

图书馆才开始由各自为政走向联络合作,新图书馆

运动在西北地区的高潮比全国迟了整整２０年.

５　西北地区图书馆与中华图书馆协会

尽管西北地区成立地区性的图书馆协会较晚,

但是参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事务与工作却并不晚.
在协会成立之初聘定的３３名执行部干事中,陕西图

书馆的郗慎基位列其中,该名单涉及２０个省市,陕
西图书馆是西北地区的唯一代表[２３].西北地区图

书馆与协会的关系,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印证.

５．１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

５．１．１　会员的数量统计

协会组织大纲规定,会员分为机关会员、个人会

员、赞助会员、名誉会员四种[２４],西北地区的会员主

要是前两种.«会报»曾先后于１９２６年、１９３２年、

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８年六次刊登全国

会员名录(见表４)[２５－３０].其中,１９３７年第四次刊登

的是«二十五年度会员总数及新增会员名录»,１９４８
年只刊登了个人会员名录.

表４　会员数量统计表

会员名称 １９２６年 １９３２年 １９３５年 １９３７年 １９４０年 １９４８年

全国机关会员 １２８ ２２９ ２８７ ２８６ ７９

全国个人会员 ２０３ ３１７ ５０８ ５４５ １９３ ７０４

西北机关会员 ３ ４ ３ ５

西北个人会员 ６ １ ２ ５ １９

　　表４数据表明,西北地区在协会成立初期即积

极参与其中.期间,西北地区的机关会员数量变化

不大,保持在３—５家;但在全国机关会员的占比变

化较大,最低为１９３５年的１．０５％,最高为１９４０年的

６．３３％.个人会员数量变化相对较大,最少为１９３２
年的１人,最多为１９４８年的１９人,个人会员在全国

的占比最低为１９３２年的０．３２％,最高为１９２６年的

２．９６％.会员在西北地区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

陕、甘两省,其他三省自始至终均无会员记录.

５．１．２　机关会员与个人会员的变化情况

笔者通过«会报»“新加入会员”“会员消息”“会
员及会费”“本会会员名录”等栏目,梳理了协会存续

２４年时间里,西北地区的机关会员与个人会员的变

化情况.
最早成为机关会员的是陕西长安县立北区小公

共图书馆[３１],其次是甘肃天水县立公共图书馆[３２],
第三是陕西图书馆.机关会员累计有１２家,其他还

有陕西省立平民图书馆、西安私立知行流通图书馆、
西北联合大学图书馆、西北工学院图书馆、西北大学

图书馆、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陕西省公署图书馆、
甘肃天水民众教育馆和国立西北图书馆等.其中,
天水县立公共图书馆和陕西图书馆在会时间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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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第一批加入个人会员的是陕西图书馆

时任馆长高树基、陕西省长公署的李潘、袁炳辉、景
志伊和陕西戒烟总局的刘养维等五人[３３],第二批为

陕西图书馆的郗慎基,第三批为陕西省立第一图书

馆馆长张立德.甘肃最早入会的是谷子深,其次为

张鉴,第三是１９４１年随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

的何日章,第四是１９４３年因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转

入甘肃的刘国钧.个人会员累计有３２人,其中刘国

钧、何日章从协会成立时起一直是个人会员,同时担

任协会的领导职务.个人会员最多的是陕西图书

馆,有１１人;其次是国立西北图书馆,有４人.在个

人会员当中,比较知名的还有刘子钦、李永增、陆华

琛、陈大白等.
这些机关会员与个人会员组成了民国时期西北

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基本组织群体和学人群体,成为

推动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５．２　积极行使权利、履行会员义务

５．２．１　行使会员选举权

协会组织大纲规定,协会设董事及执行两部.
董事任期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执行部设正副

部长,任期一年,由会员公选[３４].选举采取通信方

式进行,一个会员一票,票多者当选.西北地区的会

员能认真履行会员权利,及时寄送选票,“共收到选

举票二百三十二张(计机关会员九二个人会员一四)
(选举票业在本会事务所保存),其投票者按地方分

配如下:南京三四 江苏一陕西二”[３５],按时完成

选举任务.

５．２．２　及时缴纳会员会费

会员会费是协会的主要经费来源.抗战爆发

后,协会经费紧缺,在«会报»上设“会费”栏目,发布

会员会费信息,鼓励会员缴纳会费.西北地区的机

关会员与个人会员均能及时交纳会员会费.此外,
西北地区图书馆还积极捐助额外费用(“兹将接受捐

款列左:国立西北图书馆 贰千元”[３６]),支持协会

工作.

５．３　利用协会平台,积极建言献策

１９２７年«会报»第３卷第１期,全文刊载陕西省

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史维法恳请中华图书馆协会,呈
请中央政府通令国内所有出版界赠送各省省立图书

馆义务,以便“交换智识而推广社会教育案及理由”,
该提案 被 协 会 称 为 “捐 赠 刊 物 於 各 图 书 馆 之 运

动”[３７].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８日,协会第一次年会召开,

陕西教育厅陈独醒“呈请教育部对于捐助图书馆书

籍或经费者及私人创办之图书馆应予褒奖案”[３８]获

通过.１９３９年«会报»第１３卷第６期刊载«第三次

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有关图书馆之议案»一文,其中议

案D“请在西北较安全地区筹设大规模科学馆及图

书馆案,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提”[３９],该案或成

为推动民国政府１９４３年决定筹设国立西北图书馆

的因素之一.１９４４年５月５日召开的协会第六次

年会上,浙江、福建、甘肃等省立图书馆提“增加各省

图书馆图书经费案”[４０].
上述提案主要针对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既在全国层面发出了西北的声

音,也为当局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在某种意义

上对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５．４　协会对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推动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通过开展调查、召开年

会、提交议案等多种方式,推动改善西北地区图书馆

事业落后状况.

５．４．１　将推进西北各省发展图书馆事业列为协会抗

战期间的大政方针

１９３８年,协会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呈报的会务概

况中,在以后工作方针部分,第一条即为“协助中央

及地方政府在西南西北各省发展图书馆事业,
以增强抗战之力量”[４１].把推进西南西北各省发展

图书馆事业,作为协会抗战期间的大政方针之一并

组织实施.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７日至３０日召开的中

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年会暨协会第四次年会上,
议决通过了由协会提交的“请开办西南及西北各省

图书馆服务人员讲习会案”[４２],讨论了 “在西南及西

北主要市成立图书馆站,教育农民灌输民族意识,发
扬抗战情绪案”,并提出了实施办法,“由中华图书馆

协会函请各省教育厅转令各县指定该县负责图书馆

办理”[４３].

５．４．２　协助政府筹设国立西北图书馆

协会高度关注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成立.１９４３
年６月,«会报»刊发«本会协助政府筹设国立西北图

书馆»一文,“协助政府筹设后方图书馆为本会近期

重要方针之一,迄本年二月,由教育部聘本会理

事刘国钧博士任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处主任,馆址

设于兰州”[４４].«会报»对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成
立、开放、服务、停办、恢复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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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　促成国立西北图书馆恢复、国立西安图书馆

筹设

１９４５年７月,国立西北图书馆奉令停办.１０月

２３日,协会理事会议形成“呈请教育部恢复国立西

北图书馆,并请分区增设国立图书馆”事项[４５]的决

议.会后,协会正式向教育部呈报了恢复国立西北

图书馆并增设国立图书馆的请求,“故特请教育部恢

复西北图书馆,以奠西北文化事业之基础.呈

请教育部於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及华中各区分别

增设国立图书馆”[４６].在协会的努力下,１９４６年９
月,教育部恢复国立西北图书馆,同时决定在西安设

立国立西安图书馆[４７].

６　图书馆学人群体及其贡献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学人群体是引领和推动民国

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对西北地区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两个高潮的形

成中.

６．１　本土图书馆学人促成西北图书馆事业第一个

高潮

如前所述,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在１９３５年前后

在陕西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这是以张知道、高树

基、张立德等为代表的本土图书馆学人集体推动的

结果.
高树基,１９１６年６月至１９２７年４月担任陕西图

书馆馆长,是西北地区最早入会的个人会员之一.
任职期间,致力于扩大馆舍、丰富馆藏,修订完善«陕
西图书馆章程»,明确了“保存国粹,开通民智,实行

校外教育”的办馆宗旨,倡导“本馆附设阅报室,不收

代价,任人阅览”,编制完成了«陕西图书馆书目»«陕
西图书馆书目续编»«陕西图书馆书目三编»等[４８],
为陕西图书馆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张立德,１９３１年１月至１９３３年１月任陕西省立

图书馆(时名为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是西北

地区在会时间最长的个人会员.任职期间,«陕西省

立图书馆暂行规程»成为西北第二篇陕西第一篇在

«会报»刊载的文章,首次明确了省立图书馆对县立

图书馆的辅导之责.他重视读者服务工作,注重图

书馆社会宣传,组织中小学生读书会,出版«学库旬

刊»,在«新秦日报»上刊发«省立第一图书馆欢迎各

界阅 览 书 报 传 单»«省 一 图 书 馆 组 织 两 读 书 会»
等[４９].陕西省立图书馆开始向着新式规范化的图

书馆发展,全省图书馆的头雁作用初步显现.
张知道,１９３３年１月至１９３８年１月任陕西省立

第一图书馆馆长.任职期间,积极吸收前任的工作

和学术成果,热心馆务,潜心学术,建树颇多.其呈

请教育厅核准«陕西省立图书馆保护碑林办法»,征
集地方史料,举办第一届展览会,编印出版«陕西省

立西京图书馆图书目录»,创办«图书馆»月刊等.
«图书馆»共刊行５期,发文３４篇,张知道撰写了其

中的４篇[５０－５１].«会报»刊登陕西省立图书馆的文

章９篇,其中８篇在张馆长的任期内.在推动全省

图书馆事业发展方面,先生不遗余力,亲自拟定«陕
西省立各县县立图书馆暂定实施方案»«省立图书馆

与各级学校图书馆及县立图书馆联合办法»,由教育

厅颁布实施[５２].
在省立图书馆的推动与引领下,陕西图书馆事

业发展进入活跃期,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间,«会报»刊发

陕西文章４９篇,占全部载文量的５１．０４％,形成了西

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与高树基、
张立德、张知道等诸位先生的接续推动是分不开的.

６．２　西 迁 学 者 群 体 促 成 西 北 图 书 馆 事 业 第 二 个

高潮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以“兰州

市图书馆协会”成立为标志,出现了第二个高潮.这

是以刘国钧、何日章为代表的西迁学者群体积极推

动的结果.
“七七事变”爆发,何日章先生随国立北平师范

大学西迁至西安.１９３７—１９４３年,先后任西安临时

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图书

馆馆长[５３].何日章先生高度重视中华图书馆协会

行业宣传作用的发挥,两次在«会报»撰文,概述艰难

筹办图书馆的过程与现状.«会报»刊载关于前述几

所大学的文章共７篇,有６篇是在他任内刊发.

１９４３年２月,著名图书馆学家、金陵大学图书

馆馆长刘国钧博士被教育部聘为国立西北图书馆筹

备委员会主任.１９４３年６月,何日章先生任国立西

北图书馆总务主任,协助刘国钧先生开展筹备成立

工作.刘国钧任职伊始,即撰写了«筹备国立西北图

书馆计划书»,从馆址、图书、古物、事业、人员等方面

对西北图书馆各项工作进行了整体规划[５４].在事

业部分,从研究与辅导两个方面列举了十六项内容,
基本囊括了现代图书馆所具有的社会职能,融合了

当时最先进的办馆思路与做法,使国立西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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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筹备之初就站在较高的发展起点上,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刘国钧先生独特的办馆思想,即国立西北

图书馆要做“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

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５５].
在刘国钧、何日章等的努力下,十六项工作计

划,大部分得以实施和实现,其中就包括编印研究西

北文化的学术刊物、辅导丛书丛刊,设法与各省图书

馆取得联络、组织图书馆协会等内容.
国立西北图书馆先后创办«西北文化»«图书»

«南阳汉画专刊»三种学术刊物,编著«简明图书流通

法»«简明图书分类法»两部书稿[５６],借助«西北日

报»«甘肃民国日报»主流媒体副刊的影响,在较短的

时间内达成了提高文化、促进学术的目标.
西北图书馆在筹备之时就开展了西北社会教育

机关的调查工作,“目前已获得之资料有甘肃、宁夏、
青海等省”[５７],对西北五省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问题

与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调查西北各省区内各级图

书馆之情况并统计之,举办图书馆员座谈会及讲习

会,举办图书馆人员训练班”等改进设想[５８],组织图

书馆协会是落实这些构想的重要举措.

１９４５年４月８日,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

召开,票选刘国钧、袁翰青、刘子亚、陈大白、何日章、
李端揆、孙钰等７人为理事,黎锦熙、郭维屏、李蒸为

监事[５９].当天的«西北日报»«甘肃民国日报»特刊,
刊发了黎锦熙«联合书目的重要性»、陈大白«西北图

书教育之瞻望»、袁翰青«科学研究与图书馆»、刘国

钧«现代图书馆与文化»、何日章«中华图书馆协会的

成立及其事业»等５篇文章,诠释兰州市图书馆协会

的意义、宗旨和工作目标[６０].５月７日,举行第一次

理监事会议,推选刘国钧、袁翰青、刘子亚为常务理

事,推举刘国钧为理事长.这份理监事名单集聚了

当时兰州主要文化教育机关的著名学者,除李端揆、
郭维屏二人为本地学者之外,其余均为西迁学者.

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使西北各图书馆由

分散走向联合,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各自为政走向业

务合作,开甘肃图书馆之间馆际交流合作之先河,把
甘肃乃至西北地区新图书馆运动推向了高潮[６１],国
立西北图书馆也藉此向着“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

心”迈进.

７　政治人物对西北图书馆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会报»还对政治人物关心支持图书馆事业发

展,给予了及时报道.
一是戴季陶先生.１９３４年,时任考试院院长戴

季陶赴西北视察,深感西北文化凋敝,回京后自捐购

大批图书,送至西北各图书馆.其中送青海中等学

校联合图书馆２０６８０卷９８７４册,青海蒙藏学院图书

馆６６６卷４１５册[６２].该次捐赠,客观上起到了推进

青海省立图书馆成立的步伐.“戴季陶先生捐给青

海省之四万余卷已于七月底运抵省垣,教育会

刻已着手组织青海图书馆筹备会,择省师附小为馆

址”[６３].
二是杨虎城将军.１９３４年底,时任三十八军主

任杨虎城,拟在汉中三十八军军部组织一规模

较大之图书馆[６４].１９３６年,西安蒲城尧山中学受陕

省府主席杨虎城先生嘱托,为纪念革命先烈井勿幕

先生,在该校内建筑勿幕图书馆一所[６５].杨虎城后

为该馆捐资建筑三层西式图书楼一座[６６].
三是 邵 力 子 先 生.将 个 人 收 藏 的 珍 贵 图 书

３７０００余册,捐赠给甘肃天水县立图书馆[６７].捐书

十之七八为古籍,特别是一套完整的陕西各州县志

５０００余册,尤为珍贵.为日后天水图书馆被评为全

国和甘肃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奠定了馆藏基础.

８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特点

«会报»反映出的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

发展呈现出以下六个特点:
一是图书馆事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落后于东

南和中部省份,但个别图书馆业绩较为突出,比如陕

西省立图书馆拟定“碑林保护办法”、对碑刻进行著

录与整理、征集地方史料、举办图书展览、创办学术

刊物等工作,都走在了同时代省立图书馆的前列.
二是各级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以及机关、

民众、专门、军队、私立等各类型图书馆都获得了不

同程度的发展,类型结构体系基本形成.
三是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平衡,数量、种类、质量

水平,由东到西呈递减趋势.
四是出现了两个高潮,形成了两个高地.一个

是１９３５年图书馆数量的高潮,陕西为高地.另一个

是图书馆职业发展的高潮,１９４５年兰州市图书馆协

会的成立是其标志,甘肃兰州为高地.
五是形成了各类型图书馆的代表,分别为国立

西北图书馆、陕西省立图书馆、甘肃天水县立图书

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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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图书馆)、西安知行图书馆(私立图书馆).
六是涌现出了刘国钧、何日章、张知道、高树基、

张立德等一批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图书馆界有较大

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９　结束语

西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近代以

来,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
在底子薄、基础差,经费拮据、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西
北地区文化、教育界有识之士和图书馆人一道,群策

群力,共同谱写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

展的壮丽篇章,«会报»将他们奋斗的足迹真实地记

录下来,使得我们今天仍然能从中感受到他们的智

慧、贡献和力量,并给我们今后的工作以鼓舞和

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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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articletakesBulletinoftheLibraryAssociationofChinaastheobjectofinvestigation．
Fromaspectsofthestatisticsoflibraries,thestatisticalanalysisofthearticles,therelationshipwiththe
LibraryAssociationofChina,librariansandtheircontributions,andthesupportofthepoliticiansforthe
librarianship,thedevelopmentofthelibrarianshipinNorthwestChina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
China(１９１２—１９４９)arediscussed,andthe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aresummarizedaslaterstart,overＧ
allbackwardsituation,unbalanceddevelopment．However,therearealsotwoclimaxesinthedevelopment
ofthelibrarianshipintheregionasboththelibrarianshipstructuresystemhasbasicallyestablishedand
representativesofvarioustypesoflibrarieshavebeenformed．Atthesametime,alotofinfluentialrepreＧ
sentativesofthelibraryemergedinthenorthwesternregionandeventhewholecountry．TheywereLiu
KwohＧChuin,HeRizhang,ZhangZhidao,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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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tudyinvestigatesandanalyzesthesuccessfulpracticeofproactivechatreferenceservice
inAmericanacademiclibraries,whichprovidesinnovativeideasforthevirtualreferenceserviceofuniversiＧ
tylibrariesinChina,andimprovestheawarenessandutilizationoflibraryusers．UsingthemethodsoflitＧ
eraturereview,InternetresearchandeＧmailinterview,itinvestigatesthecharacteristicsofchatwidget,

popＧuptimesetting,embeddedwebpageselectionandreferenceconsultantconfigurationmodeofactive
chatreferenceserviceinAmericanacademiclibraries．Withtheproactivechatreferenceserviceprovidedby
Americanacademiclibraries,theonlinereferenceservicetranscripthasincreasedrapidly,andthenumber
ofinＧdepthquestionshasalso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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