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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统计看 中国近代 图书馆的图书 出版 

口王细 荣 

摘要 通过文献检 索与统计，分析了中国近代 图书馆 图书 出版的地域、年代 、出版者、学科分 

布情况，介绍了图书出版者分布与典型高产 出版者 、图书的类型分布与主要 出版活动类型 ，指 出 

近代 图书馆的图书出版是近代 出版业的补 充，也是近代 出版 史和近代 图书馆 事业史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近代 图书馆 出版的一些图书，尤其是 书目工具书 ，即使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仍具有独 

特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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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行出版，在 中国图书事业史上 ，有着悠久的传 

统 。在私家藏书楼时期 ，许多藏书家出于传播文化 、 

保存典籍的 目的 ，尽力刻印、出版 图书。到了近代 ， 

印刷出版已经从传统的刻书藏书事业中独立出来， 

但由于传统的渊源以及提高学术、弘扬古籍文献的 

需要，以传播知识、教化民众为己任的新式图书馆， 

不少在编目、流通等常规业务之外，也从事印行、出 

版活动。正如曾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所 

言：“省立图书馆之性质与使命 ，应多顾及学术 图书馆 

之意义，故于储集图书推广阅览以外，对于阐扬地方 

文献，提高学术，亦应与国立 图书馆分工并进。是 以 

如印行馆藏珍本 ，编印专著单册 ，发行期刊 ，亦为省立 

图书馆应有之职责，正不如恒人以为图书馆之事仅 以 

民众教育为限也。口_j，’本文拟通过文献检索与统计，勾 

勒出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概貌和特征。 

1 文献检索与统计 

1．1 统 计 时间段和 文 献信 息源 

尽管“图书馆”一词 在中 国古代 文献 中就 出现 

过，但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与“科学”一词一样，实 

源自日语之用法，而最早使用它的国人当推曾出访 

日本、美国、秘鲁、智利、巴西、加拿大等 11国的晚清 

外交特使傅 云龙—— 他在 1887年 12月 2日(光绪 

十三年十月十八 日)的游 日日记中写道 ：“图书馆有 

元本《汉书》o E2]”中国最早使用“图书馆”名称的新式 

图书馆则是 1897年建立 的北京通 艺学堂 图书馆。 

不过，目前学界普遍认为，1904年(湖南图书馆兼教 

育博物馆的创办)是 中国近代图书馆史 的时间上限 ， 

1949年 (新中国成立 )则是 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时 

间下限_3]。因此，本研究将统计的时间段设定为 

1904—1949年。 

统计时段确定后，还须选取统计的文献信息源。 

目前 ，可检索近代图书书 目信息的检索工具有： 

(1)国家 图书馆联 机公共 目录查询 系统 (简称 

“国图 OPAC”)。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其前身历来执 

行全面入藏的方针 ，且一直是我 国出版物样本缴送 

的法定接受馆 ，故馆藏丰富 ，品类较全(尤其是古籍 

类图书)，其中 1904—1949年的图书检索记 录数达 

16．5万多条 。 

(2)《民国时期 总书 目》。该 工具书是一大型 回 

溯性书 目，由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编 ，书 目文 

献出版社 1986—1996年出版，主要收录 了国家图书 

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收藏的 1911—1949 

年 9月间出版的中文图书共计 12．4万余种 。 

(3)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 障系统 (CAUS)联合 目 

录公 共 检 索 系 统 (简 称 “CAUS OPAC”)。CALIS 

* 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基金人文社科项目“‘世界图书馆，的构建与科技发展的相关性研究”(编号：15HJSK—ZD05)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王细荣，ORCID：0000—0001—7484—0860，wxr272@163．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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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C作为全国高校图书馆系统的联机目录查询系 

统，数据范围涵盖中外文普通图书、中外文期刊以及 

古籍，其中 1904—1949年 的普通图书和古籍检索记 

录数达 31．8万多条。 

(4)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设的“民国时期文献总 

库 ·民国图书数据库”(简称“民国图书数据库”)。该 

库的建设是以《民国时期总书 目》为依据 ，在全 国范围 

内进行查漏补缺而完成的，最终确定了 15万种 民国 

图书，目前有 1O．4万条图书题录数据可供检索。 

(5)《全 国公共图书馆缩微文献联合 目录 ·民国 

编》(全十八册 )。该 目录收录全 国图书馆文献缩微 

复制中心自成立以来至 2013年 6月底之前拍摄的 

民国时期图书 8．5万余种 。 

(6)《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 合 目录》。该 

目录主要收录重庆市相关机构所收藏的 1937年抗 

日战争爆发至 1946年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期间中国 

抗战大后方的历史文献 ，分为图书、期刊 、报纸(包括 

缩微胶卷)、图纸 四个部分 ，其 中“图书”部分收录图 

书 4．3万多种 。 

(7)大 学 数 字 图 书 馆 国 际 合 作 计 划 (简 称 

“CADAL数字图书馆 ”)。该 数据库是一全文数据 

库 ，目前收录晚清与民国图书 15．9万余册。 

(8)“读秀”数据库 图书频道。该数据库是一个 

面向全球的互联网图书资源查询系统，文献资源收 

录丰富 ，几乎涵盖所有中文图书，其 中拥有相当数量 

的近代图书和古籍的书目或全文信息。 

(9)其他检索工具。如《全国总书 目》(平心编， 

上海生活书店 1935年 出版 )、《1937—1945年抗 战 

时期 出版图书书 目》(重庆市图书馆 1957、1958年编 

印)等，可检索中国近代特定时期的图书信息。 

上述检索工具 ，其中任何一种可能都存在遗漏。 

故欲全面反映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情况，必须综 

合、交叉利用上述检索工具，以相互补充或彼此印证。 

1．2 数 据 处理 

对检索所得的图书题录信息，应对出版时间、出 

版地、图书类型、出版者等项进行相应处理。关于出 

版时间，主要以初版为准，其中一些丛书的出版年份 

显示为连续年份，则取起始年份 。例如 ，浙江省立图 

书馆 的《快阁师石 山房丛 书》的出版 时间为 1929— 

1931年 ，则取 1929年；关 于 出版地 ，考 虑 1904— 

1949年 间，我 国省级 行政 区划 多有变动 ，故 “出版 

地”以现行省级行政区划为准 ；关于图书 内容类 型， 

田 
主要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 ，并结合图书馆 

图书出版实际稍作调整，如综合性图书中的目录索 

引等工具书单独列为“目录文摘索引”类。 

关于出版者，考虑到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名称多 

有变更的现象 ，故针对同一图书馆不同时期的名称 ， 

均用最后的馆名或业界较熟悉的馆名进行统计 。例 

如 ，江苏省立国学 图书馆，曾先后有江南图书馆 、江 

苏省立图书馆 、国立 中央大学国学 图书馆等多个名 

称 ，故均采用最后 的馆名“江苏省立国学 图书馆”统 

计。1949年以前 ，我国以“图书馆”作为专业 出版机 

构的称谓在当时 出版界并不少见 ，如苏州交通益记 

图书馆、亚东图书馆 、中华图书馆、交通图书馆 、新民 

图书馆、梁溪图书馆、宏文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竞智 

图书馆、大陆图书馆、世界图书馆、同文图书馆、泰东 

图书馆、法文图书馆 、进步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 、古今 

图书馆、郭纪云图书馆、襟霞图书馆、东亚图书馆、汉 

英图书馆 、富华图书馆、中国图书馆等 。故在所得的 

出版者为“图书馆”的数据中，应去除上述等冠名为 

“图书馆”的专业出版机构以及学部编译图书馆、文 

华图书馆学专 科学校 (1920年其成立前 的“文华公 

书林”除外)、图书馆协会 、图书馆服务社、商务印刷 

所图书馆部(“专接印刷图书馆各种卡片，承办一切 

图书馆必需品”的企业[4 )等教育、行业协会或具有 

企业性质的机构名及其他非相关记录。另外，商务 

印书馆附设的涵芬楼，虽是图书馆，但它主要“着眼 

于商务内部的编辑校勘之需 ，具有 明显 的经营因素 

考虑在里面”[5]，故它的检索记录也不在统计之列。 

由于检索数据来 源于不 同的检索工具，即使是 

同一检索工具也可能出现相同的图书记录。故为得 

到有效的检索记录数，还需要进行去重，古籍还得去 

除抄本的记录。当然 ，也有些记录 ，可能存在错讹 ， 

故需要检索 CADAL数字图书馆、读秀数据库、全国 

报刊索引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通过获取的 

全文信息，进行甄别。 

1．3 统计 结果 

经过统计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后 ，共得到 1701 

条检索记录，其中出版年份可考的为 1607条，责任 

者可考的为 1647条。将这些检索记录按照年份、出 

版地、主要出版者(检索记录数为 1O及以上者)、图 

书类型 、以及出版译著情况分类进行统计 的结果见 

表 1一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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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书出版的地域与年代分布 

上述文献统计的结果说明，我国近代图书馆图 

书出版的地域呈现“东多西少”，年代呈现“中期多， 

前后期少”的特点 。 

2．1 地域分布 

我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地域涉及今天除西 

藏 、新疆 、宁夏等少数几个省级行 区域外 的 29个省／ 

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其 中一般图书的出版地 主 

要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古籍刊行则 

主要在北京 、江苏 、浙江、云南等地。 

根据表 2，近代 图书馆图书出版主要集 中在 东 

部一带城市 ，特别是北 京、南京、杭州 、上海 、广州 沿 

海一带，曾在近代被设为特别市的城市，它们出版图 

书的检索记录共为 1196条 ，约 占近代图书馆出版书 

表 1 近代各 年份 图书馆出版 图书检 索记录数一览表 

检索 检索 检索 检索 年份 年份 年
份 年份 

记录数 记录数 记录数 记 录数 

1908 3 1919 9 1930 79 1941 26 

1909 5 1920 i0 1931 84 1942 25 

191O 9 1921 34 1932 84 1943 32 

1911 6 1922 11 1933 164 1944 9 

1912 2 1923 15 1934 108 1945 7 

l913 2 1924 8 1935 147 1946 7 

1914 15 1925 82 1936 163 1947 14 

1915 12 1926 12 1937 94 1948 24 

1916 3 1927 12 1938 31 1949 10 

1917 l7 1928 27 1939 54 民国间 46 

1918 6 19Z9 101 1940 44 不详 47 

注：年份为“民国间”，即 1912—1949年。 

表 2 近代 图书馆 图书出版地检 索记录数一览表 

出版地 记录数 出版地 记录数 出版地 记录数 出版地 记录数 

北京 558 福建 26 河北 13 香港 2 

373 

(其中 江苏 江西 25 湖南 12 台湾 2 
南京 
238) 

206 

(其中 浙江 重庆 23 山西 8 澳门 1 
杭州 
199}) 

上海 133 天津 21 河南 7 贵州 1 

76 

(其中 广东 山东 18 甘肃 6 内蒙古 1 
广州 
68) 

云南 62 湖北 15 广西 5 不确定 3 

辽宁 38 陕西 14 黑龙江 5 

四川 3O 安徽 13 吉林 4 

114 

表 3 近代图书馆图书 出版主要 出版者检索记录数一览表 

图书馆 记 录数 图书馆 记景数 图书馆 记录数 图书馆 记录数 

国立 北平近 无锡县 地质 

北平 282 代科学 31 立图 18 图书馆 12 

图书馆 图书馆 书馆 

浙江省 故宫 辽宁省 安徽省 

立图 181 博物院 31 立图 16 立图 11 

书馆 图书馆 书馆 书馆 

江苏省 国立 太仓县 建设 

立国学 147 中央 30 立图 14 委员会 1O 

图书馆 图书馆 书馆 图书馆 

燕京 北京师 山东省 交通 大 

大学 84 范大学 25 立图 l2 学图 l0 

图书馆 图书馆 书馆 书馆 

江苏省 合众 陕西省 金陵 

立苏州 73 图书馆 23 立图 12 大学 1O 

图书馆 书馆 图书馆 

中央陆 

云南省 军军官 上海市 清华大 

立昆华 58 学校教 23 立图 l2 学图 10 

图书馆 育处 书馆 书馆 

图书馆 

中山大 江西省 中央大 

学图 32 立 图 2l 学图 l2 

书馆 书馆 书馆 

表 4 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各类图书检索记录数一览表 

图书 图书 图书 图书 
类型 记 录数 记录数 记录数 记录数 类型 类型 类型 

目录文 
摘索引 429 军事 31 经济 16 体育学 3 

图书馆 语言 新 闻 
事业 298 30 地质 l2 2 文字 传播 

文物 医药 综合 203 28 9 心理学 1 

考古 卫生 

工业 文学 19Z 21 农业 8 天文 1 

技术 

历史 184 教育 20 文化 7 水利 1 

地理 50 宗教 18 法律 6 数理化 1 

图书 自然科 
馆学 41 政治 18 4 生物学 1 学总论 

中小学 社会科 艺术 34 哲学 18 3 1 

教科书 学总论 

籍检索总记录的 70．3％。不过，在近代中国出版史 

上，上海一直居于全国绝对中心的地位 ，但就图书馆 

的图书出版而 言，北京反超上 海 ，成 为此领域 的翘 

楚。中西部地区中，云南、四川、江西表现不凡；东北 

地区中，辽宁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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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近代图书馆出版译著统计一览表 

书名 作者 译者 出版地 出版者 初版时间 分类 

新译世界统计年鉴 (日)伊东佑谷 谢荫昌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1909 综合 

最新世界统计年鉴 (日)伊东佑谷 谢荫昌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191O 综合 

世界教育统计年鉴 (日)伊东佑谷 谢荫昌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1910 综合 

欧美电信电话事业 (Et)中山龙次 (清)李景铭。方兆鳌 北京 邮传部图书馆 l91O 工业技术 

图书馆教育 (日)户野周二郎 谢荫昌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1910 图书馆学 

国际公法 (日)千贺鹤太郎 卢弼、黄炳言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l9lO 法律 

欧美教育统计年鉴 (英)开尔剔(Keltie) 孙世昌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1911 综合 

蒙古史：卷上、卷下 (日)河野元三 欧阳瑞骅 办用尿 江南图书馆 1911 历史 

东三省疫事报告书 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译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191l 医药卫生 

普通儿童心理学 (日)松元孝次郎 江仁纶 彭清鹏 吉林吉林 吉林图书馆 19l2 心理学 

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 (唐)三藏般若 江苏无锡 无锡县立图书馆 1919 宗教 

地窖密约 渔隐(俞印民) 江苏苏州 桃坞图书馆 1922 文学 

(意)马哥孛罗 
马哥孛罗游记 第 1册 张星娘(汉译兼补注) 北京 燕京大学图书馆 1929 地理 

(Marco Polo) 

西夏语研究小史 (苏)聂斯克 张玛丽英译，向达汉译 北京 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0 语言文字 

朗世宁传考略 (日)石田干之助 贺昌群 北京 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3 历史 

(法)伯希和 
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 陆翔 北京 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3 文物考古 

(Paul Pettiot) 

13本思想史上否定之 
论理的发达(上、下册) (日)家永三郎 张我军 北京 近代科学图书馆 1933 哲学 

好妻子 (美)奥尔珂德 郑晓沧 浙江杭州 浙江省立图书馆 1933 文学 

小妇人(第 5版) (美)奥尔珂德 郑晓沧 浙江杭州 浙江省立图书馆 1934 文学 

(法)伯希和 敦煌石室访书
记 陆翔 北京 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5 文物考古 

(Paul Pettiot) 

(清)洪仁歼述； 

太平天国起义记 (瑞典)韩山文 简又文 北京 燕京大学图书馆 l935 历史 

(Hamberg，Theodore) 

唐钞本韵书及印 
(日)武 内义雄 万斯年 北京 国立北平 图书馆 l936 语言文字 本切韵之断片 

日本精神与近代科学 (日)永井潜 钱稻孙 北京 近代科学图书馆 1937 哲学 

诗经的星 从西湖三 (日)野尻抱影， 
塔说到雷峰塔 青木正儿 张我军 北京 近代科学图书馆 1938 文学 

自然与人融合一体 

之光荣 美丽之国永 (法)Claude Farrere 尤炳坼 北京 近代科学图书馆 1938 文学 

远不变之日本容姿 

北京的都市形态概报 (日)木内信藏 洪炎秋 北京 近代科学图书馆 1939 地理 

围棋布局要则 (日)濑越宪作 胡检汝译 过旭初编校 江西泰和 江西建设厅图书馆 1941 体育学 

上述的地域分布特征 ，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① 

上海、北京、南京、杭州、广州是我国近代曾被设为特 

别市的城市，其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 。据 1935年上 

海申报年鉴社与浙江省立图书馆合作开展的调查中 

关于图书馆 数量的统计 ，当时 6个 直辖市、特别 区 

中，上海 的图书馆最多，为 240所 ，次为北京 ，为 96 

所 ，再次为南京 ，为 52所嘲 ，而广州到 1938年被 日 

军侵占前，图书馆已发展至 57所 ，这些城市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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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省的全省馆数总和还要 多；位于杭 州的浙 江省立 

图书馆 ，是近代为数不多的附设 印行所的图书馆，其 

木印和铅印书籍 的数量相 当可观。②南京 、北京一 

直是近代中国新 图书馆运动 的重镇 ]，上海更 因其 

中西文化交汇点 的特殊位置和发达 的经济 ，亦成 为 

新图书馆运动的中心lqJ。北京不仅是新文化的发祥 

地和近代学术教育 中心 ，拥有大量专注于学 术和教 

材出版的大学图书馆 出版机构 ，而且其出版业与上 

海的商业性质和南京 的官方性 质不同，更具 有学 术 

性质 ，并在 1927—1936年间也获得 了很好 的发展 ， 

尤其是学校下属 的出版单位 为全国之 最 ]。③ 中 

西部地 区的云南 、江西 ，均得益于各 自的省立 图书馆 

对书籍尤其是地方文献 出版 的重视。例 如，云南省 

立昆华图书馆专设 印售部 ，办理本馆出版书籍的印 

刷与发行__1 ；江西省立 图书馆 自欧 阳祖经担任馆长 

以来 ，非常注意访求 、搜集江西所刻的古籍版片并将 

其重印行世 。四川的图书出版，则是因为抗战期 

间一些迁入图书馆的贡献 。例如，中央陆军军官学 

校教育处图书馆 、国立 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期间 ，分别 

迁入四川的成都和江津，其间它们出版了不少书籍 。 

④东北辽宁的较高图书检索记录，主要是 由于 日本 

在大连设立的满铁 大连 图书馆、在沈 阳设立的伪满 

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奉天分馆等，这些图书馆均出 

版了不少数量的图书。 

2．2 年代分布 

在 1701条记录 中，有检索记 录的年份 为 1908 
— 1949年，且每年均有记 录数。近代图书馆图书出 

版的年代分布见图 1。 

图 1 中国近代图书馆 图书出版 年份 分布图 

大 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发端于 1908年前后，在 

譬 1928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后 

剧 逐渐走向辉煌，l937年抗战后逐渐衰落。据此，可 

将中国近代 图书馆 的图书出版划分为四个 阶段 ，即 

1904—1913年的萌芽期 ，1914—1928年 的发展期 ， 

茹 l929～l937年的高峰期，1938—1949年的萧条期。 
Ir-- 

1 1 6 

这大体对应于程焕文所主张的中国近代图书馆时代 

的四个 时期 ：公共 图书 馆运 动 时 期 (1900— 1911 

年)、新 图书馆运动时期(1912--1925年)、近代 图书 

馆兴盛时期(1926—1937年)、近代图书馆衰落时期 

(1938—1949年) 1 。1929—1937年的高峰期图书 

检索的记录数为 1024，平均每年约为 1l4条，约占 

近代图书馆出版书籍检索总记录的 6O．2 9／6。 

上述的年代分布特征，可从 以下几方面理解：① 

1925年 4月，以“研究 图书馆学 术，发展 图书馆事 

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成 

立。协会下设 5个委员会，就有“出版”委员会，这对 

后来出现的图书馆图书出版高峰具有一定的推动作 

用。②1927—1937年问，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出现 

了一片繁荣景象，不仅图书馆数量剧增 ，而且各种类 

型的图书馆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图书馆有关 

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图书馆图书出 

版自不例外。③这段高峰期与 1928年 12月东北易 

帜后的近 10年出现 的我国近代 出版史上最辉煌 时 

段的出版大环境不无关系。 

3 图书出版者分布与典型高产出版者 

3．1 图书 出版者分布与高产出版者确证 

全部 的 1701条记录图书 ，分别 由 262个图书馆 

出版。这些出版者中，既有国立 省立市立县立公共 

图书馆、大学图书馆 ，也有私立图书馆 (如福建莆田 

涵江图书馆 )、中学 图书馆 (如上海 民立 中学 图书 

馆)、专门图书馆 (如北 京等地的地质图书馆)、外国 

人在华创办的图书馆(如北京孑L德图书馆)，以及作 

为 日本侵华文化机构的图书馆 (如满铁图书馆)；既 

有普通图书馆 ，也有 流通图书馆 (如浙江流通 图书 

馆)；但主要分布在国立 图书馆 、省立图书馆和大学 

图书馆 等 普 通 图书 馆 ，它 们 的检 索 记 录数 共 为 

l146，约 占 近 代 图 书 馆 出 版 书 籍 检 索 记 录 的 

67．4 。其中国立图书馆 的检索记 录数为 25l，约 

占近代图书馆出版 书籍检索记录的 l4．8 ；省立图 

书馆的检索记 录数为 594，约 占近代图书馆出版书 

籍检索记录的 34．9 ；大学图书馆(含学院和专门 

学校图书馆 )的检索记录数为 304，约占近代图书馆 

出版书籍检索记录的 17．9 。 

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洛特卡定律来分析和验证近 

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高产 出版者”。洛特卡定律表 

述为：“写 T／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大约是写 1篇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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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数的 1／n 。所有写 1篇论文的作者所 占比例大 

约是 60 。”普赖斯又在洛特 卡定律 的基础 上提 出 

了著名的普赖斯定律 ，即：“完成该专业论文总和一 

半的高产作者的人数在数量上等于该专业作者总数 

的平方根。_1 5_” 

上述全部 262家 图书馆 出版单位 的 6O％约 为 

157，与实际上只 出版过一种图书的 143家相差 14 

家 ；143的 1／4约为 36，与实际上出版 2种图书的 4O 

家相差 4家 ；143的 1／9约为 16，比实际上出版 3种 

书籍出版者 的 13家相差 3家 ；143的 1／16约为 9， 

比实际上 出版 4种书籍 出版者 的 10家相差 1家 。 

可见 ，实际情况与理论数据有些 出入 ，但差别不大 。 

所有 262家出版单位 的平方根大约是 16．2，也就是 

说近代 图书馆 图书出版的高产 出版者数 量应该是 

16家，从上述表 3中可以看到，这应当是出版过 16 

种以上书籍的出版者的数量。这些高产出版者为： 

国立北平图书馆 、浙江省立图书馆 、江苏省立 国学图 

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 、江苏省立苏州 图书馆、云南 

省立昆华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北平近代科学图 

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北京师 

范大学图书馆、合众图书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 

处 图书馆、江西省立 图书馆、无锡县立 图书馆、辽 宁 

省立图书馆 。而 出版了全部 1701种书籍一半 的图 

书馆数量约为 7，即出版过 32种以上书籍的出版者 

数量，两者相差较大(16．2—7—9．2)，这说明用普赖 

斯定律来描述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图书的高产出版 

者情况不太适用 。但不妨将上述 16家 图书馆视为 

“核心出版者”，而将其 中的前 7家视 为“高产 出版 

者”。 

3．2 典型高产 出版者及其 图书出版简介 

考虑到文献出版的难度远低于论文写作，故还 

需大幅提高“高产出版者”出版图书的基数，即认为 

出版过 8O种以上书籍的图书馆出版者为“典型高产 

出版者”。它们是国立北平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 

馆 、江苏省立 国学图书馆 、燕京大学图书馆。 

(1)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图书出版。 

国立北平 图书馆 的前 身是创立 于 1909年 的京 

师图书馆和创立于 1926年的北海 图书馆 ，鲁迅 、梁 

启超、李四光、蔡元培、袁同礼等近现代知名学者都 

曾主事于此。该馆是近代 中国规模最大、藏书量最 

多的国立图书馆。其“职司所重”“一在文献典籍之 

搜藏 ‘二在中外文化之交流”，故亦“尽力于编辑及 

田 
出版事宜”_1 。 

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颇丰，故其图书 

出版主要以古籍善本类珍 品的重版或再版为主 ，且 

不乏可圈可点的举措 ，如除 自行刊印外 ，还有以“珍 

本经籍刊行会”名义的刊行活动。1930年，国立北 

平图书馆就蔡元培、胡适、李四光、张元济、袁同礼等 

学界 、教育界、出版界 、图书馆界 30位 闻人于 1929 

年发起的“珍本经籍刊行会”，启动了“国立北平图书 

馆珍本丛书”项 目。该项 目“就本馆所藏善本与夫近 

世名人论著各种小品，仿《知不足斋丛书》例，招股刊 

行，，L 。1930年 4月 10日，《国立北平图书馆 刊行 

珍本经籍招股章程》颁布。截至当年 1O月，出版了 

元代官书《通制条格9、明代方孔熠著《全边略记》、明 

代沈璨撰《埋剑记》、明代王肯堂撰《郁冈斋笔麈94 

种古籍口 。i931年 ，“国立北平图书馆珍本丛书”又 

出版 2种 ，即明末王光鲁撰《想当然》传奇、清人彭孙 

贻撰《平寇志》、清人李圭撰《鸦片事略》[1 。 

另外 ，国立北平图书馆于 1936年秋影印出版宋 

代三大资料宝库之一的《宋会要辑稿》[20]。此举不 

仅嘉惠史林，使这部研究宋史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广 

为流传，更为日后《宋会要辑稿9的中华书局影印本 

(195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14年)出版， 

奠定了基础 。 

(2)浙江省立 图书馆的图书出版 。 

浙江省立图书馆于 1909年成立 ，前身为浙江藏 

书楼和浙江宫书局。其图书出版，既有木印，也有铅 

印。1929年之前 ，该馆的 图书 出版 为木 印，内容大 

都为乡邦文献 ，总计 印书有 400多种 ，其 中 1914年 

曾送木刻书往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 ]。通过检 

索国家图书馆 OPAC，在浙江图书馆所出的乡邦文 

献中，主要作者有章太炎、丁谦、万斯同、章学诚等， 

且其中的一些书在学界影 响很大。例如，1915年 刊 

刻 的丁谦编《蓬莱轩地理丛书》(又名《浙江图书馆地 

学丛书》)是一部考证我国历代边疆地理和西域地理 

的著作 ，被学者誉 为“天下 之奇作”_22]。1929年 1O 

月起，浙江省立图书馆开始铅印出版各种专书，且用 

纸多为上等连史纸，甚为精雅。例如，1929年出版 

的杨立诚编《四库 目略》《文澜阁目索引》等《四库全 

书》方面的专书，杨立诚、金步瀛撰《中国藏书家考 

略9。这些铅印书，不少备受学者推崇。例如，1931 

年出版的金步瀛编纂《丛书子目索引9，“集丛书二百 

余种，依字画排列子 目，尤足减少检寻之烦，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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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之书”；1931年出版的清代姚振宗编《快阁师石 

山房丛书》，“尤为目录学之名著”l_2 。 

1929年之后，浙江省立图书馆的木印书籍仍颇 

具规模，如 1933年 3月就印行 270余种。其印刷所 

用的书版，有原浙江官书局刻的，如《九通》；有本馆 

刻 的，如孙仲容《温州经籍志 》；也有藏书家捐赠的， 

如《金华丛书》等 。这些书籍 ，不仅“校勘缜密，版本 

精 良，远非铅印本可 比；且大字美观 ，不损 目力”，对 

研究我国历代典章、制度、政治、经济、史地、哲学、文 

艺以及浙江文献的学者，皆有参考价值。为了帮助 

读者函购所刊古籍，该馆特印制它们的详细书目，在 

各书名之后分别附述该书的内容提要、版本性质，加 

上书籍定价低廉(仅为成本价)，故书籍销路极畅 ，如 

1929年 出版 2917部就售出 2691部[2 。 

(3)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图书出版。 

江苏省立 国学图书馆的前身为创 办于 1907年 

的江南图书馆，辛亥革命后屡次更换馆名，1929年 

才使用此馆名。国家图书馆 OPAC检索结果显示， 

该馆的图书出版集中在 1929—1948年，这与近代著 

名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柳诒徵主政该馆的时间段 

(1927—1947年)基本吻合。柳诒徵担任馆长后不 

久，为发扬该馆印行古籍的重要业务传统，补充、完 

善馆藏 ，便新创印行部 ，并在《国学 图书馆章程 》中， 

专门列《印行部规程》一章 ，后又制定了《寄售书籍简 

约》。据记载 ，该馆印行 、排印古籍、稿本 8O余种 ，印 

行总数在 1o万册以上[2 。其中一些书的发行量相 

当大 ，如 1928年新 印行的书籍 16514册 ，其 中发行 

11653册_2 ，占印制书籍总数 的 70 9／6强 。 

国学图书馆出版古籍，大都为影印，只对有些内 

容有价值，但誊写不精的抄本重新排印出版。出版 

形式有本馆编辑、委托印刷所承印和与出版商合作 

出版两种形式。所出书籍主要是《四库全 书》未收之 

书，如清代的“禁书”、各种志乘、收藏家 目录未载的 

罕见珍本、未经删易的原本、足本、手稿、批校本、江 

苏地方文献，具体内容主要包括：①地方文献、乡贤 

著作，如有关南京的文献《金陵古今图考》《南雍志》 

等；②科技图书，如《宋本医说》《鲍山野菜博录》等； 

③文学艺术的稿本、钞本，如余怀的《玉琴斋词》等； 

④大部丛书，如《云自在龛丛书》《藕香零拾丛书》等。 

这些刊行的古籍，因底本大都为善本、精抄本、精校 

本和有资料价值的近代书刊，且大都由馆长柳诒徵 

和馆 内几位国学功底较深 的学者进行版本考证，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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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提要、题跋、著者的生平等导读性文字，故几为“全 

璧”L2 ，为海内外所推崇，一些还被当时的学者视为 

精品，如印行的“盔山精舍”书L2 。该馆“所藏的善 

本 ，在质和量上 ，比起平馆 (即国立北平图书馆—— 

本文作者注)和故宫 自有逊色”E3o3，但“以馆藏之多 

珍”“方针之所重”，使得其印行的古籍，不论是质量 

还是数量，均居全国各省立 图书馆之首 ，且“几与国 

立北平图书馆南北媲美”L3̈ 。 

(4)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出版 。 

燕京大学图书馆在 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时便 

开始创办。该馆出版的书籍，以明清人著述为多 ，且 

多均为罕见之本。例如，清代洪仁歼口述、瑞典韩山 

文(T．Hamberg)撰译的《太平天 国起义记 》于 1854 

年在海外出版 ，后又在海外被多方转载翻印，但 国内 

则罕见其书，燕京大学图书馆便于 1935年出版简又 

文翻译 、增改，洪业校订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英文 

铅印本，并将其归人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另外，该 

馆也出版一些时人有关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作。例 

如，1935年出版的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的遗稿 

《春觉斋论画》。 

燕京大学图书馆刊行书籍的学术价值大都较 

高，如《春觉斋论画》被誉为“艺林圭臬”Ⅲ3 ，其“一字 

一 语 ，皆有 至 理 ”，可 谓 “后 学 之 津 梁，迷 途 之 宝 

筏”_3 。书籍的形式也多样，有西式铅印本，也有中 

式线装本 ；装帧质量也属上乘，尤 以线装本为甚 ，正 

所谓“选料优 良，用纸上乘，装帧精美”。该馆 出版的 

书籍印刷量一般不多，除少数留作馆藏，多数用于交 

换、赠送或 出售E343。 

另外，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的索引工 

具书，其版权页上印有“引得编纂处”和“燕京大学图 

书馆”字样 ，故它们一般也被认为是燕京大学 图书馆 

出版物 。这种观点可从《燕京大学图书馆报 》刊载的 

本馆出版书目广告得以说明。例如，1938年 l1月 

出版的第 120期《燕京大学图书馆报》刊载的广告 

《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书目》，就列有《日本期刊三十 

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于式玉编，1933年 

出版)。 

4 图书的类型分布与主要出版活动 

4 1 图书的类型分布 

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类型几乎涉及“中国图 

书馆分类法”的各大类目。其详细分布情况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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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近代图书馆 出版 图书类型分布 图 

据图 2所示 ，综合类图书中的 目录文摘索引类 ⑤各种翻译书籍的出版 。 

图书最多，其次为文化教育类中的图书馆事业方面 (1)古籍珍品的刊行。 

图书。检索记录数列于第二梯 队的为其他综合、文 检索国家 图 书馆 OPAC，近代 图 书馆 出版 的 

学 、历史类。第三梯队则为地理、图书馆学 、艺术、军 670多条 图书记 录中，显示 为古 籍的 占 9O 以上。 

事和语言文字类。第一梯队的 目录文摘索引类和图 近代图书馆出版古籍珍品 ，尤其是刊行本馆的珍藏， 

书馆事业方面的图书，一般由图书馆人 自己编写 ，其 是我国藏书楼刻 书印书传统 的继 承，也是近代学术 

检索记录数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的图书。关于这一 界的需要使然。据上述的文献检索结果 ，近代国立、 

点的原因 ，范凡博士的分析颇具启发 。她指出，中国 省立 、县立 、大学 、私立等各级各类图书馆大都有过 

近代图书馆 界出版 自己编著 的著作 的情况非常普 此举。 

遍 ，其原因大概有 ：“第一 ，图书馆 出版 图书 ，用 于本 近代图书馆 出版古籍珍品。一般采用 传统的木 

馆职员 的培训，向外界宣传 自己，或者用于图书馆界 印方式 ，且多为旧版新印。这些旧书版 ，一般源 自既 

之间的经验交流⋯⋯第二，出版图书是许多图书馆 有馆藏，也有的是受赠、访求、搜集而来的。例如，江 

的业务之一⋯⋯第三，编辑出版也 是图书馆协会 的 西省立 图书馆先后藏有一大批珍贵版本 ，如宋代周 

重要工作 ，不论是全国性的中华图书馆协会 ，还是地 必大的吉州刻本《居士集》5O卷 、元刻本《资治通鉴》 

方性的上海图书馆协会 ，都把编辑出版图书当作 自 290卷 ，胡思敬“退庐图书馆”(问影楼)所刻《豫章丛 

己的一项重要工 作⋯⋯第 四，图书馆 自行 出版图书 书})104种版片。1933年 8月 ，该馆鉴于《豫章丛书》 

也是为了解决出书难的问题”I州。 流传不广、全国各地图书馆以及各高等院校又十分 

4．2 主要 出版活动概述 需要的情况，“为介绍学 术宣扬文化起见 ．特补刊残 

根据上述图书类型的分布情况 ，再结 合图书出 缺，用上等连史纸 ，选择 良工以名墨印刷 ．精装二 百 

版的功能定位，可归纳出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活 六十五册，分九月、十一月两期出书”，共印行《豫章 

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①善本、孤本 、珍本、稿 丛书》lO0部 ，每部“定价百二十元，本馆兹为优待各 

本、钞本等古籍珍品的刊行；②图书馆事业相关书籍 界特发行预约价只收八十元”，大多被全国各大图书 

及参考工具书的出版；③近代学者尤其是兼具图书 馆购去 。另外，一些图书馆通过修补受损书版印 

馆实践者的相关著述的出版；④为应时应景 ，即配合 行古籍。例如，1942年、1943年，四川I大学图书馆曾 

当时的社会形势而编辑出版的各种宣传、培训书籍； 对馆藏的前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书版分两期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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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复印。其中第一期修整《周易王弼注(殿本宋 

岳氏版)》等书版 25种 1．1万余张，并复印成书。这 

些书籍除呈缴中央分发外 ，亦按工料成本价对外预 

约发行口 。至于新版新印书籍，则不多见，正如 

1935年陈训慈在《全国省立图书馆现状之鸟瞰》一 

文中所说：“如豫馆(即河南省图书馆——本文作者 

注)之雕版者甚鲜”[3 。20世纪 30年代，河南省立 

图书馆曾访购未刊的乡贤遗著，专设书版室，新雕书 

版刊印“中州先贤丛刊”，到 1936年该馆刻书处取消 

时，刻成《石田野语》《臆见随笔》《隐山鄙事》《书学慎 

余》《算法通义》《律吕心法》《几何简易》等 16种E39]。 

除传统的木版刊行外，近代图书馆也利用影印、 

铅印、石印等现代化方式出版古籍。影印的古籍，如 

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0年出版的明写本《通制条格》 

残卷 ；铅印的古籍 ，如燕京大学 图书馆 1935年出版 

的清代奕赓著《管见所及》；石印的古籍，如云南图书 

馆 1915年据日本明治 17年的伊藤圭介重修版本出 

版的清代吴其俊著《植物名实图考》。 

(2)图书馆事业相关书籍及参考工具书的出版 。 

检索《民国时期 总书 目》，在近代图书馆所出的 

图书中，“图书馆事业”方面的图书种类最多。另外 ， 

为提倡学术，发扬文化 ，一些图书馆也出版书 目、索 

引、年鉴等综合类工具参考书。 

中国近代图书馆 出于管理和便利读者之 目的， 

一 般都会编印本馆的历史概况、规章制度、使用指 

南、图书馆业务指导等图书馆实务方面的书籍，其中 

大多由本馆刊行出版。例如 ，江南 图书馆 出版本馆 

编的《江南图书馆详定章程》(1912年)，上海大夏大 

学图书馆出版 马宗荣 编的《大夏大学 图书馆指南 》 

(1934年)。在图书馆出版的这类图书中，如果是涉 

及本馆的，一般为非卖品；如果是有关某一类或某一 

地区图书馆的书籍，则一般对外发行。例如，同济大 

学图书馆出版的《国立同济大学圄概况》、浙江省立 

图书馆出版的《浙江全 省图书馆概览(增订三版)》， 

在 1935年 8月 31日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的“新书介绍”栏 目，它们的书名后分别标注有“非卖 

品”和“壹角”的发行价 (零售定 价贰角 )_4 。这些 

书，有的对提升图书馆同仁的业务素养功不可没，如 

浙江省立图书馆在 1931—1936年间先后 出版刘 澡 

的《图书之选购》，许振东的《图书之流通》，许振多、 

王文莱和郁望尧的《图书之典藏》，金步赢的《图书之 

分类》，陈豪楚的《图书之征购》，对于规范浙江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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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工作 、提高服务水平起 了指导作用E 。 

“历代藏书皆编有书 目”，近现代图书馆也不例 

外。其书目出版，不仅是我国官府、私家藏书者刊刻 

书目传统的承继，更是近代出现的公共图书馆运动 

或新图书馆运动使然。这些书目的类型主要有馆藏 

总 目、馆藏古籍各部 目录、刊行书 目、主题 目录 、私家 

藏书目录、捐赠书目等。馆藏总目录，如金陵女子大 

学图书馆 1927年出版曹祖彬编《金陵女子大学图书 

馆图书 目录》、江苏省立 国学图书馆 1933—1936年 

铅印出版《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 目》；馆藏 古 

。 籍各部目录，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 1936年出版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史部总目》；图书馆刊行书目， 

如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 1935年出版本馆编《江苏省 

立苏州图书馆印行的所木刻图书目录》；主题 目录， 

如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3—1934年出版法国伯希和 

(P．Pettiot)编、陆翔译 《巴黎 图 书馆 敦煌 写 本 书 

目》，国立中央图书馆 1948年出版本馆编《抗战史料 

书总 目录》；私家藏书 目录 ，如燕京大学图书馆 1938 

年出版顾廷龙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捐赠书目，如 

浙江省立图书馆 1936年出版本馆编《杭州孙 氏寿松 

堂捐赠浙江图书馆书 目》。 

目录只能指引读者查找有关书籍，而要了解、查 

找各种书籍的内容，则要靠“索引”这种工具书的帮 

助 。我国近代一些图书馆，不仅注重索引工具 书的 

编撰，还刊行 出版不少索引类书籍 ，其 中最具代表的 

是燕京大学 图书馆和 国立北 平图 书馆 。根据 CA— 

LIS OPAC检索结果，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索引 

工具书有 3O条记录 ，如《礼记引得》《四库全书总 目 

及未收书目引得》《历代同姓名录引得》《三十三种清 

代传记综合引得》等。这些索引是国内较早运用科 

学方法编纂 的中国古典文献的工具 书，极大地方便 

中、西学者检索和利用中国古籍。根据国家图书馆 

OPAC检索结果 ，国立北平 图书馆出版的索引有《清 

代闺阁诗人征略索引》《续碑传集索引》《清代文集篇 

目分类索引》《耆献类征索引》《先正事略索引》等数 

种，其中1935年出版的王重民、杨殿殉编《清代文集 

篇目分类索引》，“既可查考具体文集篇 目的出处，又 

可集中查到不 同文集 中论述 同一 问题 的篇 目及 出 

处”L4引，学术价值极大，得到了学术界好评，后又多 

次再版。 

与书目、索引相比，近代图书馆的年鉴出版的规 

模要小得多。因为这类工具书，大都为相关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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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如国民政府实业部的《中国经济年鉴》、教育 

部的《中国教育年鉴》、申报馆的《申报年鉴》。这种 

在一般商业书坊为稀有 品的书籍 ，在近代 图书馆的 

出版物列表中，也是凤毛麟角，仅有零星几种 ，如奉 

天图书馆出版的(日本)伊东佑谷撰、谢荫昌译《新译 

世界统计年鉴》(1909年)，广东省立图书馆 出版 的 

《沙市年鉴》(1946年)，其 中前者还是里程碑式的书 

籍，即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且以“年鉴”命名 

的年鉴。 

图书馆出版的上述书籍，尤其是书目、索引类书 

籍，极大地便利了当时学者对图书馆和文献的利用， 

即使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仍具独有的参考价值，正 

所谓“以图书形式出版的书目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 ⋯ 在某种情况下，它们提供‘所有的’可供资料(限 

定在具体年份之内)的能力，远远强于计算机数据 

库”[4 。例如 ，国立 中央 图书馆在抗 战期 间出版的 

《抗战以来 图书选 目(第一辑)》，载有 1937年 7月至 

1943年 12月 以前初版的国内中文 图书 书 目，其对 

于我国抗战时期出版业研究的价值，是 目前任何一 

个文献数据库所无法比拟的。 

(3)学术著作的出版。 

近代 图书馆出版 的学术著作 ，几乎涉及所有学 

科，但以史学、地质地理、图书馆学、语言文字等领域 

最为突 出，其 中史学与图书馆学著作 中，不少还是该 

领域的扛鼎之作。史学书籍，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出 

版的谢 国桢《晚明史籍考 》，被认为是 20世纪 中国史 

学名著 、治明代清初史者必读之书，正如其出版预告 

所言 ：“凡有志研究近古史者 ，不可不人手一编，即不 

专治史学者，读此一书，足以瞻明清间之掌故，而吾 

国民族发扬之精神，亦可于此略见”_4 。此书梓行 

于世后，学界一直反响强烈，近代著名史学家朱希 

祖，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 、南社领袖柳亚子 ，当代 明 

清史专家王春瑜等对此书均有赞词。出版界对此书 

也是情有独钟，1968年和 2011年先后 又有 台北艺 

文印书馆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本问世，其增订 

本于 1964年、1981年、2014年先后在中华书局、上 

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难怪有云：“谢国 

桢这部书将长久流传下去”【4 。图书馆学书籍，如 

文华公书林 1917年出版沈祖荣、胡庆生合编的《仿 

杜威书目十类法》，是我国第一部脱离书目形式、采 

用先进技术，从宏观上、整体上、全局上编制的文献 

分类法，使我国文献分类法步人世界近代分类法的 

行列，被 图书馆学界誉为“我 国第一个为中文图书而 

编的新型分类法”“中国近代文献分类法的里程 

碑”_4 ；燕京大学 图书馆 1932年 出版 的洪业《引得 

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索引研究的开 山之作 ，不仅 

“影响 了 1930年代以来 的我国中文古籍索引工作”， 

而且“在我国索引学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4 。 

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有的是作者学 

术生涯中最具代表者。例如，浙江省立图书馆 1932 

年出版的文言文本《新唯识沦》，是中国著名哲学家 、 

思想家熊十力最主要的哲学代表作和其哲学思想体 

系正式形成的标志性成果 。 

至于学术图书的著者 ，则以有 图书馆工作经历 

的学者或图书馆学研究者为多。这是因为近代图书 

馆学家或学者型图书馆实践者，因工作的关系，他们 

的著作有不少是在图书馆，尤其是本人所任职的图 

书馆出版 的。例 如，明清史研究专 家、版本 目录学 

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谢国桢，在 1929—1932年， 

1934—1937年间供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该馆先后 

出版了他撰写的《清开国史料考》(1931年)、《晚明 

史籍考 》(1932年)、《清初史料 四种》(1933年)等。 

(4)应时应景书籍的出版。 

近代图书馆为配合当时的社会形势 ，也会编辑 

出版一些种宣传、培训、实用等方面的应时应景书 

籍。宣传图书，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在日寇先后 

发动“九一八”“一 ·二八”事变，意欲图谋全面侵华 

之际，为激发国人爱国之心，特印行多种明代御倭方 

面的书籍 ，如《嘉靖东南平倭通 录》(1932年)、《郑开 

阳杂著》(1932年) 《任环山海漫谈》(1932年)、《俞 

大猷正气堂集》(1934年)等【4。 ；培训用书、教材，如 

北平市市立高级职业学校图书馆出版的《油漆概论》 

(1934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图书馆出版的 

《战车战术讲义 》(1939年)；实用 图书 ，如建设 委员 

会图书馆出版的《用电必读》(1932年)。 

图书馆出版的这类书籍 ，有 的明确定为免费赠 

送或交换。例如，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鉴于其 

“负各校学生阅读之指导”的职责，因此编印“各种专 

题 目录及各科人门书 目”(如 1935年编印的《中学生 

国文科课外阅读书 目》)，作为“非卖品”，“各学术机 

关如欲索阅”，只付“邮资即寄赠”“如承交换，更为欢 

迎”I4 。有的是当时已畅行之书，如美国L．M．A卜 

cott著、郑晓沧译的长篇小说《小妇人》，1932年 9月 

译本初版“才两月而京镇沪杭一带 ，已有不胫而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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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列车中及长途汽车 中亦屡见有手执是书以事 

循诵而资为伴侣者⋯⋯出版仅四月有余，已蒙国人 

爱阅” ，1933年 2月、1933年 8月、1934年 4月又 

先后印行 3次 ，到 1934年 12月浙江省立 图书馆 出 

版时 ，已是郑氏译本的第 5次印刷了。 

为出版应时应景 的书籍 ，一些 图书馆还特地成 

立了相关部门。例如，江西省立图书馆在抗战发生 

后，鉴于交通不便，书报流通受阻，精神食粮匮乏，于 

1939年 12月呈准省教育厅设立文化服务部开展文 

化服务，其中出版书籍便是该部的一项工作职责。 

文化服务部曾出版董明易编《政府普通会务会计原 

理及实务》(1941年)、罗时侃著《抗战话剧集 》(1942 

年)，再版涂闻政编《教育公牍与教育法规》(1932年 

初版 ，1942年增订 4版)。其 中《抗 战话 剧集》一书 

由时任中正大学校长兼教务长的罗廷光题词、著名 

音乐家程懋筠等作序，内容包括独幕剧《挣脱了锁 

链》《抢婴队》《军人魂》《助寒衣》《团结力》和二幕话 

剧《夜袭南昌》，堪称一份珍贵的近代戏剧文献，其在 

抗战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5)翻译书籍 的出版。 

中国的近代化之路和西学东渐有着密切的关 

系，体现在图书出版方面就是大量译著的付梓出版。 

根据上述的检索结果，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书籍 

检索记录中，责任者显示有译者的为 27条 (见表 

5)，仅占责任者可考的记录总数的 1．6 。 

这些译著中，1种为古籍，其余全为近代著作。 

原书著者涉及美 国、英国、法 国、意大利 、瑞典 、苏联 

和 日本等国，以日本为最多，检索记录数达 15种。 

从出版者主体来看，有国立图书馆、省立图书馆、县 

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政府附设图书馆，还有日本 

政府为文化侵略中国而设的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 

可见，近代图书馆译著的出版 ，烙上了深深的 日本印 

记，这与清季国人高涨的学 日热情和日俄战争尤其 

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文化殖民政策有关，但前 

者是主动学习日本，后者则是被动的“精神”灌输。 

从出版时间来看，译著出版最早的为 1909年， 

最晚的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 1941年，出版高峰出现 

在 2O世纪 30年代，检索记录数达 13种，而 2O世纪 

40年代的检索记录数仅为 1种。可见，时局安定与 

否，对译著的出版影响更大。从出版地来看，主要分 

布在北京和江浙地 区。这与图书馆的地域分布规律 

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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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著的内容来看 ，涉及哲学、宗教 、文学、语言 

文字、历史、地理、法律、文物考古 、体育、心理 学、医 

药卫生、工业技术、综合等类，但以文学、历史为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奉天图书馆于 1909—1911年刊 

行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 》等 4种年鉴 ，“使年鉴类书 

籍 自此在中国流行起来”_5妇；1910年刊行 的《图书馆 

教育》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图书馆教育的译作， 

该书中首次出现了“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教育”这两 

个概念[5 。不过，这些译著的内容大都还是涉及国 

人所喜好或熟知的领域，而真正属于西学的不多。 

这说 明图书馆译著 的出版，对中国近代化进程 的推 

动作用非常有限。 

5 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在一定程度 

上是近代出版业的补充，也是近代出版史和近代图 

书馆事业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图书馆图书出版的主 

要目的是传承文化、丰富馆藏；出版地域主要分布在 

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大城市，其中北京是 

图书馆图书出版的绝对中心；高产出版者亦主要分 

布在北京和江浙地区，其中最典型者为国立北平图 

书馆 、浙江省立 图书馆 、江苏省立 国学 图书馆 、燕京 

大学图书馆等，且其图书出版各具特色；出版的高峰 

出现在近代时局的相对稳定期，即南京国民政府统 

治的 1929—1937年间。近代图书馆出版 图书 的类 

型，以古籍珍品、书目索引等颇具近代中国图书馆馆藏 

特色者为主，其中一些工具书，尤其是中国古籍类书 目 

索引，极大地便利了人们对古籍文献的检索和利用，即 

使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亦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致谢 ：本文的数据整理与统计，得到 了上海理工 

大学图书馆信息部全体同仁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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