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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福建图书馆学期刊出版探微 

On Publication of Library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in Fujian Province 

 

智晓静 胡旭（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民国时期福建图书馆学期刊是福建近代图书馆史、文化史、教育史、地方史的有机

组成部分，对研究福建历史、人文极具参考价值，目前尚未发现系统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梳理

民国时期福建图书馆学期刊的创办与存续历程，分析其在时空分布、存续时间、停刊原因、价

值与意义、主题与特色等方面的普遍特征及个性差异，有助于挖掘其对现今暂处落后的福建图

书馆学期刊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  图书馆学期刊  出版  福建省 民国时期 启示 

[中图分类法]  G250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Library academic journal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Fujian Province 

is a part of modern library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local history of Fujian 

Province, which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researches on Fujian history and humanity, but this 

subject has not been studied thoroughly. In this article,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ujian library 

academic journals will be reviewed as a whole, the general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ation will be analyzed, includ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duration, cause of 

termination, value and significance, content and featur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contemporary 

Fujian library academic journals at a disadvantage will be discussed. 

[Key words]  Library Academic Journals;  Publication;  Fujian Province;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nlightenment 

 

0 引言 

我国正逐渐迈入民国时期图书馆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的黄金时期[1]，其中民国时期图书

馆学期刊研究是一个热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真实记录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

展历史，见证了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建构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研究我国近代图书馆

史、出版发行史、教育文化史等方面重要历史文献。探寻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发展历程，

还可以为我国当代图书馆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民国时期福建省图书馆学期刊是福建近代图书馆史、文化史、教育史、地方史的有机组成

部分，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可以梳理福建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展现地方图书馆的前进脉

络，充实福建省地方文献资料研究，印证图书馆出版的重要性。但至今这一课题尚未引起学界

重视，目前还未发现相关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希冀有所突破，从整体上梳理民国时期福建图

书馆学期刊的创办与存续历程，分析其在时空分布、存续时间、停刊原因、价值意义、主题特

色等方面的普遍特征及个性差异，并探讨其对暂时落后的当代福建省图书馆学期刊发展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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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虽然本文视角仅聚焦于民国时期福建省图书馆学期刊，但目的并不局限于探究某个区域、

某段时期内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而是旨在抛砖引玉，呼吁学界“以史鉴今”，深入挖掘民国时期

图书馆期刊出版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当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借鉴价值。 

1 民国时期福建省图书馆事业发展与图书馆学期刊出版情况概述 

1.1 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促成了期刊的创办 

图书馆学期刊的创办与发展，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民国时期图书馆

学期刊的创办、发展与消亡，始终以一致的步调追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我国近代图书馆事

业始于清末民初。1912 年 8 月，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开馆，标志着我国图书

馆事业完成了从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2]1930 年代开始，全国新办图书馆数量逐渐增

加，至 1936 年，已有各类型图书馆 5196 所，馆员１万余人[3]。福建图书馆事业与全国步伐一

致。清末民初，福建古代藏书业逐渐演变成新兴图书馆事业。1911 年 2 月于越山书院旧址成立

的福建省立图书馆（今福建省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成立的省级图书馆之一[4]，标志

着福建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端。此后福建省图书馆事业不断发展，至 1920 年代末，图书馆已遍

布全省各地，出现了公共、大中小学、机关、专业、乡镇图书馆等各类型图书馆。1929 年，福

建图书馆协会成立，标志着福建省图书馆基础的建立以及图书馆事业的阶段性发展。[5] 1930 年

代初，福建省已拥有各类型图书馆 50 所，处于全国领先行列。[6]图书馆事业的繁盛，促使图书

馆界自发产生进行图书馆学研究的需求。1930 年 9 月，《福建图书馆协会会报》正式出版，

“标志着福建省图书馆学研究的体制和研究队伍已基本形成”[7]（16-26）。1925-1936 年正值 20 世纪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8]，受此高潮感召，福建图书馆学研究迅速发展，涌现了金云

铭、俞爽迷、萨兆寅、陈鸿飞等一批知名图书馆学者 [7](17)，在他们的带动下，福建图书馆学研

究于 1930-1940 年代迈入兴盛时期，促成了作为图书馆学学术研究与宣传阵地的图书馆学期刊

的创办。 

民国时期福建图书馆学期刊，是省内最早宣扬近代图书馆思想、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探讨

图书馆业务的阵地，也是近代福建省期刊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全省图书馆界宣扬近代图书馆理

念，开展图书馆学学术研究，探讨目录学、文献学、文史学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促进了福建图

书馆和出版事业的发展以及学术的繁荣。 

1.2 期刊出版情况概述 

笔者依托“中国知网”、“超星资源中心”等平台，并查阅厦门大学图书馆等相关图书馆馆藏

资源，对民国时期福建全省出版的图书馆期刊进行调研，结果显示民国时期福建省图书馆期刊

出版始于 1929 年末，共出版图书馆期刊 16 种，其中有两类不属于图书馆学期刊：一、纯粹的

馆藏书目等期刊，含《福建学院图书馆图书目录》《乌山图书馆目录》《福建省立图书馆国防

问题论文要目》；二、临时的图书馆学报道、专号，含《福建图书馆学周刊百期纪念刊》《福

建建瓯县公立图书馆十周年纪念刊》《宁化县立图书馆创办周年纪念刊》《东光》《巷声图书

馆周年纪念刊》。排除这两类期刊，符合本文论述条件的民国时期福建图书馆学期刊共有 8

种，具体出版情形见下表： 

表 1 福建省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出版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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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 发刊时间 总期数 出版地 出版者 备注 

福建省立图

书馆年报 

1929.12 

 

1 期 福州 福建省立图书

馆 

福建省第一份

图书馆学期刊 

福建图书馆

协会会报 

1930.9 

 

1 期 福州 福建图书馆协

会 

福建省行业协

会第一份期刊 

图书馆学周

刊 

1931.1—

1933.8 

117 期 福州 福建图书馆学

研究会； 

福州《民国日

报》社 

《民国日报》

副刊 

厦门图书馆

声 

1932.1— 

1937.3 

4 卷 31 期厦门 公立厦门图书

馆 

 

厦大图书馆

馆报 

1935.9— 

1936.5  

1 卷 8 期 厦门 厦门大学图书

馆 

 

集美学校图

书馆季刊 

1936.1 1 期 厦门 集美学校图书

馆 

中学图书馆馆

刊 

学林 1941.12 1 期 沙县 福建省立图书

馆 

 

辅学季刊 1943.4 1 期 福州 福建省立图书

馆 

 

2 时空分布特点 

2.1 创刊时间集中 

从表 1 可知，福建民国图书馆学期刊出版时间主要集中在 1929-1937 年间，1940 年代进入

衰落期，1943 年后不再有图书馆学期刊出版。这与民国时期福建省及全国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背景密不可分，也与当时福建省及全国图书馆学事业的形成与发展周期一致。从时间上看，

福建省图书馆学期刊创刊与存续时间范围主要在 1929-1937 年间，与全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一

次高潮时期吻合。1936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少图书馆内迁，全国图书馆事业受到重创，到

1948 年全国仅剩 2702 所图书馆，馆员约 5400 人，与 1936 年相比，数量大大减少[9]。福建图书

馆事业同样于战乱中陷入低谷，图书馆学研究被迫中断，作为其衍生物的图书馆学期刊一律停

办。1940 年代创办的两份期刊也昙花一现，都只出版了一期即停刊。民国时期创办的福建省图

书馆学期刊后来都没有再复刊，这种状况导致民国时期成为福建省图书馆学期刊的鼎盛时期。

同时，民国时期也正是福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繁荣时期，二者的一致性体现了图书馆事业发展

与图书馆学期刊发展的相互影响。 

2.2 出版地集中 

从空间上看，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学期刊分布很不平衡。据统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

刊，可考的有 164 种[10]（44），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省市：北京 27 种，江苏 20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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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东 18 种，浙江 15 种。紧随其后的是四川 9 种、福建 8 种；江西 5 种、天津 4 种，湖

北、陕西、安徽、湖北、吉林、云南 3 种；台湾、河南、山东 2 种；黑龙江、河北 1 种。[10](32-

33)福建数量上不及北京等五省市，但稍强于国内其余地区。从福建省内范围来看，期刊地区分

布也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福州、厦门两地：在福州的有 4 种，在厦门的有 3 种，只有《学

林》在沙县，还是当时福建省立图书馆因战乱由福州内迁至沙县所致。这与当时福建省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有很大关系，福州和厦门一直都是福建省发展最好的两大城

市，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被迫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

中的两个，在承受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同时，也被动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的

输入与影响，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当时福建省图书馆协会、福建省立图书馆都建立在省

会福州，主要图书馆集中在福厦两地，如福建省立图书馆、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

书馆、厦门图书馆、集美学校图书馆、厦门鼓浪屿中山图书馆等。因此，当时图书馆学期刊都

集中在福厦两地属情理之中。 

2.3 存续时间短、总期数少 

福建民国图书馆学期刊总期数都较少，8 种期刊中有 5 种，《福建省立图书馆年报》《福

建图书馆协会会报》《集美学校图书馆季刊》《学林》《辅学季刊》，都只出版了一期。《厦

大图书馆馆报》不满一年，共 8 期；《图书馆学周刊》2 年 7 个月，出版总期数最多，达 117

期；存续时间最久的是《厦门图书馆声》，5 年 2 个月，共出版 31 期①。从时间上看，8 种期刊

中有 6 种在 1937 年前停刊，创办于 1940 年代初的 2 种，也都只出版了一期就停刊了。 

这些期刊之所以存在时间比较短暂，并非由于期刊自身原因（如质量差，销量低等），相

反，期刊销量很好，影响也不断扩大。如《厦大图书馆馆报》，第 2 期“本报启事”曰：“第一期

仅印五百册，……，不及三四日即告售磬，……自本期起，应爱阅诸君之盛意，加印一百

份……”[11](84)]第 4 期“编辑余谈”云：“各界赞许有加，殊觉赧颜，并蒙各界惠函索阅……”。

[11][198]第 7 期又连登两则“本报启事”， 一则云：“本报创刊号已分发告罄”，另一则告知读者：

“以前各期，除二、三、四三期外，其余均已售磬……”[11]（357-358）。再看《厦门图书馆声》，求

索者和赠阅量也很多，“每月编印数千份”，尚供不应求，“近复多有来函请补以前各期者，惜以

赠完，无可补赠。”[12]（459）据调查，《厦门图书馆声》以每期 3000 份的销量位列全国销量最大

的图书馆学期刊中的第三位[13]，足见销量和影响。 

事实上，停刊原因主要有如下两方面：一是当时福建乃至全国政治、经济等大环境的影

响。1930 年代初世界经济遭遇大萧条，我国未能幸免；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战事影响，

我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低潮，图书馆学研究随之进入衰落期。1940 年代，福建陷入战乱，经济危

机十分严重，教育经费大为缩减，图书馆入不敷出，难以继续图书馆学期刊的出版，所有期刊

全部停刊。具体到各种期刊，停刊主要原因也是时局动荡、经费不足。《福建省立图书馆年

报》只办了一期，创刊号上时任福建教育厅厅长的程时煃明确指出：由于教育经费不足，该馆

的创办进程一度受阻[14]。1930 年 1 月 6 日，福州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六事件”，程时煃及其余

                              
①实则 42 期，其中第 3 卷前 6 期两两合刊，后 6 期及第 4 卷 6 期三三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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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省政府委员被绑架，这一事件连带了福建教育、图书馆事业，福建省立图书馆虽未因此停

馆，但经费被削减，无力继续期刊的编辑出版。《厦门图书馆声》因为经费不足，从第三年

（1935 年）开始，只能两期合刊，到下半年开始又缩减为三期合刊，该刊多次在“本馆启示”栏

对此做出解释：“本馆声原订每月出版一册，只因本地方教育经费，积欠……个余月未发，经费

异常支绌”[12]（254,383）。到 1936 年实在无以为继，只好停刊。经费不足也是《厦大图书馆馆报》

停刊的主要原因：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到 1936 年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逐渐丧失了资本实

力，不能继续提供校费[15]，厦大图书馆经费锐减，发展受挫，“至厦大图书馆馆报一种，不得已

自本期（第六期）起减少篇幅。”[11]（274）第二个原因是创办者的离任。“一六事件”不仅导致图书

馆经费锐减，而且带来人事变更，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福建省立图书馆年报》主编谢大祉

辞职，直接造成该刊停办。1936 年 6 月厦大图书馆主任、《厦大图书馆馆报》创办者俞爽迷离

职，该刊随之停刊。1940 年陈鸿飞接任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创办了《学林》，他卸任后，只

出版一期的《学林》停刊。[16]1944 年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辅学季刊》创办人熊耀球因经费

困难辞职，该刊随之停刊。 

因时局不稳、经费不足、创办者人事变更等问题，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学期刊普遍存在刊

龄较短、出版周期不稳定、被迫停刊等问题，据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出版的 164 种图书馆学期

刊中，有 30 种仅出版过一期，出版时间不足一年的有 67 种。[10]（45） 

3 主题及特色 

民国时期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刚起步，图书馆学期刊是新鲜事物，所以当时福建图书馆学

期刊一般都会在期刊显著位置强调创刊宗旨，使之成为期刊主要内容之一。《厦大图书馆馆

报》每期刊尾“凡例”栏均标注创刊宗旨：“以提倡图书馆学，促进图书馆事业，研究实际问题，

解决应用方法为目的，不仅在引起图书馆界同志研究之兴趣，并在普及民众之图书馆常

识。”[11](41)《厦门图书馆声》则刊登在刊头：“报告本馆的状况，灵通图书馆消息，交换图书馆

学识，鼓吹图书馆事业。”[12](33)总结起来，这些期刊的创刊宗旨基本一致，主要是介绍图书馆

状况、普及图书馆知识、促进图书馆学研究。 

虽然这些期刊处于初创期，但一般都有清晰固定的栏目设置，体现出明确的主题。《福建

省立图书馆会报》主要栏目有：概述、大事记、本馆规程及阅览参观规则、捐书者纪念录等。

“概述”是期刊主体，介绍图书馆历史、馆务大事、组织结构、馆舍馆藏、用馆规则等。《福建

图书馆协会会报》设有论著、纪载、章程、会务、会员录等栏目。“论著”四篇，泛论图书馆事

业之各方面；“纪载”四篇，为图书馆参观记及图书馆概况。《辅读季刊》栏目有：论丛、杂

评、读书指导、科学研究、图书提要、本馆概况等，注重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学林》

栏目有：馆藏闽志略述、四库全书简述、中国十进分类法节要、四位号码著者表等。《集美学

校图书馆季刊》栏目有：图书馆书目、阅览室报纸一览、杂志一览、图书分类法说明等，旨在

指导学生阅读及使用图书馆。《图书馆学周刊》栏目有福建地方志、善本书介绍、图书馆学、

文献学、史学等论文。《厦门图书馆声》每期主要栏目有论著、馆讯、中外图书馆消息、新出

版图书介绍、文苑、赠书鸣谢等。《厦大图书馆馆报》每期固定栏目有图书馆学论文、新编图

书目录、赠书鸣谢、本馆工作统计、邮筒等。 



 

  6

总结起来，这些期刊的主要内容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揭示馆藏，公开馆务，汇报工作 

这 8 种期刊一般都设有本馆概况、馆讯、经费开支等栏目，介绍图书馆的历史沿革、工作

状况、馆舍馆藏、用馆指南等。旨在向社会介绍馆藏资源，指导读者使用图书馆，向社会公开

经费开支，则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期更好地经营、管理图书馆。 

二、推广阅读，普及图书馆知识 

这 8 种期刊的新出版图书介绍、书报评介、读书指导、中外图书馆消息等栏目，旨在落实

“读书救国”教育主张，推广全民阅读，发挥图书馆教育功能。期刊注重对分类法、著者码等图

书分类、编目知识的介绍，向社会普及图书馆知识。“赠书鸣谢”栏目，详细罗列个人及机构赠

书篇名及捐赠者信息，以鼓励赠书行为，向社会宣扬“藏之于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图书

馆藏书理念[10](94)。 

三、进行图书馆学术研究和业务交流 

这些期刊对图书馆学研究非常重视，一般都会用较大篇幅刊发图书馆学文章，这些论文大

多为图书馆同人、教授学者等撰写，内容涉及研究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问题、宣传西方先进图

书馆思想和实践、交流读书经验、指导读者正确利用图书馆等。《图书馆学周刊》学术性最

浓，刊登了很多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文史学方面的论文。《厦大图书馆馆报》的论

述、研究、记载、杂俎、书报评介等栏目，专门刊发图书馆学论文，全 8 期共刊载了 49 篇图书

馆学论文。《厦门图书馆声》的论著、文苑、什俎等栏目，《福建图书馆协会会报》的论著、

纪载等栏目，也都专门刊载图书馆学方面论文。 

此外，为了扩大影响，打开市场，这些期刊都延请名人题签、致辞，为期刊增色不少。这

是期刊对名人效应的充分利用，形成了福建图书馆学期刊一个特色，是我国期刊编辑史的一个

奇迹[17]。 

《厦大图书馆馆报》《厦门图书馆声》刊名题签对“圕”字的使用也颇具特色。二刊题签写

作“厦大圕馆报”、“厦门圕声”。圕”字乃“图书馆”三字合体，为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所创，因

其字形构造别致新颖，深受中日两国图书馆界喜爱。二刊运用此字，增添了刊名的特别性。 

4 价值与意义 

4.1 保存高价值史料 

福建民国图书馆学期刊，大多为馆刊，对图书馆概况、馆藏书目、业务工作，甚至经费开

支、赠书者都有详细介绍，可以真实反映一馆的藏书规模、馆藏结构、分类思想、发展理念。

这些内容为研究各馆馆史保存、积累并提供了宝贵资料。例如创办 5 年多的《厦门图书馆

声》，不仅清晰展现地方图书馆发展变革的历史脉络，反映了福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全貌，而

且真实印证了福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状况。像《厦门图书馆声》的“厦

门地方志”、《图书馆学周刊》的“福建地方志”栏目，都是宝贵的福建省地方文献资料，具有极

高史料价值。 

4.2 充实出版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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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民国图书馆学期刊体现了几种出版模式：一、图书馆学研究机构+其他出版机构合作

模式，如《图书馆学周刊》由福建图书馆学研究会联手福州《民国日报》社出版发行。二、图

书馆+大学合作模式。以《厦大图书馆馆报》为代表。三、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研究机构单独编

辑出版模式。其他几种期刊均属此类，体现了图书馆在图书出版中的多重角色：不只是出版

者，而且兼具印刷者、发行者、发售者等多重身份。福建民国图书馆学期刊是民国时期出版发

行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4.3 推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 

我国图书馆学期刊创办初期，一直以比较单一的书目报道、业务统计为主要内容，福建省

图书馆学期刊在此基础上有较大突破，开始将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文史学、图书馆业

务研究当成主要内容，努力让期刊发展成为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当时我国图书馆事业处于初步

发展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福建图书馆学期刊为图书馆人提供了学术研究

和工作探讨的园地、建构自身理论体系和实践操作的平台，推动了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这些图

书馆学期刊汇聚了大量福建图书馆人的著述和论集，可以全方位体现他们的学术成就与人生经

历，是研究图书馆人的重要史料。 

5 借鉴与启示 

民国时期福建省图书馆学期刊有如上 8 种，数量上处于全国中游水平，同时也具有较高质

量。《厦大图书馆馆报》《厦门图书馆声》虽然存续时间不长，但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前

者入选仅收录 13 种“民国时期编印发行的著名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馆刊”[11](1)的《近代著名

图书馆馆刊荟萃》，后者入选只收录了 10 种“民国时期著名的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馆

刊”[12](1)的《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续编，说明具有一定分量。只出版一期的《福建省立图

书馆年报》《福建图书馆协会会报》《学林》，入选《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四编、五

编，可见也具有一定影响。这些图书馆学期刊的入选，反映出民国时期福建省的确属于“文化与

学术氛围较浓厚省份”[18](92)，证实了民国时期福建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但如今，福建省图书馆

学出版堪称不景气，目前仅有《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情报探索》《文献信息论坛》三种

普通期刊及今年 6 月新增的《福建图书馆学刊》。与民国时期相比，不仅数量上退步明显，质

量上也落后很多：全省竟没有一份图情类专业期刊入选南大核心或北大核心，除了《情报探

索》，其余期刊甚至连中国期刊网都没加入，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民国时期福建图书馆学期刊

在数量和质量上处于国内中游，是当时福建图书馆事业顺利发展的产物，见证并推动了当时全

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当今福建图书馆学期刊的衰落一则验证了我省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不足，二则不利于我省图书馆事业的顺利展开。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历史，以史鉴今，寻

求突破。 

5.1 图书馆学期刊要坚持特色办刊 

民国时期福建全省图书馆学期刊只有 8 种，但栏目设置各异，内容丰富多彩。《福建省立

图书馆年报》侧重揭示馆藏、宣扬图书馆功能，《福建图书馆协会会报》着力介绍协会章程、

会务、会员等，《辅学季刊》注重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学林》关注分类法、著者码等

图书馆业务，《集美学校图书馆季刊》注重指导学生阅读，《厦大图书馆馆报》偏重揭载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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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撰述译稿，《厦门图书馆声》旨在灵通图书馆消息，兼顾厦门地方志知识。《图书馆学

周刊》以报纸副刊形式发表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形式在国内比较少见[7]（22）。而如今我国图书馆

学期刊，数量和版面都增加了很多，却存在“千刊一面”的状况，无论规模大小，都一味求全求

多，有特色者不多。福建图书馆学期刊目前处于落后位置，想要凭借求全求多在全国占据一席

之地非常困难，不若借鉴民国期刊的做法，专攻某些领域，重点打造期刊特色，比如依据地理

优势，创办侧重研究海峡两岸图书馆学事业发展、闽台两地图情交流的学术期刊。走特色化办

刊道路，或许有助于福建省成功创办几种规模小却独具特色的期刊。 

5.2 延续历史，复办馆刊 

民国时期福建省图书馆学期刊，对于主办图书馆而言，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产，如能充分

利用这些历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馆刊，可以使之焕发二次青春，推动当今期刊的发展。如今已

不少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老馆刊得以延续生命，如安徽省图书馆的《学文》、杭州图书馆的《文

澜》、温州市图书馆的《籀园》等，都沿用民国时期老名称，让这些民国期刊获得新生[18](94)。

目前福建省图书馆学期刊数量和质量都亟待提升，完全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复办民国馆刊。民

国期间福建省立图书馆先后出版了《福建省立图书馆年报》《辅学季刊》《学林》，福建省图

书馆协会创办了《福建图书馆协会会报》，虽然由于历史原因都仅出版了 1 期，但都产生了一

定影响，《福建省立图书馆年报》《福建图书馆协会会报》、《学林》入选《近代著名图书馆

馆刊荟萃》四编、五编，即是一个明证。这些历史上的期刊是福建省图书馆与福建省图书馆学

会拥有的宝贵历史遗产，可惜未能得到利用。二机构现有的《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福建

图书馆学刊》，全国影响甚微，没能充分利用民国期刊的历史积淀应当可算一个原因。《福建

图书馆学刊》于今年 6 月刚创刊，完全可以延续民国期刊的历史，发展成 “立足福建，辐射两

岸”、具有福建特色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厦门市图书馆的《厦门图书馆声》，知名度颇高，但

目前的《图书馆探索》，即便在福建省内也籍籍无名。该馆其实完全可以继续沿用《厦门图书

馆声》这一典雅且富有特色的名称，充分利用其历史上的影响，其效果应远胜于《图书馆探

索》。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厦大图书馆馆报》历史上颇具影响，但目前该馆尚无自己的期刊，

委实可惜，如能延续历史，复办馆刊，必将会为该馆乃至福建省图书馆界提供一个良好的图书

馆学研究和工作交流的平台，推动福建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5.3 办刊风格活泼，注重编读互动 

当今图书馆期刊大多拘泥于学术性，严肃得近乎死板，基本没有编读互动。其实，可以借

鉴民国期刊做法，适当增加期刊的活泼性，加强期刊与读者的互动。如《厦大图书馆馆报》每

期都有固定栏目“邮筒”以及其他形式的编读往来栏目，如第二期的“编者之言”、第四期的“编辑

余谈”、第五期的“编辑室之语”、第六期的“编后播音”等，成功充当了“邮筒”，成为编辑室与读

者、投稿者之间沟通交流的良好渠道。主编俞爽迷每期都亲自通过这些栏目与读者互动，对读

者、投稿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共同探讨图书馆业务问题，甚至就他们个人发展中的

困惑给出建议。这些互动往来，不仅增添了期刊的生动活泼性，而且拉近了期刊与读者、投稿

者的距离，非常受欢迎，值得当今图书馆学期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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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国时期福建图书馆学期刊的创办与发展，离不开当时图书馆先驱的不懈努力。比

如俞爽迷创办了《厦大图书馆馆报》，不仅亲自进行编辑、撰写论文，而且连拉广告、约稿等

事务也都亲力亲为。余少文创办《厦门图书馆声》，几乎每一期都撰写论文。他们是期刊的灵

魂和支柱，没有他们就没有期刊的创办，这些期刊随着他们的离任而停刊，也足以说明他们对

期刊的重要性。目前，福建省图书馆学期刊发展不景气，如能培养、引进这样的领军人物，对

福建省图书馆学期刊出版事业突破瓶颈、长足发展将大有裨益。 

6 结语 

民国时期福建省图书馆学期刊，是当时福建图书馆事业繁荣发展的产物，其诞生得益于当

时时代的进步，其发展是福建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缩影，其兴亡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

的影响，是福建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社会变迁在图书馆学领域的真实反映。因此，将民国时

期福建图书馆学期刊当作考察近代福建图书馆史、教育史、出版发行史、文化史、地方史等方

面重要历史文献资源和分析依据是可行的。如今，福建省图书馆学期刊暂时处于较落后的地

位，全省图书馆人应该努力研究历史，在回望历史中找寻前行的力量，改变福建省图书馆学期

刊的现状，推动全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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