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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中的图书馆事业

智晓静 （厦门大学图书馆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新文化运动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和模式、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为中国新式图书馆的诞生和发

展提供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学习的样榜及人力资源上的保证，并促成了新图书馆运动的爆发。新图书馆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在图书馆领域的

发展与继续，在输入西方文明和科技、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推动公共教育的普及、保存国故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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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w Culture Movement gave an impulse to the decelopment of library cause. Advanced western ideas and means on

libraries were introduced largely into China，If provided the inward and public preparation，sucessful examples and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 libraries，and leaded to New Library Movement，which wa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produced great efforts to introduce western civiliz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accelerate school education，

pupular public education and save nation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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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关系步入了对话的历史新时期，

西方列强利用坚艇利炮轰开中国国门的同时，也将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传入中国，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重创了中华文明

“天朝大国”、为我独尊的优越心态，促使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

苦苦思索中国落后而西方强大的原因。他们意识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弊端以及学习西方文明的必要，于是发起新文化运动，

对外开放，积极宣扬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并以此为参照，改

革中国旧有的社会、政治、文化体制，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迈进。

鉴于教育在西方各国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兴办

新式教育来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便成为新文化运动

的一个主要内容。作为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教育发

展的得力方式之一的图书馆，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新文化运动

干将们的关注：“近今教育趋势，多利赖于图书馆，而民族文

化，亦即于是觇之……非力谋图书馆教育之发展，不可与列邦

争数千年文化之威权。”［1］“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

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

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但是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

针，不是依赖图书馆不可。”［2］因此，在空前的对外开放的时

代氛围中，西方先进的图书馆思想和模式、理论和方法，大肆

涌入中国并获得广泛传播，为中国新式图书馆的诞生和发展

提供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以及学习的样榜。

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时代热潮中，不少立

志报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出国求学，新文化运动爆发后，他

们学成归国，运用所学知识和技术参与改革活动，很快成为新

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中国最早出国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的人

才如沈祖荣、胡庆生等就是其中一部分，这些专业人才为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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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上的保证。新型图书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时而生，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

2 与新文化运动同步的“新图书馆运动”①

辛亥革命后，我国图书馆已经开始从传统藏书楼向近代

新式图书馆转变，一些主要图书馆摒弃了旧式藏书楼的办馆

方针和管理方法，藏书由完全封闭或少数人占有逐渐向社会

开放，并开始采用西方图书馆的先进管理方法，但是这些措施

只是零散、局部性的，缺乏系统和整体性，图书馆事业中还存

在着诸多陈规陋习，亟待突破。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各种新的学术思潮不断涌

现，反映各种新思想、新观点的书刊资料迅速增加，人民的求

知欲普遍高涨。受当时社会潮流激励，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

图书馆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场所，担负着输进知识、开启民

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担。当时的早期图书馆学家，“与其时正

轰轰烈烈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相呼应”，［3］ 发起“新图书馆运

动”，一方面“破除陋习”，一方面“建设新规”，在普及图书馆知

识，宣扬新的图书馆理念，培养新型图书馆人才等诸多方面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封建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的彻底转

变，并将教育功能注入新式图书馆，奠定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和

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思想史

上的一次思想启蒙。

1917年，留学美国获得图书馆学硕士的第一人———沈祖

荣学成回国，联合韦棣华、胡庆生等，携带有关新式图书馆的

影片模型、统计表等资料前往华北、华东、中南各省进行宣传、

演讲，普及图书馆知识，帮助民众认识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与功

能，推广美国图书馆学理论和管理方法，倡导图书馆改革，从

而拉开了“新图书馆运动”的序幕。

新图书馆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在图书馆事业领域的发展与

继续，它除旧布新，旨在“反对封建藏书楼，提倡新式图书馆”，

很快引发了全国性的图书馆改革风潮。这次运动主张学习欧

美先进的办馆方式和理念，同时又切合中国的实际，以提高国

民教育素质为目标，宣传“平民教育”，倡导图书馆公共精神，

实行“开架阅览”、“随意阅览”等一系列办馆举措，并以列强退

还的庚子赔款来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这次运动促成了民众

对图书馆价值的普遍认同，提高了民众对新式图书馆的利用

率，使图书馆的公共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提升了图书馆的

管理水平，促成了中国图书馆与国际的接轨和沟通，极大地推

动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发

展，直接促成了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4］

3 新文化运动主将对图书馆事业的倡导

新图书馆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场运动，在于它具有广

泛的社会参与性，当时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如胡适、鲁迅、

李大钊、陶行知等都十分关心图书馆事业，积极参与图书馆改

革和建设。

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发起人之一胡适非常注重图书馆的

功效。1915年，当蔡元培领导的教育部颁布《图书馆规程》和

《通俗图书馆规程》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在2月21日的日记中写

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

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

哉！”1922年7月6日，他与蒋梦麟一起就日本赠款用途拟定计

划的第一项即是“设东方历史博物馆及图书馆”。1925年4月，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胡适是捐款最多者之一，被推举为董

事及财政、索引委员会委员。他还曾于1930年6月参加在北平

召开的图书馆协会年度第三次常会，并作重要讲演，坦陈图书

馆的重要性：“能供真正之智者，唯有图书馆耳”，并称赞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成就：“北平近数年来，图书馆事业大有进步”，

“余欲长留此以享诸君所供给之便与眼福”。

作为“五四”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贡献颇多。1912年，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该科

实际上是北洋政府直接管理全国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导机构，领

导、管理全国的图书馆工作是其主要业务之一。在这个岗位上，

鲁迅为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如组织京师图书

馆的搬迁开馆、参与筹办京师图书馆分馆和通俗图书馆、具体

负责创办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等。在鲁迅日记中，有许多关于

图书馆建设的记载，具不完全统计共有94次之多。［5］

李大钊于1918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

辑《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就是由《新青年》等现代报刊联合北

京大学策动和导引的，《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堪称新文化运动

的主战场，李大钊正是借助这两个平台，将当时还比较冷门的

图书馆学引进大学讲坛，领入中国学术领域，极大地推动了中

国图书馆事业的飞速发展，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图书馆之

父”。同时他又将北京大学图书馆办成了中国图书馆史上第一

所利用书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让图书馆成为推

动新文化运动进程的一个重要公共平台。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5年任职期间，李大钊对该馆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整顿和改革，仅1918年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有关

图书馆改革的公告就多达15次。［6］在其主持下，北京大学图书

馆制定出中国第一个图书馆业务工作章程《北京大学总务处

图书馆试行条例》，内容涉及图书馆各个业务部门和各项业务

①关于“新图书馆运动”的起始时间，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本文从较多数人的看法，将之大致廓定为1917～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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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对业务工作流程进行系统规范；1918年10月，北京大学

图书馆迁入新建成的沙滩红楼，增设阅览室、书库、分馆，建立

了一整套以红楼为主体的新的读者服务体系，并采取开架阅

览、延长开馆时间、允许图书外借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

了图书馆服务效率，有效地改变了旧图书馆重藏轻用的顽症。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一所具有重大影响

的大学图书馆，不仅为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了有效

的辅助，而且利用自身的领军地位，对中国图书馆事业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非常注重图书馆的教化功能，自觉地以图书馆为阵地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利用进步书籍教育广大青年学生，

通过图书馆联络广大民众，凝聚民众力量。此外，李大钊还非

常注重馆际联系和协作，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第一个图书

馆专业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于1918年12月在北大成立，

将图书馆改革的影响扩大到全国范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非常重视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把图书

馆看作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改造社会的工具。1921年，中华

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任主任干事，他把图书馆教育列为专

门调查内容，委托沈祖荣开展图书馆教育调查。1923年，他组

织平民读书运动，掀起民众教育思潮，提出“创设平民图书

馆”，［7］意在以图书馆为阵地领导平民教育运动，积极响应新

图书馆运动。1925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领导下中华图书

馆协会成立，陶行知对该协会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被

称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催产婆”，［8］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

等15人一同被推选为董事。他还领导创建了中国近代较早的

协会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和纪念图书馆———东原图书馆。

此外，梁启超等德高望重的前辈也非常关注图书馆建设。

梁启超曾积极宣传外国图书馆的状况：“举国书楼以千百计，

凡有水井处，靡不有学人；有学人处，靡不有藏，此所以举国皆

学，而甲富天下也。”，［9］号召中国学习西方，以新式图书馆作

为富国强民的有力方式。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更是身体力行，直

接参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于1916年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

1925年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首任董事部部长及分类委员会

主任，1926年又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为推动中国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有识之士利用自己强大的影响

力与号召力，不遗余力地宣传新图书馆思想，将图书馆事业有

效地融入新文化运动之中，极大地发挥了图书馆的社会功效。

4 新文化运动中图书馆的功效

4.1 沟通中西，输入西方文明和科技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方之间的沟通交流蔚然成风，国内

各种先进报刊杂志大量翻译、介绍各种外国文章和书籍，将世

界各国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知

识广泛地介绍给中国。当时的新式图书馆，纷纷响应时代的

吁求，大量引进这些介绍国外先进思想的报刊、书籍，成为“五

四”时期中国民众接触、了解、学习国外知识的最主要的平台

之一，促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艺

思想的大解放。

“五四”前后的有识之士非常注重图书馆“输入文明，开通

知识”的功效，他们对比世界先进国家与中国，发现“方今欧、

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

尚闻然无闻焉”，［10］遂主张向先进国家学习，在中国设立新式

图书馆，利用图书馆“进以世界之知识”，输入西方先进文明和

科技技术，沟通中西，加速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
教会图书馆在沟通中西，输入西方文明和科技方面发挥

了很大作用。教会图书馆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年代最早的新

式图书馆，是中国人了解和观察西方先进文明的窗口、学习西

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平台。这些教会图书馆系采用西方近代图

书馆的管理方式和先进技术营造而成，是中国近代新式图书

馆的先锋。“五四”期间，教会图书馆事业继续稳步前进，为了

响应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兴办新式教育的需求，教会图书馆

纷纷和大学联姻，许多兼具教会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性质的

新式图书馆应时而生，如1916年的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1919

年的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1922年的山东齐鲁大学图书馆，

1925年的辅仁大学图书馆、天津工商学院图书馆等。这些图

书馆尽管规模有限，却带来了西方新式图书馆的思想观念、管

理方式和先进技术，成为向中国人输入西方先进文明和科学

技术的一个主要阵地。

4.2 辅助教学，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

“五四”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校图书馆也进入了

新的发展时期。当时许多教育家非常重视图书馆与教育之

间的密切关系，称学校图书馆为“学校教育成功的要素”、

“大学的命脉”、“教育的机关”，是学校教育的辅助机构和必

要补充，直接服务于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教

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积极推

行教育改革和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在他所拟定的教育方针

大计中，曾把大学图书馆列为“革新之起点”的重要地位。陶

行知领导创建专业的教育图书馆的“宗旨是辅助专家对于

教育学术的研究，并帮助总事务所所在地的教育增进普通

学识”，［11］ 即为从事教育的人员提供高水准的图书馆服务，

辅助教学科研工作，发挥学校图书馆在传递知识、传承学

术、服务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功用。

当时的教育家还强调高校图书馆作为“无名的教师”、“第

二课堂”的作用。李大钊说：“现代的图书馆已经不再是藏书

的地方，它是教育的机关，所以和教授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教

授法若是变更，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从前的旧教授法是以

教师为主体的，现代不满意这种制度，在课本以外，还有教师

指出许多参考书作为学生的自学教材，按照新的教授法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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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若没有完备的图书馆，藏了许多的参考书，决不能发生效

果。”［12］提倡以图书馆为平台，针对学生的特点，激发学生学

习研究的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的能力。他们还意

识到学校图书馆不仅是传播知识的阵地，更是对学生进行思

想教育的场所，所以倡导学校图书馆利用自身的优势主动对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养。

4.3 开启民智，推动社会教育的普及

清末民初，虽然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已引起关注，图书馆数

量有所增加并逐渐对一般民众开放，但是专制统治下的教育

不普及，且图书馆所藏多是深奥难懂的典籍，不符合一般民众

的需求，所以大多数图书馆利用依然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新

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崇尚民主，致力启蒙，强调图书馆在国民教

育中的重要性：“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

有关系，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

前途的事情”。［13］因此他们呼吁：只有充分发展图书馆事业，

国民才有机会利用图书馆，国民的文化素质才能提高，启蒙国

民性的目的才能实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各种公共图书

馆、社会图书馆、通俗图书馆被纳入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社会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劳工神圣”是新文化运动一个响亮的口号。占社会人口

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工的伟大力量是社会发展的保证，只有他

们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李大

钊呼吁：“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

供工人休息时间的阅览”，“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

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

他们知识的要求”。［14］公共图书馆的大众性、普适性特点，将

传统的图书馆和图书使用、接受教育的机会，由少数特权阶层

的专利品，转变为普通民众参与共享的精神资源，极大地推动

了社会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这些图书

馆的服务对象是一般民众，服务功能在于教育社会大众，所以

其馆藏由深奥趋于平实，藏书种类不再限于珍本、秘本、孤本、

抄本等，而转为注重实用性，以满足一般民众阅读需求，为他

们提供适合的书，让他们在轻松舒适的图书馆环境中，享受学

习知识的机会，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

由于中国当时的高等教育才刚刚起步，远远无法达到普

及，数量众多的普通民众还无法进入大学学习，普及性的社会

教育尤其必要。公共图书馆教育超越学校教育的局限，是学

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并且在服务方式和提供的文献资料方面

优越于其他形式的教育，给读者提供的学习环境更为宽松和

谐，让读者通过休闲式的图书阅读，获得精神上的共鸣，从而

有效地完成了社会教育机构承担的传承和更新人们的文化知

识，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任务。此外，公共图书馆还是对广大

民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进步思想的最佳场所，在对工农

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

4.4 保存国故，宏扬民族传统文化

晚清以来的中国，正处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机制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少私家

藏书大量流散，一些珍贵文献甚至流落异国。新图书馆运动

发起后，全国各大图书馆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指导下，开始注

重保存国故，努力搜集各种珍贵古籍以及各民族文字书籍，有

的馆还专门设立金石部来保存珍贵古籍金石拓片；各省立及

地方图书馆则肩负搜集、保存地方文献的任务，尽力收藏乡贤

著作，刊行掌故丛书，有条件的地方馆还添设了历史博物部，

以更好地保存国故。

由胡适等发起的“振兴国学”、“整理国故”运动也深深影

响了图书馆界。杜定友、沈祖荣、李小缘、王重民等早期图书

馆学家，接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自然热烈支持整理国故运

动，他们带领许多图书馆大量购买当时一些重要的出版社如

商务、中华、开明等影印或出版的大批古籍及新面世的甲骨

文、简册、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珍贵文献作为图书馆珍贵馆

藏，并对之进行科学系统的收藏和管理，既推动了图书馆管理

思想的变革，更促进了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通过图书馆而得以长久保存、源远流传。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新

图书馆运动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其影响并与之积

极配合，共同促进了启迪民智、教育救国这一时代任务的顺利

完成，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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