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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图书馆年度报告考略

□刘瑞忍∗

　　摘要　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突飞猛进,编制和发布图书馆年度报告越来越受到政府和

图书馆界的重视.在图书馆法令、规程中,民国政府明确规定了年度报告制度.中华图书馆协会

号召各馆编制、印发年度报告,大力推动年度报告制度.图书馆学者也积极宣传编制年度报告的

意义和方法.从现存图书馆史料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图书馆年度报告的基本特点主要有:卢沟桥

事变前发展迅速;呈公开化趋势;坚持客观性原则;报告时间相对固定、体例各异.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图书馆年度报告　图书馆规程　中华图书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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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年度报告是每年度图书馆主要成就、重
大事件、资源建设、读者服务、组织机构、财务概况、
学术研究、捐赠信息、数据统计等工作的报告[１],是
客观记录图书馆发展历程的文献资料[２].编制图书

馆年度报告,可以促进图书馆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益

的提高,有助于图书馆历史研究的开展,加强社会各

界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理解和支持,帮助图书馆吸

引投资和捐赠[３].
民国时期,随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图

书馆年度报告制度、编制与发布也不断完善.但当

今部分学人认为年度报告在国内图书馆的应用算是

新生事物,但在英美等国的公共图书馆,已有１００多

年的历史;我国图书馆界并未对年度报告做出行业

的特殊规定,编制年度报告尚未在行业内形成共

识[４].与英美等国图书馆成熟的年度报告制度相

比,我国图书馆年度报告的编制与发布尚处于萌芽、
自发阶段[５].高校图书馆年报公开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之一,是年报起步时间较晚,即使少数图书馆开展

了这项工作,也是近几年才开始的[６].我国各地公

共图书馆年报的编制和发表尚处于起步阶段[７].他

们忽略了民国图书馆年度报告的史实,孤立地分析

当代图书馆年度报告,由此得出的这些论断值得推

敲.笔者特撰此文进行商榷,以期全面而客观地揭

示民国时期图书馆年度报告的发展状况.

１　民国时期图书馆年度报告法制化

１．１　图书馆年度报告制度萌芽期(１９０５~１９１４年)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制定图书馆法规的国家之

一.从古代官私藏书,到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每一个

时期都有藏书管理办法和章程等规定.晚清,近代

图书馆陆续创建,各种图书馆法规、章程开始制定.
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图

书馆法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它

对图书馆的宗旨、设置、馆舍、人员、经费、藏书等做

出规定,使图书馆有章可循.章程第十四条规定,
“图书馆每年开馆闭馆时刻收发书籍、接待士人各项

细则,应由馆随时详拟.京师图书馆呈请学部核定,
各省图书馆暨各府、厅、州、县图书馆,呈请提学使司

核定”[８].
湖南图书馆开馆之初,订有«湖南图书馆暂定章

程».第四章职员,第九条“书记在每月之末,作阅览

人月表,每年之末,作阅览人年表,榜示馆门”[９].图

书馆报告制度,规定了报告的时间、内容、责任人等.
把阅览人年表榜示馆门,面向社会公开发布阅览状

况,重视图书馆信息公开,是馆务报告制度上的一大

进步.
但总体而言,清末图书馆年度报告制度所规定

的报告内容较单一,时间不统一,与大梁书院«藏书

阅书规则»«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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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比较相近.１８９８年,大梁书院«藏书阅书

规则»规定“每届一季,司书吏将阅书簿呈监院官阅,
年终送院长阅”[１０];１９０１年,«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

章程十二条»也规定“其周岁收支,每于年终,由本楼

账房开具四柱清册,由总理诸人查核无误,再行刊

布.凡有捐款者,均送一份”[１１].所以说清末图书

馆年度报告制度处于萌芽期.

１．２　图书馆年度报告制度形成期(１９１５~１９３６年)
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迅猛发展,制定了相对完

备的图书馆法规.范凡“曾经根据李朝先、段克强的

«中国图书馆史»和«‘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１９８１
年版)等书做过一个初步统计,得知民国期间先后公

布图书馆法令１５个(实际数字可能更多)”[１２].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图书馆

规程»十一条和«通俗图书馆规程»十一条.这是我

国比较完整的图书馆法规.«图书馆规程»第七条规

定,“图书馆馆员每届年终,应将办理情形报告于主

管公署,列入地方学事年报.附设之图书馆报告主

管之团体、学校,转报于主管公署.”«通俗图书馆规

程»第八条规定,“通俗图书馆主任员应于每届年终,
将办理 情 形 依 照 图 书 馆 第 七 条 之 规 定,分 别 具

报”[１３].两个«规程»明确规定,报告的统一时间为

年终,责任人图书馆为馆员,通俗图书馆为主任员,
内容为各馆的办理情形,呈报机关为主管公署.它

们的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年度报告制度的

正式形成.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了«图
书馆条例»,第十条也有此规定[１４].１９３０年５月,
«图书馆条例»经南京教育部酌加修正,改称为«图书

馆规程».办理情形报告的时间是每年三月底,并增

加了呈报图书馆概况的规定[１５].«条例»«规程»再
次以法令的形式强调了图书馆年度报告制度.

１９１５年以后,各图书馆相继制定了章程及办事

细则,年度报告制度逐步完善.以浙江公立图书馆

为例,１９１７年５月,浙江省长公署批准公布«浙江公

立图书馆章程»,第三条规定“编纂员承馆长之指挥,
掌关于目录、年报、统计之编辑,及印抄各书之审核

事项”.同年１２月,浙江省长公署审定«浙江公立图

书馆办事细则».第六章统计,“第三十九条　本馆

统计,应就阅书人数、借书人数、参观人数,及阅借图

书杂志种类等项,分别编制.第四十条　前条统计,
应每月造一分表,并每年造一总表,及前年度比较

表,登入年报.”第七章年报“第四十一条　本馆每学

年终编印年报一次,其应载事项如下:一、本学年新

置图书杂志新闻各目录;一、本学年关于本馆办理并

一切章制文牍;一、本学年各项统计;一、来学年之整

理进行计划;一、附录本国及外国关于图书馆之法令

章程或撰述译著,本省各地方图书馆之组织报告,国
内私家藏书之调查报告,均属之.第四十二条　前

条年报,应分别呈函主管官厅及各机关存阅.”１９３１
年８月,奉浙江教育厅颁发的«浙江省立图书馆暂行

章程»规定,每月终造具工作报告表,每年度终了时

造具全年工作报告书,呈报教育厅查核[１６].浙江公

立图书馆于１９１５年创办«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为
全国图书馆所无,具有开创意义.其详载了本学年

本馆办理情形,对购置、阅借、编纂、统计等主要工作

均有报告.浙江公立图书馆的«章程»«办事细则»对
年度报告的事项进行了规定,使年报有了编制标准.
«暂行章程»则使用了“全年工作报告书”一词,比“办
理情形”等概念更清晰.这一时期,图书馆年度报告

制度有法可依,编制年度报告的图书馆大幅增加,尤
其是进入１９３０年代以后.

１．３　图书馆年度报告制度发展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

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２日,教育部颁布«修正图书馆规

程»,“第二十四条　图书馆应于每年度开始前一个

月内,造具下年度事业进行计划及经费预算书,呈报

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查核备案.第二十五条　图书馆

应于每年度终了后一个月内,造具上年度工作报告

及经费计算书,呈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查核备案.
前项事业进行计划及工作报告,县市立者应转报教

育厅备查,省市立者应转报教育部备查”[１７].«修正

图书馆规程»在全国性图书馆法令中首次使用“年度

工作报告”术语,其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规定的报

告时间更具有合理性和时效性,报告呈报的对象也

更明确.１９４７年４月,教育部公布的«图书馆规程»
第二十六条也做了同样的规定[１８].

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４日,教育部颁布«图书馆工作大

纲»,目的在使各级图书馆于施教时有所依据,并增

加工作效能,促进事业普及,与便利成绩考核.第七

条省市(行政院直辖市)立图书馆之工作,规定总务

部“编制年报,汇制表册”[１９].«图书馆工作大纲»明
确了图书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规定了编制年报的

具体部门,强调在各部门编制各项统计的基础上,由
总务部来汇制表册、编制年报.«修正图书馆规程»

８０１

民国时期图书馆年度报告考略/刘瑞忍
ABriefStudyontheAnnualReportoftheLibraries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LiuRuiren



2
0

1
8

年
第1

期

«图书馆工作大纲»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图书馆年度

报告制度逐步法制化和规范化.
同年１１月,教育部公布«图书馆辅导各地社会

教育机关图书教育办法大纲»,“第１０条　图书馆编

造工作报告时,须将辅导报告列入,呈报主管教育行

政机关备查”[２０].１９４４年３月,教育部颁布«图书馆

工作实施办法»,第七条也增加了此规定[２１].１９４１
年６月,教育部公布«各级学校及各机关团体设置图

书馆(室)供应民众阅览办法»,“第９条　各图书馆

(室)应于每年度终了时,将本年度开放民众阅览工

作,编具报告,送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备案”[２２].除

«图书馆工作大纲»中编制年报的相关规定外,还强

调了年度报告必须将辅导报告、民众阅览报告列入.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华战

争全面爆发.中国图书馆事业遭到巨大破坏,损失

惨重.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结束,内战又起,图书馆事

业尚未恢复,便再度陷入困境.图书馆人虽惨淡经

营,关于图书馆事业的各项规程、条例、办法等仍难

以贯彻执行,有的甚至名存实亡.这一时期,从法律

层面看,年度报告制度继续发展,不断完善;从执行

情况看,各图书馆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严重倒退,时
断时续.

２　中华图书馆协会大力推动年度报告制度

中华图书馆协会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

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２３].协会努力搜

集保存关于图书馆事业的各项资料,宣传推广图书

馆的资源与服务.«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自创刊

始,第一卷第一期即刊登,“本会启事一　本会现正

搜集各图书馆藏书目录,周年报告,阅览规则,以及

各种格式图表,图书馆内外摄影;凡关于图书馆事业

之片纸只字,皆妥为保存,供众阅览.全国各图书馆

对于此举,谅蒙赞同.务希将馆内各出版物,检寄一

份,至为企盼!”[２４]这一启事,连续多次刊登,足见中

华图书馆协会在搜集图书馆年度报告等资料上的热

心和执着.
在图书馆编制年度报告方面,亦大力提倡,积极

推动.１９２９年１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南京召开第

一次年会.在图书馆行政组第二次会议上,北平北

海图书馆馆员于震寰提出编制周年报告的议案,提
案全文如下:

１０４、请各图书馆编辑周年报告案.

「理由」图书馆事业,在中国所以尚未能积极发

展者,因社会虽渐感觉其需要,而对于其执务状况,
及已有成绩,尚不明了.甚至图书馆自身,亦每不知

其一年中所作何事,故各馆亟须按时编制周年报告.
一方可报告其隶属之机关,一方可公布于社会,不但

自身可知其发展之程度,亦可与他馆互为观摩焉.
「办法」由协会执行部函请各馆查照办理.[２５]

大会议决通过了于震寰原案,这说明我国图书

馆界在一定范围内已形成共识,认识到年度报告制

度的重要性.对于图书馆、读者、上级机关、社会等,
编制年度报告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之后,中华图书馆协会对于南京年会决案积极

推行.据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发表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

五次会务报告»,执委会第一次报告强调,推行年会

议决案,在本会会务至为重要,亦会务中之较为繁复

者.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常会,对于执行委员会报告

进行审查.议决通过了对于年会议决案之推行一

项,函请各图书馆施行各案,是否得有函复及施行实

况若何,函请执委会于本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前详细

报告[２６].

１９３０年８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五年度报告»
(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六月),详述了第一次年会议

案推行情形及结果.关于图书馆行政方面的议案,
“虽各方办理之情形,具体报告本会者尚属无多,然
由调查所及,收效似亦匪细.”“我国图书馆有完善之

周年报告者,实首推北平北海图书馆.近则各地已

多仿行.如江西省立图书馆等,均有报告之编制.
亦有创编月刊,季刊,年刊或不定期刊者,一方以之

研究学术,一方以之报告馆务,如北大图书部,安徽

省立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江苏国学图书馆,苏
州图书馆,北平第一普通图书馆等是也.其编制各

该馆概况或一览者,更所在多有,兹不备举”[２７].由

此可见,在图书馆行政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个人会

员和机关会员的努力下,各图书馆在编制周年报告

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图书馆之间相互学习借鉴,
编制周年报告者增多.

１９３２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本年度第一次执

行委员会议,议决通过了“各图书馆工作报告案”.
「理由」欲使各图书馆间明了内容及互相借镜起

见,各图书馆应按年编制工作报告,刊印成册,分布

于各图书馆.
「办法」由协会通函各图书馆按年编制报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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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如经费困难不能自行印刷时,可送交本会分别刊

入会报或季刊中.[２８]

民国时期,图书馆建设面临着经费支绌、人才短

缺等诸多困难,遇事难免因陋就简.中华图书馆协

会这一议案具有积极意义,不仅倡导各图书馆按年

编制工作报告,使年度报告制度趋于规范性和系统

性;还提倡年度报告公开化,公开印刷发行,并分布

于各图书馆.对于不能自行印刷,愿意在«中华图书

馆协会会报»或«图书馆学季刊»上公布年度报告的

图书馆,大力支持.

１９３３年８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概况»事业一栏

中,再次强调,图书馆有表明内容于社会,为自身事

业之按步进行,应按年编制周年报告[２９].中华图书

馆协会竭力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在图书馆编

制年度报告上,真可谓是殚精竭虑,坚持不懈.

３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家积极宣传年度报告

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学家广泛宣传欧美、日本

先进的图书馆学理念,介绍国外图书馆事业的成就,
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图书馆发展之路.１９２５
年,上海国民大学设立图书馆学系,杜定友任系主

任,讲授图书馆学概论.１９２７年,杜定友的«图书馆

学概论»出版.“第十二章　图书馆的报告”,认为图

书馆馆长是对于公众负责的,所以每年办理馆务的

经过情形,应有详细报告奉呈主管机关审阅.文章

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讲述了图书馆年度报告的编制

要求和主要内容.报告的内容,务求翔实.文字务

求显达,使一般人可以明白.数目要反复核对,以免

遗误.最好加印图画照片,使内容更加明了.报告

大约分为三部,叙述一年来的概况、提出建议和附各

种图表[３０].
图书馆学人翻译的外国图书馆学论著中,也介

绍了图书馆年度报告.如美国骆约翰亚当(John

AdamsLowe)著、文华图书科第三届毕业生章新民

翻译的«民众图书馆的行政».该文最初刊登在«文
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五卷三、四期合刊上.

１９３４年,作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丛书之一正式

出版.文章认为图书馆报告是图书馆宣传的最重要

部分,周年报告的主要作用就是以那些应分要知道

图书馆情形的人们能懂得的形式,告诉他们与他们

最有关系显著的事项.所以文中不仅强调统计的意

义,多次述及周年报告,还在第六章“统计的意义”专
辟一节介绍“馆长的周年报告”,详细论述了如何用

不同的体裁编印周年报告呈之于各类的读者.沈祖

荣在序文中盛赞,“我们若是把这本书来看,就知道

图书馆应怎样去管,图书馆的工作应怎样去经营才

能有效,经费才不至于虚费了”,并说“此书原本,本
校早已选为教本”[３１].此书原本作为教本,将编制

周年报告的理念和方法直接传输给未来的图书馆

员,影响较广.
民国图书馆学著作专辟章节介绍年度报告,说

明中国现代图书馆的推动者们已经把编制年度报告

视为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宣传年度报

告的著作,对于促进图书馆界认识年度报告的意义

和推动年度报告的编制起了很大的作用.

４　民国时期图书馆年度报告的基本状况

４．１　样本举例

通过馆藏纸本文献、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

计划(CADAL)、民国图书馆学文献数据库、晚清民

国期刊全文库和民国时期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

库,笔者查阅了近二百份民国时期图书馆年度报告.
现纵向选取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相关的年度报告７份

(表１),横向选取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专门图

书馆等不同类型图书馆年度报告１０份(表２),以期

反映民国时期图书馆年度报告的原始风貌.
表１　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相关的年度报告

报告名称 报告起止时间 出处(刊载形式) 报告内容

京师图书分馆民国四年

度年终工作报告
１９１５．０１－１９１５．１２ 教育公报 关于馆政事务、关于图书事项、关于会计事项[３２]

京师图书分馆民国十年

终报告书
１９２１．０１－１９２１．１２ 教育公报

关于职员事项、关于公牍事项、关于会计事项、关于图书增藏事项、关

于阅览券添制事项、关于书目编制事项、关于阅览事项[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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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坡 图 书 馆 十 五 年 份

报告
１９２６．０１－１９２６．１２ 单行本

蔡公墓侧面、蔡公十周年忌日与祭人摄影、捐赠本馆中外文图书表、国

文图书分类表、国文新籍图书分类表、外国文图书分类表、本馆第一馆

阅览人数表、本馆第二馆阅览人数表、本馆十五年度经费收支总结、本

馆十五年度经理部经费支出决算表[３４]

北 京 图 书 馆 第 一 年 度

报告
１９２６．０３－１９２７．０６ 单行本

沿革及组织、新建筑之进行、赠书述要、采购、外国官书之收存、分类及

编目、目录事业、阅览事务、附录(本年图书增加统计、征选建筑图案条

例、征选建筑图案建筑顾问报告、赠书致谢)[３５]

北平北海图书馆第三年

度报告
１９２８．０７－１９２９．０６ 单行本

叙言、建筑之进行、赠书述要、采购、外国官书之收存、分类编目及索

引、目录及咨询、光绪外交史料之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之停顿、国语

大辞典之编纂、出版事项、阅览事项、附录(本年度图书增加统计、本年

度收支报告、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第一次报告书、赠书致谢、本馆收受寄

存图书简章、本馆收受寄存书板简章)、职员表[３６]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

告　民国十八年七月至

十九年六月

１９２９．０７－１９３０．０６ 单行本

沿革及组织、新建筑之进行、重要赠书及交换、采购、专藏之寄存、编目

及分类、索引之编制、编纂及出版、目录及咨询、阅览、本馆与国际学术

界之合作、附录(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办法、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组

织大纲、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本年度图书增加统计、本年度收支

报告、赠书人名录、本馆职员一览)[３７]

(名称同上,略)民国二十

五 年 七 月 至 二 十 六 年

六月

１９３６．０７－１９３７．０６ 单行本

引言、赠书、采购、编目及索引、编纂及出版、阅览及参考、馆务纪要、附

录(本年度图书增加统计、本年度会计报告、影印国藏善本丛刊缘起及

凡例、本馆职员一览)[３８]

表２　不同类型图书馆年度报告

图书馆名称 年度报告名称
报告起

止时间
出版时间 出处(刊载形式) 主要内容

浙江 省 立 图

书馆

浙 江 省 立 图

书 馆 二 十 一

年 度 全 年 工

作报告书

１９３２．０７－

１９３３．０６
１９３３．１２

浙江省立

图书馆馆刊

全般事项、征集事项、编目事项、庋藏整理事项、阅览出纳事

项、推广事项、辅导事项、编纂及出版事项.(各事项又分若

干小项,如全般事项分十一项:开放大学路新馆、择要完成新

馆未了工程与设备、厘定本馆各部分名称及内部分配方法、

修订办事细则、举行学术演讲、设立图书馆学术参考室、举行

各项展览、重编财产目录、促进便利交通、分类保藏案卷与整

理旧卷宗、装修总馆与修理分馆)[３９]

安徽省立

图书馆

安 徽 省 立 图

书 馆 十 九 年

度工作报告

１９３０．０８－

１９３１．０７
１９３１．１０

安徽教育

行政周刊

书籍方面、杂志报章、阅览方面、借书方面、编藏方面、经费方

面、馆舍方面、研究方面、推广方面、下一年度新事计划[４０]

北平 市 立 第

一 普 通 图

书馆

北 平 市 立 第

一 普 通 图 书

馆 二 十 四 年

度馆务报告

１９３５．０７－

１９３６．０６
１９３６．０７ 单行本

引言、书籍之征购与寄存、图书目录、阅览、编纂及出版、推广

事业、辅导事业、儿童年中各项活动、事务纪要、附录(北平市

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巡回图书实施办法、儿童读书会简章、借

书暂行章程)[４１]

厦门图书馆

报 告 本 馆 二

十 四 年 度 重

要工作概况

１９３５．０９ 厦门图书馆声

关于添置图书报志概况;关于征募图书及各刊物概况;关于

搜罗地方志乘、乡贤遗著,以保存文献概况;关于编目分类概

况;关于阅览人数概况;关于扩充馆舍概况;关于预防虫蚁剥

蚀概况;关于研究及宣传概况;关于参加卫生运动及举行大

扫除概况;关于附设儿童问题询问处概况[４２]

国立 中 山 大

学图书馆

图 书 馆 民 国

十 七 年 度

年报

１９２７．０９．０１－

１９２８．０６．２５
１９２８．０７

国立中山大学

图书馆周刊

馆舍、开放、藏书、图书分配、杂志、编目、制卡、分馆、装订、阅

览、出纳、购订、书目、发书、书库、职员、旧书、革命文库、展

览、捐书、交换、预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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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大 学 图

书馆

北 大 图 书 馆

一 年 来 之

进步

１９３５．０７－

１９３６．０６
１９３６．１２

中华图书馆

协会会报

集中文法两院书籍、改编中文书、刊印卡片目录、整理西文目

录、清查书库实存书籍并补制书卡、整理期刊、登录与装订、

整理旧欠新欠书籍、流通统计、互借图书[４４]

国立 北 平 大

学工 学 院 图

书馆

国 立 北 平 大

学 工 学 院 建

筑 新 图 书 馆

设 计 草 案 暨

本 年 度 工 作

报告

１９３５．０１－

１９３５．１０
１９３５．１０ 单行本

关于文书改良报告、函件组织之工作报告、档案排列工作报

告、收发文件工作报告、阅览室设备改良工作报告、阅报室改

良工作报告、关于书库整理事项工作报告、关于工作组织报

告、关于整理卡片事项报告、关于编印各项工作报告、关于杂

志整理事项报告、装订翻印购置及编辑事项报告、增加阅览

人对于在图书馆阅书工作[４５]

嘉兴 秀 州 中

学图书馆
图书馆报告

１９３６．０９－

１９３７(调查４
月底止)

１９３７年 秀州钟

新书之添购及分配状况、图书出借统计、整理书库重编类目

及卡片、添置目录柜改变杂志架形式、辅助补充与各项学科

有关之知识、汇订过期杂志及报纸、供给利用杂志及检查报

纸之工具、注意选择较有系统编制之图书[４６]

上海 工 部 局

公众图书馆
图书馆报告

１９３３．０１－

１９３３．１２
１９３３年

上海公共租界

工部局年报

流通书籍部分、新馆址、购置书籍、特种书之购置、装订、编订

书目、尚未完备之部分、定期刊物及新闻报纸、捐赠之书籍、

公用电话室[４７]

学友 互 助 社

第一图书馆

本 馆 馆 务

报告

１９３１．０３－

１９３２．０４
１９３２．０４ 图书馆月刊

本馆成立之经过、置备书籍、置备杂志报章、经常费、近两月

来之工作、三月来阅览人数统计、惠承捐赠之书籍[４８]

４．２　图书馆年度报告的基本特点

４．２．１　卢沟桥事变前发展迅速

自１９１５年起,京师图书分馆、浙江公立图书馆

开始编制年度报告,并公开发表.随后,«教育公报»
刊登了京师通俗图书馆、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和陕

西省公立图书馆年度工作报告.１９２０年代,松坡图

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图书馆建馆伊始,即编印年度报

告.１９３０年代,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各种类型的

年度报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我
国图书馆公开发布年度报告至少已经有１０１年的历

史.如果把我国图书馆年度报告发展状况放在我国

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中分析,我国年度报告无论

是制度化还是编制发布,和世界图书馆年度报告发

展进程相比,起步时间并不算晚,甚至可以说是起步

较早.从第一所面向公众开放的近代图书馆建立到

编制年度报告,仅用了１０年左右时间,从个别图书

馆编制年度报告到较大范围仿行,只用了不到２０年

的时间,发展迅速.编制年度报告具有连续性,如京

师图书分馆、松坡图书馆(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
浙江公立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等.编制年

度报告,不仅有中文版,还有英文版,如国立北平图

书馆.由表１和表２可知,国立北平图书馆、浙江公

立图书馆等还精益求精,编制的年度报告体例完备、
内容翔实.

卢沟桥事变前,图书馆年度报告发展状况良好.

可惜残酷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紧紧扼住了我国图书

馆命运的咽喉,卢沟桥事变后,大多数图书馆或被损

毁、或被占领、或被迫迁移,日常的借阅服务工作都

步履维艰,更遑论年度报告的编印.图书馆年度报

告的编制发布几近停滞,只有少数图书馆发布了部

分年度的报告.

４．２．２　呈公开化趋势

民国时期,图书馆年度报告的名称多样,主要有

图书馆报告、馆务报告、工作报告、概况等.图书馆

年度报告发布的途径广泛,主要有专著、政府公报、
馆刊、图书馆学报刊、所属机构主办的报刊等.各种

类型的图书馆都不乏公开发布的年度报告.连佛教

图书馆也公开发布馆务报告,如刊登在«海潮音»上
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二年来之馆务概况»[４９]和«世
界佛学苑图书馆馆务报告»(三周年)[５０].部分图书

馆还把年度报告分赠给其他图书馆,用于馆际间相

互交流学习.国立北平图书馆多次向其他图书馆分

赠馆务报告.身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先生,
亲自致函京师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等２１家

图书馆,请其将本馆书目、规程、周年报告及一切印

刷品各检一份寄予本校图书馆,以资借镜[５１].甚至

外国图书馆也向中国图书馆赠送本馆年度报告.据

«北京图书馆第一年度报告»赠书述要中记载,美国

国会图书馆赠其一八九七至一九二五年周年报

告[５２].年度报告系统地记载了图书馆一年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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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通过阅览其他图书馆的年度报告,对比本馆

工作状况,可以取长补短,促进自身馆务发展.大部

分图书馆均竭力公开本馆馆务信息,年度报告呈公

开化趋势.
有些图书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发表年度报告,

而是在馆刊、所属机构主办的报刊、图书馆学报刊等

刊物上,发表每周、每月、每季、学期、半年或不定期

的工作报告.除此之外,图书馆编制概况、一览、近
况或述略等,介绍本馆工作进展状况的,更是不胜枚

举.如燕京大学图书馆在 «燕京大学图书馆报»
(１９３１．１－１９３９．８)上,连续多年发布本馆工作统计

表和新编中日西文书目录.１９３３年,编印«燕京大

学图书馆概况»,分１２节,介绍该馆沿革、建筑、设
备、组织、藏书、经费、购书、分类、编目等情况.虽然

这些图书馆没有按年度发布报告,但在馆务信息公

开方面依然贡献巨大.

４．２．３　坚持客观性原则

图书馆年度报告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一切从

实际出发,准确反映图书馆年度发展状况.民国时

期,许多图书馆平时注意全面、细致地收集馆务资

料,按周或按月汇编统计表和工作报告.编制年度

报告时坚持实事求是,以真实可靠的数据说话,不夸

大成绩,也不回避问题.如中国科学社第十二次年

会«图书馆报告(民国十五年九月至十六年八月

底)»,如实揭示图书馆存在的问题.“现尚未聘定继

任人员,以致馆务方面,多为稽延.但以时局关系,
初拟进行之各种事业,如指导中等学校理科教育等

事,均未能举办.”“登录国际交换图书已到馆

者,除约半数已登录者外,尚未分类陈列,故不能供

参考之用.本年度内十之九已登录及归类陈列,拟
尽十六年内将其余悉数登录.凡美国政府印刷局所

出版之各机关类书均拟补足,再购索引卡片,以
备参考,如是则书不空藏,公诸大众矣.”“现在藏书

室已将满储书报,在一、二年内即有不敷应用之虞,
且建筑已久,易遭火患;本社尚有隙地,宜别建一钢

骨水泥屋,专为图书馆之用,惟募集经费为难,愿本

社社友加之意焉”[５３].中国科学社第十三次年会

«图书馆报告(民国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七月底)»
“再美国赠送或交换与本社之书籍,以省邮费计,常
由国际交换局转送,以致多有遗失.本年内虽取到

一部分,但遗失者仍不少,虽屡次函求美国各机关迳

寄本社,但终不得要领,愿诸社友有以教之”[５４].图

书馆主任路敏行不仅详细分析了图书馆存在的问

题,提出改进办法,还集思广益,寻求社友的帮助.
«一年历程缩影———孑民图书室一年来工作报

告»记述了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创办、苦撑、发展、巩
固的过程.在真实叙述成绩的同时,他们并不讳言

工作同学缺乏经验.“大家都不懂编目分类法,过去

正因为不懂,自己发明了一种古怪的分类法,弄得书

籍增多之后,会插不进去,令人哭笑不得,所以才要

重编的”[５５].图书馆编制年度报告秉承客观性原

则,直面工作中的进退得失,可以激发自我提高的内

驱力.

４．２．４　年度报告时间相对固定、体例各异

民国时期,图书馆发布年度报告的时间主要有

两种,一是每年终,报告起止时间为本年度的１月至

１２月;一是每年中,报告起止时间为上年７月至本

年６月.７０％左右的图书馆,是根据图书馆规程或

划分年度的惯例,按时编印年度报告,时间相对固

定.少数图书馆因为实际情况,略有变动.如秀州

中学图书馆因«秀州钟»出版日期关系,１９３６年年度

报告统计至５月止,１９３７年年度报告统计至４月

底止.
民国时期,图书馆年度报告有综合性报告,也有

专题性报告.但内容和格式缺少统一的、详细的规

定,各馆工作、人员、经费等又各不相同,所以年度报

告体例各异.内容繁简差别很大,篇幅短的不足一

页,长的二三百页.以阅览为例,有的图书馆只用一

句话介绍阅览人数和册数,有的图书馆不仅有阅览

人数、册数统计,还有阅者类别、阅书种类、开放日

数、每日平均、与上年度对比分析等等.格式各具特

色,有的逐月纪事,有的编制成工作报告表,有的分

门别类,详述各项馆务工作.

５　结语

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政局动荡、战乱频

仍、经济薄弱、国民阅读缺失等环境下艰难发展,不
断壮大.图书馆年度报告作为图书馆工作的一个组

成部分和图书馆行政的一个重要议题,颇受关注.
它们对于宣传推广图书馆服务,监督促进图书馆发

展,馆际交流学习等,大有裨益.民国时期,图书馆

在年度报告制度化、公开化、图书馆协会推动、图书

馆学人研究实践方面发展较快,并初具规模,对于我

国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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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iefStudyontheAnnualReportoftheLibraries
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

LiuRuiren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thelibrarianshiphadmadegreatprogress,and
compilingandpublishingtheannualreportshadbeenpaidmoreandmoreattentionbythegovernmentand
thelibrarycommunity．TheannualreportregulationwasclearlystipulatedinthelibrarylawsandregulaＧ
tions．TheLibraryAssociationofChinacalledonthatthelibrariescompiledandprintedtheannualreports
andvigorouslypromotedtheannualreportingregulation．Atthesametime,thescholarsoflibraryscience
alsoactivelypropagatedthesignificanceandmethodsofcompilingannualreports．Fromthehistoricaldata
regardingtheexistinglibraries,itcanbefoundthatthebasiccharacteristicsoftheannualreportoftheliＧ
brariesintheRepublicofChinaareasfollowing:ithadarapiddevelopmentbeforetheLugouBridgeInciＧ
dentandfeaturedtheopentrend,theprincipleofobjectivitywasadheredintheannualreport,andthereＧ
portingtimewasrelativelyfixed,whilethestylesweredifferent．

Keywords:TheRepublicofChina;AnnualReportoftheLibraries;LibraryRegulation;TheLibrary
Association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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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AnPingqiuDiscoursestheIntroductionsandCollationofChineseAncientBooks
ZhaoXuan

Abstract:OneofthefocusoftheinterviewtoMr．AnPingqiu,oneoftheiconicfiguresinthefieldof
collatingcontemporaryancientbooks．istheintroductionofoverseasChineseancientbooks,whileanother
oneisthenewacademicdiscoveriesandachievementsduringtheperiodofphotocopying．Whatreally
countsishowtoaccuratelyappraisethevalueofoverseasChineseancientbooksaswellashowtoevaluate
subjectorientationandcultivationoftalents．Notonlydoesthearticleaim todemonstrate Mr．An
Pingqiusindividualisticapproach,experienceanddocumentationinthefieldofeditionidentificationduring
theperiodofintroductionofChineseancientbooks,butitalsomanifestsmajorsignificanceofintroducing
overseasChineseancientbooksanddeepreflectionof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collatingancientbooks
andcultivationoftalents．

Keywords:Mr．AnPingqiu;TheReturnofChineseAncientBooks;EditionAuthentication;Subject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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