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理论中,将中国这一古

老国家与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的接触,视为在社会

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古老秩序进行的挑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

文化领域)。因此,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化的根本内容,就是西方对中

国社会不断“冲击”以及中国社会的“回应”。① 就图书馆的发展而言,近代以

来,中国知识精英面对来势汹涌的西方势力,“回应”的首要途径是救亡图存,

做“新民”成为“中国第一急务”,社会教育被视作“民族复兴”的良药。清末新

式藏书楼、图书馆的萌芽为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知识

精英自下而上的推动,带动了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把控,图书馆成为近代社

会教育的一部分,被纳入现代国家治理的轨道,承担起教育国民、实现国家现

代化的重任,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然而,保罗·柯文等学者针对西

方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冲击,提出从中国内部角度出发,对中国社会内部形

态及发展动力进行研究,提出“中国中心说”。② 这些学术观点引发我们对图

书馆发展模式的思考,图书馆在接受西方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多维视角。

在早期接受西方图书馆学思想时,经历了“冲击—回应”的过程;然而这一过

程也经受了来自“中国中心说”的考验,梁启超试图打破费正清的“回应”模

式,提出“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北京的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中国

①

②

顾钧:《美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北京》,52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
闵韬:《保罗·柯文等美国学者关于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争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

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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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西化思想的碰撞较为典型,但学术界过去对此研究相对薄弱,还未见

北京的图书馆史研究专著出现。因此,有必要将北京的图书馆放在民国的大

背景中进行考察,在整个民国历史的长时段中,全面系统地展示民国时期北

京的图书馆发展状况,深化图书馆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提高全民素质、提高全球竞争力是我们的

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大力提

倡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大

力发展文化事业。今天,社会教育作为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补充,在国内

外都受到了极大重视。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载体,是全天候的导师,它不受

时间、空间、职业、年龄的限制,是人民的大学。寻找一条新世纪切实可行的

图书馆转型创新发展路径,是国家和社会期待今日图书馆取得突破的课题。

文化建设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民国时期站在中国图书馆发展潮头的北

京图书馆发展经验,可以为今日图书馆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这个意义上

讲,对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的研究,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顺应时代

发展战略需求的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有鉴于此,2015年笔者以“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研究”为题,申

请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支持,以该项目为依托,最终完成了本书。本

书对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全面展示民国时期北京

的图书馆发展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寻其成败因素,对今日图书馆发展

提供借鉴,本书选题的意义也在于此。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1. 范围界定

  本书以“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为研究主题,以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图书

馆发展顶峰时期的132所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分为五种类型:①国立图书馆;

②市立图书馆;③学校图书馆;④私立图书馆;⑤会社图书馆。研究各种类

型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关注北京的图书馆馆舍、藏书、管理、学会、学者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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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界定

民国时期,北京的名称曾数次更改。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一直称为

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迁都南京,北京改为北平;日

伪时期北平又改为北京,但国民政府不承认改名,仍称其为北平;抗战复员后

复称北平。为行文方便,本书一般称为北京,在具体描述当时环境时,则使用

当时的称谓。北京的城市管辖区域包括城区和郊区。民国时期的四郊分别

是:东至东霸,与通州界;南至羊房,与宛平界;西至香山,与宛平界;北至清

河,与昌平界。

3. 时间界定

本书研究时段为1912—1949年,具体时段与政治史分期一致。图书馆发

轫于清末,本书将清末的藏书楼、阅书报处作为背景纳入研究范围。具体到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共分为四个时期:1912—1928年为初创时

期,以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为起点,至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1928—

1937年为发展时期,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起点,至“七七”事变爆发前为止。

1937—1945年为萧条时期,以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为起点,至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为止。1945—1949年为恢复时期,以日本投降为起点,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为止。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北京成为变法图强的中心,“五四”

运动中更是北京率先扛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文化的传播与发达,使北京在

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从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的巨大变革中,成为中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中心。

北京的中心地位,使清末新兴的图书馆活动很多从北京开始,北京的图

书馆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图书馆史的著作中,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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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图书馆多有涉猎,如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①,从宏观的角

度介绍了北京的公共图书馆发展情况,以及有影响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北京高师图书馆、清华学校图书馆等。

区域图书馆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学术视野的转换和深化。近

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区域馆史的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如《河南省图书馆百

年》②《湖南近代图书馆史》③等,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在区域馆史研究方面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于北京的区域图书馆史综合研究,目前还没有专著问

世。《北京志》中的《图书馆志》部分,④收录了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共图书馆、学

校图书馆等的简介信息。张树华主编的《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⑤也有关于

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图书情报系统、中国社会

科学院图书馆系统、中央国家机关及其所属科研机构图书馆、工厂图书馆、中

学图书馆等的介绍,主要侧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情况。

关于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研究论文,有张树华的“北京近代图书馆的

产生、发展和现状”,⑥该论文在《大学图书馆学报》分六期刊出,分为北京近代

图书馆的产生、辛亥革命以后北京地区的图书馆事业、“五四”运动与北京地

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北京的图书馆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北

京的图书馆事业,以案例群的方式对北京的图书馆进行了梳理。张树华另在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私立图书馆述略”⑦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在蔡元培、鲁迅

的推动和教育部图书馆规程的鼓励下,北京地区由公共团体和私人设立的图

书馆数量很多。该文介绍了北京私人成立的图书馆、宗教团体创立的图书

馆、其他社会团体主办的图书馆。

近年来,北京的一些图书馆出版了本馆专题馆史研究著作,如李致忠的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金沛霖的《首都图书馆馆史》,吴晞的《北京大学图书

馆九十年记略》,韦庆媛、邓景康的《清华大学图书馆百年图史》等;还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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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灼华:《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1~390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
王爱功、张松道:《河南省图书馆百年》,1~236页,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
沈小丁:《湖南近代图书馆史》,1~320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文化艺术卷·群众文化志·图书馆志·文化艺术管理

志》,2001年,171~373页。
张树华:《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1~76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
张树华:《北京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发展和现状》,《大学图书馆学报》,1990年第1~6期。
张树华:《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私立图书馆述略》,《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3期,108~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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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馆历史的单篇论文,如翟志宏的“清末京师图书馆发展述略”,朱强、王波等

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现状与展望”,①韦庆媛的“清华学校在中国图书

馆近代化初期的历史作用”,陈雁的“民国时期北京中法大学图书馆建设研

究”。这些图书和论文立足于本馆个案,对史料进行全面的整理和应用,重在

梳理馆史,总结经验,弘扬传统,写出了有深度的专题史。

在专题论文研究方面,1920年在北京高师举办的图书馆学讲习会是中国

首次全国性的图书馆员短期专业培训活动,翟桂荣从当年《晨报》所刊发的十

余次全程报道入手,论述培训活动的缘起、经过、历史意义及影响。② 郭平关

注北京与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的关系,从北京的图书馆教育、北京的中华图

书馆协会、北京的图书馆学专业书刊等方面,分析了北京在新图书馆运动时

期的影响和作用。③ 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图

书馆学专业组织,学术界给予高度关注,研究论文较多,论文主要从研究年

会④、会报⑤等多方面展开,李彭元则全面总结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历史贡献,

他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基本解决了民国时期阻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学术问

题,参与培养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人才方阵,奠定了20世纪中国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格局。⑥

北京的学者群体在图书馆发展历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学术界关注较多

的参与图书馆事业的近代名人有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蒋梦麟、鲁迅等。

梁启超因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在图书馆学界有特殊的地位。王子舟

带领研究生讨论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仍在路上。⑦

对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有研究,陈光祚在20世纪60年代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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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强、王波等:《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现状与展望》,《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年第6期,

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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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2014年第4期,121~126页。
郭平:《北京与近代“新图书馆运动”》,《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年第6期,45~50页。
梁桂英:《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述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9期,80~84页。
邓咏秋:《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2期,119~121,108页。
李彭元:《试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主要历史贡献》,《图书馆论坛》,2018年第2期,1~11页。
王子舟等:《“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仍在路上———纪念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

辞>发表90周年》,《图书馆论坛》,2015年第5期,6~1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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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梁启超的目录学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及观点,内容详实丰富。① 蔡元培因

最早倡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将图书馆纳入社会教育范畴,而受到研究者

关注。全根先认为,民国时期,蔡元培执掌教育部,对于我国国家图书馆、地

方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专门图书馆的建设均做出了重大贡献。② 民国时期,

北京的图书馆学专业学者领导图书馆走上了专业化道路,韦庆媛研究了戴志

骞的“两半球论”“六要素说”等图书馆学思想,③张红扬阐述了袁同礼如何带

领北京大学图书馆顺利度过内忧外患的年代。④

在海外,也有一些关于北京图书馆的研究成果,唐金红(JinhongTang)在

获得西悉尼大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教育改革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

生———以1909—1937年的京师图书馆为例》中,⑤阐述了京师图书馆的形成

及早期发展。以往研究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图书迁美转台主要依据中文资

料,玛格丽特·方(MargaretC.Fung)在“1941—196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对国

立北平图书馆古籍善本图书的保管”一文中,⑥利用外文资料,从保存的角度

展示了这批资料的特殊经历。

关于北京图书馆人物的研究,在海外也有一些成果。国外对清华学校图

书馆主任戴志骞的研究远早于国内,最早提出“知识组织”概念的美国著名图

书馆学家亨利·埃韦林·布利斯(HenryEvelynBliss)在其1933年出版的名

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中,依据戴志骞提出的“静态”和“动态”两种专业图书

馆类型,定位商业图书馆为“动态”图书馆。⑦ 台湾学者涂光霈在博士论文“西

方知识和价值的转换与传播:20世纪早期中国图书馆服务的形成”中,利用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和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档案资料,查找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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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留学学者的第一手资料,澄清了一些必要的史实。①

上述研究现状表明,学术界已经从不同侧面对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

展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成果。但从整体上来看,总括性

研究较为简略,专题性研究缺乏整体概念,一线人物研究多,二线人物研究

少,无法从宏观上全面了解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全景,这与其在中国

图书馆历史上的地位不相符合。从实现突破的研究取向上,本书选择从整体

上研究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把北京的图书馆放在民国的大背景中

去考察,在整个民国历史的长时段中,分阶段、按类型研究北京图书馆的发生

和发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进行全面系统的

研究。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创新之处及资料来源

1. 研究内容

  本书分十个方面,主旨在于通过对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的全面

考察,厘清在整个民国时期北京各类图书馆的发展变化,总结其成效和制约

因素,通过反思,对今日图书馆的发展提出启示。具体内容包括十章:

(1)概述

民国时期是从封建藏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转型的重要时期,研究民国时

期的图书馆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概述部分以问题意

识为先导,明确课题的范围、区域、时间等概念,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述评,

阐述研究内容、方法、创新之处及资料来源,说明核心观点及主要建树。

(2)清末北京的图书馆萌芽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民国以前,早期教会图书

馆、开放的共读楼、维新时期的学会和学堂藏书楼、新政时期的图书馆、清末

的阅报处已经为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章着重阐述这些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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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改良了社会风气,直接推动学部加快制订建设全国图书馆的规划。

(3)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阶段

民国政府建立后,正式确立了图书馆制度。图书馆积极发挥社会教育职

能,“保存国粹”和“服务民众”双轨并行,同步发展。北京的图书馆经历了初

创时期(1911—1928)、发展时期(1928—1937)、萧条时期(1937—1945)、恢复

时期(1945—1949)的不同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国立、市立、学校、私立、会社

等多种类型图书馆。本章厘清北京的图书馆发展脉络,明确各类图书馆的功

能和线索。

(4)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建筑扩充与馆藏建设

中国在向西方图书馆学习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器物不足。馆舍数量

不足,地点偏远,条件不合,影响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民国时期开始建设新

式馆舍,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馆舍条件的改善,促进了藏书建设,官府、

私家、书院藏书逐渐汇聚到近代图书馆中来,北京的图书馆发展表现出古籍

收藏量大、藏书发展不均衡、抗战时期图书损毁严重、战后恢复迅速的特点。

(5)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业务管理与流通服务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类型多样,虽有国立、市立、学校、私立、会社图书

馆之分,其功能不同,藏书结构亦有所不同,但其业务管理工作是一致的。各

馆在图书馆组织与管理、分类编目、提供服务等基础业务工作方面多有交流。

各类图书馆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同处一个共同体内,在业务上互相促进,互

为补充。本章主要揭示各类型图书馆业务管理工作与流通服务的情况。

(6)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专业教育与学术活动

北京是最早开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地区。北京的图书馆通过开办图

书馆学讲习会、图书馆学培训班、建立图书馆学系,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专业人

才。北京最早开展图书馆学术活动,北京图书馆协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

馆教育委员会由北京学者领衔,中华图书馆协会总事务所设在北京。北京的

图书馆专业组织通过举办常会、学术年会等开展学术活动,传播学术信息,有

力地推动了北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7)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构成及特点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包括社会知识精英、图书馆学专业学

者、在北京工作的外国馆员、传统文献学者,他们以群体的身份出现在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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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舞台上,投身到倡导新学、启发民智、培育人才、开新风气的社会大潮之

中,引进新观念,开展新服务,在图书馆建设、管理、教育、研究、与世界图书馆

学界交流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引领者。本

章主要分析学者群体的构成和特点。

(8)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成效与制约因素

本章主要阐释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对北京乃至中国图书馆事业

的影响,分析北京的图书馆在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进步、奠定近代北京图

书馆的基本格局、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工作秩序、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建立学术

团体、提倡开放服务以及推进北京地区现代化进程等方面的成绩。同时注意

到,北京的图书馆发展也受到了政治不稳、经费不足及来自人们旧观念的

阻碍。

(9)对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发展历程的反思

本章全面反思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总体情况。肯定图书馆在“保

存国粹,造就通才”的思想指导下,成为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

果极为显著。同时也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脱节,图书馆对民众教育收

效未达预期;未能充分发挥乡绅在文化权力网络中的作用,城郊乡村地区图

书馆处于空白;在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问题上,“传统的”与“西方的”之

间没有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10)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发展历程的启示

本章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对今日工作的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

图书馆应贯彻为民众服务的宗旨,提高图书馆开放程度;将民众的喜好纳入

考量体系,设计民众喜闻乐见的图书馆教育活动;重视基层图书馆建设,构建

合理的图书馆网;加强理论研讨与实际应用相结合,鼓励创新,促进发展。

2. 研究方法

(1)在理论方面,运用大历史观等方法进行研究。本书将研究对象置于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中,用历史的长焦距审视北京的图书馆演变,

进行基本史实的考证与建构。同时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

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教育、思想变迁等多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总结民国时期

北京的图书馆发展规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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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应用方面,采用文献调研法,重视查找原始资料,对图书馆发展历

程进行考察研究。同时运用统计分析法,对历史数据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直观生动地反映图书馆发展规模与程度,发现发展的线索与轨迹。

3. 创新之处

(1)选题视角创新。本书突破原有的介绍性、个案式研究方式,整体展示

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本书把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的四个时期、五种类型融为

一体,为北京的图书馆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2)研究方法创新。本书作为区域图书馆史研究,突破以往碎片化的研

究方式,运用大历史观理论,把图书馆的发展放在民国历史的长时段中考察。

在应用方面,注意使用统计方法,运用大量图表分析,用数据说话,得出可信

的结论。

(3)应用资料创新。本书突破以往主要使用中文资料进行研究的局限,

从整体上、不同角度搜集多种类型资料,尤其注意应用外文资料进行研究,扩

大视野,保证研究的全面性和严谨性。

4. 资料来源

本书主要研究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变迁的过程,进而总结民国

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成效与制约因素,找出发展规律。对此研究应注重客

观再现历史真实,并辩证地进行分析评价。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大量

资料,这是研究的基础。

(1)档案史料。

北京市档案馆民国档案是北京历史的直接记录,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也

存有部分有关北京的档案,这是本研究最直接的资料。

(2)民国书刊。

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都进行过图书馆调查,其出

版的调查报告很有价值,其中有关于北京的各类型图书馆情况。北京各类图

书馆出版的各种形式的概况、一览,也是了解该馆的重要资料。

报刊以其短小精悍的特点记录当时史实,也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华

图书馆协会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出版了《中华图书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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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北京图书馆协会也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协会会

刊》,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八种期刊,数量最多。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出

版有馆刊,北京各大学、机构也有馆刊出版。抗战时期日本人办的“北平近代

科学图书馆”也出版了刊物,这些期刊方便我们查找北京的图书馆动向、了解

馆员和学者名单、查找馆员著述等。

除图书馆专业期刊外,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报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

图书馆方面的资料,如《新教育》刊登了历次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

的会议、提案等情况。其他社会教育的报刊也有一些图书馆的资料。各学校

出版的校刊一般都有本校图书馆的信息,是反映当时情况不可多得的资料。

(3)法令汇编、统计数据。

民国时期北京出版了一些法令、年鉴、政府公报、各种统计等,其中的一

些相关内容可以作为图书馆档案材料的补充或修正数据。教育部编辑出版

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4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1948年)提供

了一些教育信息和统计数据。北平市政府编的《北平市教育法规汇编》(北平

市社会局教育科,1933年),《北平市市政公报》(1928年创办),其中有政策法

规、人事任免等事项。此外,民国时期的京师学务局、市政府、教育局、社会局

等公文、总结报告、统计数据等都是第一手原始资料。

(4)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已经出版的张树华主编《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北京志·文化艺术卷·

群众文化志、图书馆志、文化艺术管理志》,是直接的参考资料。间接的如耿

申等编的《北京近代教育纪事》,也收集了北京地区的相关教育信息,其中亦

有图书馆的信息。期刊文章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不断有关于京师图

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等个

案专题研究文章出现,也是有价值的专题参考资料。

(5)外文资料。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留学海外,带动了开眼看世界的人们走出国

门。留学学者的第一手外文资料是了解学者经历、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参

考。美国学校留下了他们学习的记录。如美国纽约州大学院图书馆学院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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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名录①、纽约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等,②都是重要资料。

1926年5月,在孟禄(美国)、杜威(美国)与郭秉文、胡适等中美著名人士

的积极推动下,在美国纽约创建了华美协进社(ChinaInstituteinAmerica)。

该社分别于1927年、1928年、1931年、1936年出版了四册《中国留美学生硕

博士 论 文》(Thesesand DissertationsbyChineseStudentsinAmerica)。

1943—1945年华美协进社又连续编辑出版了《旅美中国同人录》(Directory

ofChineseUniversityGraduatesandStudentsinAmerica),该书收录当时

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国馆员信息。

1933年、1943年、1955年、1966年、1970年美国分别出版了五版《图书馆

服务名录:美国和加拿大图书馆员传记录》(WhosWhoinLibraryService:

ABiographicalDirectoryofLibrariansintheUnitedStatesandCanada),

其中收录了华裔馆员的信息。

一些专题性的外文论文往往会有国内从未见过的资料,一些综合性的论

文可从不同角度了解外界对于中国图书馆的看法和感受,如“历史回顾:中国

的图书馆服务”等③。

综上可见,关于北京图书馆主题的资料相当丰富。本书在查阅原始资料

的基础上,参阅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描绘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初创、发

展、萧条、恢复的曲折历史,做出历史评价。

第五节 核心观点及主要贡献

1. 核心观点

  (1)北京的图书馆在转型过程中体现了较强的软实力

由于北京的重要性,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图书馆的发展史差不多就是半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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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图书馆的发展史。本书关注“人”的作用,通过系统总结社会知识精英、

图书馆学专业学者、在北京的图书馆工作的外国学者、传统文献学者等群体

的构成和贡献,寻找图书馆发展的软实力,为图书馆文化史研究提供新视角。

(2)北京的图书馆在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示范作用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率先奠定了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格局,建立了近代

图书馆的基本工作秩序,最早开展专业教育,建立学术团体,在为普通民众和

学术研究服务的“双轨制”图书馆体系中,为学术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撑,为民

众提供知识储备,推进了北京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3)北京区域馆史进程体现出国家意志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经历了从自下而上的知识精英启蒙,到国家

政权自上而下把控的过程。国家政权通过制度规定,将图书馆纳入国家治理

体系之中。作为区域馆史研究,本书揭示在现代化语境下,国家政治取向、国

家制度变化对北京图书馆发展的影响,重视政学之间的互动。

(4)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特征具有普适性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在促进近现代学术体制的转型方面成果显著,但

在民众教育方面收效未达预期;城郊乡村图书馆处于空白,未能充分发挥乡

绅在文化权力网络中的作用;未能建立“传统的”与“西方的”沟通渠道,从而

真正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对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发展史的反思具有普适

性,启示今日图书馆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2.主要贡献

(1)挖掘北京图书馆发展的软实力,拓展图书馆文化史研究新视角

本书利用民国时期的档案、非公开出版物、期刊论文、各种专著、外文文

献等资料,考证翔实,挖掘以往未见的史料,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数

据及图片,系统梳理了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的人物和事件。“人是创造历史

的主人”,本书关注“人”的作用,用较大力度挖掘北京的图书馆人物史料,系

统总结社会知识精英学者、图书馆学专业学者、在北京的图书馆工作的外国

学者、传统文献学者的构成和贡献,注重寻找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的

软实力,为图书馆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2)揭示北京在民国时期图书馆转型中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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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具体史实的构建,揭示了北京的图书馆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

期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进步;奠定了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格局;建

立了近代图书馆的基本工作秩序;最早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培养了图书

馆学专业人才;最早建立学术团体,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北京的“双轨制”

图书馆体系,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在引导民众走向“新民”,“使

人民具备近代都市及农村生活之常识”主旋律中扮演重要角色,推进了北京

地区现代化进程。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是中国近代图书馆转型发展的

重镇。

(3)强调用大历史观研究区域馆史

北京近代图书馆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自下而上的知识精英启蒙,进而国

家政权自上而下实现把控,将图书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以往对区域图

书馆史的研究多将区域历史作为关注的焦点,局限于一地一馆的发展,国家

政权成为虚化的符号。本书作为区域馆史研究,运用大历史观研究方法,将

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置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密切关注在现代化语

境下,国家政治取向、国家制度变化对北京图书馆发展的影响,把图书馆的发

展与国家培养现代国民的导向结合起来,重视政学两界的互动。

(4)立足区域馆史研究,反思整个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发展进程

本书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认识到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在促进近现代学术体

制的转型方面成果显著;通俗图书馆在民众教育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但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民众教育收效未达预期;城郊乡村图书馆处于

空白,未能充分发挥乡绅在文化权力网络中的作用;关注建设“中国的图书馆

学”问题,但没有建立良好的“传统的”与“西方的”沟通渠道。北京的图书馆

发展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图书馆和其他区域图书馆的发展,具有普适性价

值,其中反映出的经验教训对于指导当今图书馆的发展仍然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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