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斌汉 大学学 报 ( 于卜会科学版 )
一

九 ` !
」

于、

辛亥革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谢 灼 华

辛亥革命对我国社会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发展影响是 !
_

〔大的
。

就以图 朽馆事业为例
.

!臼

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高
,

资产阶级对图书馆的改革
,

使清末以来建立

的各省省立图书馆逐步开放
,

并陆续举办各种公共性质的图书馆
,

垄本上完成了省会公共图

书馆系统的建设
。

同时
,

由于新图书馆学的介绍和欧关日本图书馆技术的推广
,

也使图书馆

工作开始脱离封建藏书楼的影响
,

转入近代图书馆的轨道
。

当时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发挥
,

是

以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面 目出现的
。

图书馆规程的颁布
,

则是资产阶级图书馆立法

的开端
。

所 以
,

研究和探讨辛亥革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

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

训
,

将会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

辛亥革命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

其前

因在于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直接推动和亲 自掌握的图书活动
。

一九 O 五年同盟会成立前后
,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舆论上批判改良派的同时
,

在组

织上逐步在各地发展革命小团体
。

这些革命小团体在深入发动群众
,

宣传革命思想
,

进行秘

密组织工作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

其中值得重视的是革命团体的藏书楼和阅览室
。

武昌日知会
,

本来是圣公会举办的公开的群众阅报所
,

但逐步为革命党人刘静庵等掌握
,

成为重要的革命团体
。

以后
,

张难先曾回忆说
: “

日知会者
,

乃科学补习所党人刘静庵独力缔

造之革命机关也
。 ” “

定钩各种新闻杂志及新书任人入览
,

以渝进知识
” “

对阅书报者
,

招 待 极

周
,

迎机启示
。

数月
,

会务大进
,

党人稍稍来归
。 ”

①革命党人利用这个阅报室
,

作为宣传革

命思想
、

开展秘密活动之机关
。

他们印刷大量革命宜传品
,

当时最受欢迎的是《革命军》
、

《猛

回头》
、

《警世钟》等书报杂志
。

日知会组织严密
,

逐步发展至新军士兵和会党
、

学生中
。

就是

在遭受破坏后
,

其会员仍分散至各地
,

继续举办各种类似机关
,

进行革命活动
,

如武汉当时

就有武汉阅报社等
。

影响及于江西等地
, “

胡厚斋牧师… …听刘敬安在日知会演讲
,

大 受 感

动
,

亦于返九江后设一开化阅书报室
,

……武昌日知会刘敬安所暗散之各种革命书籍
,

亦渐

公布于九江
。

故九江军学两界及绅商有志之士
,

与海关人员
,

受书报之益而秘谋革命者亦 日

多
” 。

②武昌 日知会的革命活动
,

实际上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
。

革命派重视图书报刊之作用
,

倡办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和阅览室
,

主要原因有二
:

一是图

书报刊可作为革命思想灌输之工具
。

所以
,

他们注意搜集明末清初的抗清文献资料
,

目的在

于通过这些富有民族精神的材料
,

以进行反满之宣传
。

如上海国学保存会藏书楼规定
“

皮藏

古今载籍
、

搜罗秘要图书
,

分别部次
,

以供本会会员及会外好学之士观览
。 ”

孙孟晋在评述其

藏书规定时称
: “

所谓
`

克罗秘要图书
’ ,

指收集世人所秘藏的明季抗清文献资料而言
,

这是与

它的反清宣传工作有关的特殊任务
。 ”

③二是藏书楼和阅览室是可以利用的合法组织
,

表面可

以流通图书
,

暗地里可作为秘密机关
,

联络党人
,

这也是当时处于清庭严酷的政治压迫下的



革命活动方式
。

如安徽安庆
, 1 9 0 2 年由潘晋华

、

葛温仲
、

陈仲甫 (独秀 )
、

何春台等创设了一

所藏书楼
。

1 9 0 3年
,

上海《苏报》案发
,

陈仲甫等抵安庆
,

就在藏书楼公开演说
,

通过演讲来

宣传革命思想
,

结合同志
。

所以
,

有人评论说
: “

安庆藏书楼实质上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

机关
。 ”

辛亥革命前各地革命派的图书活动
,

规模是不大的
,

且很多活动是处于秘密状态
。

但当

时图书馆
、

阅览室的社会作用发挥是很充分的
。

一些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和图书流通密切柑

关
,

而图书流通又与革命思想的传播紧紧相连
。

由于宣传革命思想的需要
,

促使藏书内容和
.

管理方法上改变当时藏书楼的
“

存古
”

传统
,

着力于
“

开新
”

的变革
。

读者对象大部分是作为革

命党人的士兵
、

学生等
,

就这点上也是与封建藏书楼有区别的
。

所以
,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

图书活动
,

为辛亥革命后图书馆工作的变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

其影响是深远的
。

辛亥革命的胜利
,

使全国人民精神振奋
,

政治改革和民主要求的呼声不断高涨
。

资产阶

级所取得的短暂的政治成果
,

很快就被封建阶级的旧官僚
、

立宪派所掠取
。

但是
,

辛亥革命

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
,

却逐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
,

出于对封建制度的强烈反抗

和斗争
,

有感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勾结
,

社会各阶层人士迫切要求阅读和研究社会政治
、

经济学说
,

以谋求中国社会之改造
。

而各地革命党人所掌握或领导的部分文化机构
,

也着手

于封建文化之改造
,

因此
,

我国图书馆事业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得到 了比较迅速的发展
。

一
、

辛亥革命的胜利
,

完成了我国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建设
。

我国清末各省省立公共图书馆之创办
,

从 1 9 04 年至 19 1 1 年间
,

先后有京师
、

湖南
、

河

南
、

黑龙江
、

直隶 (河北 )
、

广东
、

浙江
、

映西等省图书馆之倡建和开馆
。

这些图书馆正式开

馆
,

好些则在辛亥革命以后
。

从 19 1 2 年开始
,

属于国家图书馆的有京师图书馆
,

开馆于 19 12

年 8 月 27 日
。

省会公共图书馆
,

进行改组和开馆的
,

则有江南图书馆 ( 1 9 1 2 年 2 月 )
、

广东

图书馆 ( 1 9 12 年 4 月 )
、

安徽图书馆 ( 1 9 1 2 年 2 月 ) ; 新建的则有四 川 省 图 书馆 ( 1 9 1 1年 1。

月 )
、

广西图书馆 ( 1 9 12 年 )等
。

到民国三年左右
,

除少数边远地区
,

全国大部分行省 已建立

了省级公共图书馆
。

辛亥革命后
,

作为公共图书馆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各地通俗图书馆之建设
。

辛亥革命

之胜利
,

为资产阶级倡导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条件
,

当时
“

平民教育
”

的热潮甚为高涨
,

故各地

普遍设立通俗图书馆
。

最早设立的通俗图书馆是一九一三年十月在北京之京师通俗图书馆
。

此后
,

山东
、

直隶等省市都陆续举办通俗图书馆
。

截至一九一六年统计
,

全国有通俗图书馆

23 9 所
,

公共阅报处 1 8 0 3所
,

巡回文库 2 32 个
。

一九一五年教育部 《通俗图书馆规程》 十 一

条
,

正是在通俗图书馆建立的热潮中颁布的
。

除了省会设立公共图书馆
,

各地设立通俗图书馆外
,

市县图书馆也相继建立和发展
。

如
.

江苏之无锡
、

苏州等地均建立图书馆
。

广东全省
,

亦有多处图书馆
。

二
、

辛亥革命的胜利
,

促使我国资产阶级图书馆法规之公布
。

近代我国图书馆之立法
,

最早为清宣统元年 ( 1 9 0 9) 颁布之《图书馆通行章程》 ,

这个图书

馆法规因封建王朝之迅速覆亡而宣告结束
。

辛亥革命后
,

我国图书馆法规在种类上 已由一般

法规发展到了专门法规
,

内容的详备和完整也大有提高了
。

在全国省市公共图书馆普遍建立和通俗图书馆迅速发展的情况下
,

当时教育部分别拟定

《通俗图书馆规程》
、

《图书馆规程》 ,

于一九一五年十月
、

十二月呈请大总统批准公布
。

统观这

二种图书馆法规
,

其条文各为十一条
,

大要为图书馆宗旨
、

命名
、

审批手续等管理制度
,

图



书馆经 费
、

人 员
、

阅览规定 等竹理方法和考正染
、

衍存
、

扔 , 图书等奖脚办法等务项
。

从其条

文内容来科
.

已 .lt 备图 朽馆杀例的完备性了
。

《 图 拈馆规程》第
·

条规定
: “

齐省齐特别区城
,

应设图书馆
,

偷集备种图书
,

供 公 众 阅

览
、

务县份视地方情况设撇之
。 ”

而《通俗图书馆规程》第
·

条规定
: 翻

各省价
、

县治应没通浴图

书馆
,

储集各种通俗图书
.

供公众阅览
。

各自治区得视地方情况设 t 之
。 ”

这 -ln
,

比较明确地

规定图书馆设立之宗 旨
,

是储集各种图书或通俗图书
,

供公众阅览
。

所以
,

在某种愈义 l’. 说
,

它比清末之图书馆法强调图 l弓馆 设立楚为了
“

保存国悴
、

造就通才
,

是前进了一步 的
。

在 图书馆的设立上
.

《 图书馆规程》提倡政府兴建图
一

朽馆
,

也鼓励地方人士和公私学校
、

团体企业兴建图
·

!弓馆
。
《通俗图书馆规程 》还提出

“

工场
”

也应兴办图书馆
。

规程中明确规定通

过行政乎续的批 准就可建立图书馆
,

承认其合法地位
,

这就使图书馆事业变成为一种社会事

业
,

对于普及图书馆和发展 图书馆事业
,

是有相当推动作用的
。

《图书馆规程》还统一了图书馆名称
,

实际上也使图书馆的性质更近代化了
。

如规定
“

各省

及 务特别区域及各县所设之图书馆
,

称公立 图书馆
。

公众团体及公私学校所设者
,

称某团体

某学校附设图书馆
。

私人所设者称私立图书馆
。 ”

这样
,

结束了清末图书馆
、

藏书楼混称的局

面
,

划分了图书馆系统
,

这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

此外
, 《图书馆规程 》还规定了工作人员的配皿

。

而为了区别图书馆服务对象的不 同
,

公

立
“

图书馆得酌收阅览费
” ,

而通俗图书馆
, “
不得征收阅览费

。 ”

④

为了加强中等学校之管理
,

教育部于一九一二年公布《中学校施行规则》 ,

亦规定在教学

设备项下应有图书室之设立
。

此后
,

一九一六年
,

教育部通令国内出版书籍应缴送给京师图

书馆一部
,

这是呈缴本制度的施行
。

又通咨各省县图书馆应注意于本地人士之著述
,

以保存

乡 : L艺文
,

这是公共图书馆收集地方文献之规定
。

以上是图书馆立法 已发展到专门法令之标
:
七

教育部为了加强图书馆管理
,

职能上有所分工
,

关于图书馆管理方面由教育部社会教育

司 负责
,

而 图书馆修建事项则由教育部之总务厅分管
。

三
、

辛亥革命的胜利
,

促进了图书馆学研究之开展
。

作为近代图书馆学之介绍与研究
,

较早如王韬等介绍西方图书馆概况
,

较后如梁启超之

介绍西方图书馆制度
,

终究未涉及 图书馆管理和方法技术
。

廿世纪初年
,

当时社会人士还是

着力于宣传图书馆的作用
,

一般还是停留在图书馆职能之介绍和图书馆设立之必要的议论上
。

只有到了辛亥革命前
,

图书馆学的专论才开始出现
,

如孙毓修在 《教育杂志 》连载《图书馆》一

书
。

当时介绍的图书馆学
,

转译 自其他文字
,

少量加以评述
,

还算不上独立的研究成果
,

但

这还是有助于图书馆工作改革的
。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教育的发展
,

作为文化教育一部分的

图书馆学
,

逐步揉合东西方图书馆学的内容
,

出现于我国文化学术界
。

综观辛亥革命后的图书馆学研究和介绍
,

首先有一九一二年《东方杂志》 登载的 《近代图

书馆制度》 ,

又有谢荫昌之《巡回书库普及方法议》 ,

以 1 9 1 3 年王慈熔之《图书馆管理法》篇幅

较大
。

稍后
,

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出版 日本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小识》 ,

顾实编 《图书

馆指南 》 ,

影响较大
。

由于图书馆学研究之开展
,

国外图书馆技术和方法介绍增多
,

国内图书

馆管理方法上逐步舍弃传统之四部分类法
,

改而新编
、

补充
、

修订四部法
。

因新的图书增多
,

有些图书馆开始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
。

规模较大的图书馆
,

特别是教会学校开始试用卡片式

目录
。

改革虽然是缓慢的
,

研究也是相当落后的
,

但应该承认
,

近代图书馆学的研究还是开



展起来了
。

辛亥革命的胜利
,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

虽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发展

阶段
,

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

封建顽固派的反扑
,

革命很快流于失败
,

中国又走上了军

阀混战的分裂局面
。

我国一度有所发展的图书馆事业
,

因管理不善
,

经费无着
,

馆舍狭窄
,

委任失人
,

’

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部份图书馆变为粉饰太平的机构
。

下面是当时有代表

性的几个地区的情况
。

天津图书馆
, “

该馆择地甚佳
,

器具亦新
,

新旧书籍亦多可观
,

惟管理太形废弛
,

殊足可

惜
。 ”

⑤

广东图书馆
, “

… …惟其宗旨在存古
,

不在通俗
,

该馆职员多系从前老师宿儒
,

……查所

藏图书颇多
,

以旧书为大宗
,

新译书次之
,

图志外国书全无
。 ” “

现在阅览人数
,

每月平均约近

三百人
,

阅览书籍以新学书为最多
。 ”

⑥

江苏省图书馆
, “

规模宏阔
,

储藏甚富
,

兼多善本
。

惟新出之书未能旁搜博采
,

美 犹 有

憾
。 ”

⑦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
,

当时各地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
、

图书馆藏书内容和内部管理工

作水平等方面
,

都是比较落后的
。

这些情况
,

在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内是比较普遍的
。

本来
,

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

应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胜利 后 有较大发展
,

但

是
,

事实确乎出人意料之外
,

究其原因
,

除了当时政局的不稳定
、

社会经济的凋蔽和资产阶

级不可能进行比较有力的改革等原因外
,

就图书馆事业本身而论
,

一方面是领导机构的软弱

无力
,

既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和措施
,

同时
,

官僚机构的腐朽作风
,

把图书馆当作清

代遗老养闲休息之地
,

这当然是办不好图书馆的
。

另一方面是当时中国还没有建设起一支图

书馆专业干部的队伍
,

所以
,

当时图书馆工作和技术不能作较大的改革和变动
。

一九一九年
,

伟大的
“

五四
”

运动爆发
,

中国进入到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

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事业
,

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我国社会
。

中国共产党领导
、

影响下的进步

图书馆活动
,

苏区
、

解放区的图书馆事业
,

组成了现代革命文化一部分的新图书馆事业
。

这

种新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

为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训练和培养了我
.

国图书馆的干部
,

发展了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
。

这些图书馆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图书馆事业
,

无论从图书馆性质
、

图书馆工作内容
、

图书馆读者对象以及图书馆的社会作用等方面
,

都有

明显的区别
。

这也说明
,

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支持
,

人民的力量和要求
,

我国图书馆事业

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

注释
:

① 张难先
: 《 日知会始末 .)}

② 曹亚伯
: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

。

⑧ 孙孟晋
: 《清末东南的几个藏书楼 o)}

④ 《 图书馆规程 》 、

《通俗图书馆规程》
,

均见《东方杂志》第 12 卷第 12 期
,

1 9 1 5 年
。

⑤ 《视察第一区 (直
、

奉
、

吉
、

黑 )学务总报告 (直隶部份 ) 》
,

1 9 1 3 年
,

载《教育公报》第一册
。

⑥ 《视察第七区 (闽
、

粤
、

桂 )学务总报告 (广东部分 ) 》
,

1 9 1 4年
,

载《教育公报》第三册
。

⑦ 《视察第三区 (皖
、

苏
、

浙 )学务总报告 (江苏部分 ) 》 , 1 9 1 4年
,

载《教育公报》第三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