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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随着我国图书馆专业化发展、

各类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设立以及妇女解放运

动的影响，促成了中国籍女性图书馆学学人在

1919 年出现，如冯陈祖怡。自 20 世纪 20 年

代开始，女性图书馆学学人数量不断增加。她

们作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术研究者和图书馆工

作实践者，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目前，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研

究成果不断出现。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是韦

棣华、梁思庄、冯陈祖怡、刘修业、陈颂、戴

罗瑜丽等著名女性图书馆学学人，其他非著名

女性图书馆学学人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此

外，既有的多是学人个体研究，群体研究不

足。虽有研究考察了民国时期图书馆职业中女

性形象的塑造 [1] 以及女性群体构成类型、角

色与地位 [2]，但这些研究并未系统探讨女性图

书馆学学人群体的贡献。鉴于此，本文在统计

民国时期女性图书馆学学人数量的基础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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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女性学人群体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以助力

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

1  民国时期女性图书馆学学人群体数
量统计
1.1  女性图书馆学学人概念辨析

赵晓在总结程焕文、罗德运、谢欢等学者

关于“图书馆学人”概念的基础上认为“民国

时期图书馆学学人的共性是他们都曾从事图书

馆实践工作或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并对中国图

书馆学术和事业作出贡献。其工作和学术研究

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其国籍并不局限

于中国”[3]。可见，“图书馆学学人”是从事图

书馆学术研究和图书馆工作或图书馆学教育工

作者。此外，笔者认为，“图书馆学学人”应

侧重图书馆学术研究且有成果者，这比较符合

“学人”的概念。因此，本文中的“民国时期

女性图书馆学学人”是指在 1912–1949 年从事

图书馆学术研究和图书馆工作或其他工作的女

性，国籍不限于中国。毕业于图书馆学校后没

有从事图书馆学术研究者，不包括在内。

1.2  女性图书馆学学人群体数量统计

通过检索全国报刊索引、读秀、民国图书

等数据库，查阅宋景祁的《中国图书馆名人

录》、麦群忠和朱育培的《中国图书馆界名人

辞典》、吴仲强的《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

学人物大辞典》等工具书，民国图书馆事业档

案（如《四川省立图书馆职员资历表》档号：

民 109-01-0008），当代学者研究成果（如朱茗

的《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等）。然后按照民

国时期女性图书馆学人定义筛选，统计出民国

时期女性图书馆学人有 39 人，如表 1 所示。

1.3  女性图书馆学学人群体分析

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由外籍学人

和中国籍学人构成。其中，外籍学人有 5 位，

分别为美国籍的韦棣华、裴锡恩、毕爱莲、郝

乐德和挪威籍的戴罗瑜丽，占 12.8%。中国籍

学人有 34 人，占 87.2%。这些女性图书馆学学

人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

第一，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多接

受近代新式教育。她们中没有传统教育科举出

身者，也没有传统文献学、目录学出身者。她

们多毕业于国内外著名大学，如美国的纽约普

拉特学院、西蒙斯学院、加利福尼亚图书馆学

校、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大

学、西北大学、华盛顿大学、纽约州立图书馆

学校，日本的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加拿大

的麦基尔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国内的北京

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南大学、文华

图专、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等。统计的 39 位女

性图书馆学学人中 1 位信息不详，2 位毕业于

东南大学暑期图书馆学讲习科，其余 36 位毕

业于国内外著名大学，占 92.3%，受教育程度

较 高。

第二，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专

业构成多样，有图书馆学、蚕学、历史学、师

范、法律、教育、国文、文学、神学、英语等

专业。统计的 44 人次（一些学人就读多所学

校）中有 29 人次具有图书馆学教育背景，师

范专业有 5 人次，文学有 2 人次，教育有 2 人

次，其余专业都为 1 人次。总体而言，民国时

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专业以图书馆学为主，

占 65.9%。这为她们在各类图书馆工作奠定了

基础，使得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利用自身优势

大放异彩，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

第三，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多任

职于大学图书馆，岗位职级普遍较高。统计的

39 位学人中，有 19 人任职于大学图书馆，占

48.7%，高于公共图书馆工作者（28.2%）。她

们中担任图书馆学校校长，图书馆馆长、副

馆长、主任、副主任和图书馆部门主任者有

20 位， 占 51.3%。 普 通 馆 员 的 有 11 位， 占

28.2%。总体上，这一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

人岗位职级普遍较高。一是部分女性图书馆学

学人创办图书馆并担任馆长。如 1926 年 4 月，

李钟瑞创办无锡蚕业图书馆后担任馆长。二是

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多接受过高等教

育和图书馆学教育，扎实的专业基础为她们担

任较高职位提供了条件。

第四，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图书

馆学术研究集中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全面抗

战爆发前。本文所统计的 39 位女性图书馆学

学人，共发表论著 89 篇（部）。除 4 篇（部）

发表时间不详，其余 85 篇（部）发表于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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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民国时期女性图书馆学学人一览表

姓名
国籍 /
籍贯

工作经历 教育经历 学术研究成果

韦棣华
（1861–1931）

美国
纽约

美国理奇蒙德纪念图书
馆、文华公书林馆长、

文华图专校长

纽约普拉特学院
图书馆学、美国
西蒙斯学院

《庚子赔款与中国图书馆运动》 《运动庚子赔款
退回中国扩充中国图书馆之经过》

冯陈祖怡
（1895–1975）

福建
闽侯

南开大学图书馆、北京
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
北京中法大学图书馆、
中国国际图书馆上海 

分馆

北京女子师范学
校、美国加利福
尼亚图书馆学校

《图书馆教育急宜发展之理由及其计划》 
 《北京高师图书馆沿革纪略及新图书馆》 

 《中法大学图书馆概况》 《中国国际图书馆 
总分馆组织及工作》 《上海各图书馆概览》  

《中文目录编制问题》 《图书馆之责任与人生》

罗静轩
（1896–1979）

湖北
黄安

北平特别市市立 
第一普通图书馆

北京女子高等 
师范学校

《儿童书目汇编》

李钟瑞
（1896–1938）

江苏
无锡

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
校、无锡蚕业图书馆

江苏省立女子 
蚕业学校

《蚕业图书馆概况目录》

陆秀
（1896–1982）

江苏
无锡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图书馆、河北省立女子
师范学院图书馆、四川

省立图书馆

文华图专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
目录》 《本校图书馆一年来的经过》 《民国十二

年上半年本校图书馆报告》

冯绍苏
（1902–？）

江苏
南京

江苏省立第一女子 
师范学校图书馆、 
中央大学图书馆

东南大学图书馆
讲习科

《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图书馆书目》

彭道真
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图书
馆、国立中央图书馆

北京大学
《笔顺著者号码表》 《国立中央图书馆白沙民众

阅览室概况》

于式玉
（1904–1969）

山东
临淄

燕京大学教员、 
燕大图书馆日文部 

编目员

奈良女子高等 
师范学校

《通俗图书馆的图书选择法》 《图书改装费与登
录价格问题》 《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
文篇目附引得》 《介绍几种日本人名辞书目录》 

《国语索引凡例》

朱倓
（1905–1980）

浙江
海盐

广州中山图书馆、广州
文化大学

北京女子师范大
学、北京大学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善本题跋》

胡耐秋
（1907–2003）

江苏
丹阳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
馆、上海妇女界救国
会、广西民众教育馆

江苏省立教育 
学院

《活的民众图书馆设施法》 《图书馆里的一个普
遍现象》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二十年度实
施计划》 《民众图书馆的认识与商榷》 《江阴巷

实验民众图书馆半年实习计划》

陈颂
（1908–？）

湖南
长沙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

华中大学图书馆
文华图专

《（脑威国立图书馆）奥斯罗皇家大学图书馆》 
《康内基与美国图书馆事业》 《如何引导民众到
图书馆来》 《图书馆之任务与其在中国之地位》 

《图书馆统计》

梁思庄
（1908–1986）

广东
新会

北平图书馆、 
燕京大学图书馆

麦基尔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东方学目录》

林泽薇
（1909–?）

福建
闽侯

福建教育厅图书馆、 
福建图书馆协会

福建省立女子 
师范学校

《福建教育厅立图书馆概况》

许治玉
（1909–?）

江苏
句容

句容县立图书馆、句容
图书馆选购图书委员会

江苏女子职业学
校、江苏省立民

众教育院
《选购图书须知》

刘修业
（1910–1993）

福建
闽侯

国立北平图书馆
燕京大学、伦敦大
学图书馆专修科

《国学论文索引三编》 《国学论文索引四编》 
 《文学论文索引续编》 《文学论文索引三编》

刘华锦
（1904–1966）

湖北
黄陂

武汉图书馆、 
安徽省立图书馆、 

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
文华图专

《如何建立武汉模范图书馆》 《选书须知》  
《安徽省立图书馆中文书目》 《图书编目法 
概要》 《世界图书馆学大家梅弗尔·杜威》  

《中日问题论文索引》

吴元清
（1911–1996）

湖北
汉川

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 文华图专 《大学图书馆选用学生服务问题：怎样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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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国籍 /
籍贯

工作经历 教育经历 学术研究成果

郑婉锦 不详 福州植民学校校长
福建私立法政 

专门学校
《图书馆是文盲的疗养院》  
《图书馆应多用女职员案》

黄连琴 湖北
中央大学图书馆、四川
省立图书馆、西北农学

院图书馆
文华图专

《组织县区图书馆之宣传运动》 《图书馆推广事业》  
《幼稚园与图书馆》 《图书馆对于农村之服务》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图书馆概况》

蒋侣琴 无锡师范学校图书馆
《阅览室管理杂论》 《改进中等学校图书馆刍议》  

《中学图书馆之活用问题》

王京生
（1899–1972）

福建
闽侯

江西省立图书馆
伊利诺伊大学 
图书馆学系

《儿童图书馆学》

张葆箴 湖北 中央大学教育院图书馆 文华图专 《中国图书馆运动》

曾宪文
湖北
武昌

武汉大学图书馆 文华图专
《儿童图书馆之分类与编目》 《儿童图书馆之分

类与编目（续）》 《儿童图书馆之研究》  
《瑞士国立图书馆》

杨漪如
安徽
泗县

国立北平图书馆 文华图专 《北京大学图书馆新建筑概略》

朱瑛
山东
济南

北京大学图书馆、西北
联合大学图书馆、西北

工学院图书馆
文华图专

《图书馆使用法之研究》  
《（瑞典国立图书馆）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

裴锡恩 美国
美国堪城公共图书馆、
威尔墨公立图书馆、 

文华图专

芝加哥大学神学
学士、伊利诺伊
大学图书馆学系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 Through the Eyes of 
a Newcomer、Behind the Scenes in the Peiping 

National Library、Bibliographies Recent Library 
Books、Library Architecture in China

毕爱莲 美国 文华图专
美国西北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 
图书馆学专业

Introduction Reference Service to China

郝乐德 美国
纽约公立图书馆、 

文华图专
华盛顿大学 

图书馆学专业
Library Service for Children in China、 

Librarianship: A Profession

戴罗瑜丽
（1896–？） 挪威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纽约州立图书馆
学校

《北平各图书馆馆藏西文图书联合目录》、 
Medical Libraries in China、 

《清华学校图书馆西文分类目录》

沙鸥
（1899–?）

江苏
江阴

交通大学图书馆、金陵
女子大学图书馆、北京

大学等图书馆

东南大学、 
文华图专

《请教育部保障图书馆服务人员并饬订颁 
待遇标准案》 《各图书馆主要职员应援用 

专门技术人员案》

鲍益清
（1902–？）

江苏
常熟

上海远东大学图书馆、
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

东南大学 
图书馆科

《请本会建议各省市县公共图书馆附设流动图
书部案》 《成立地方图书馆协会以资联络案》

彭道襄
安徽
合肥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 文华图专 《儿童图书馆的重要性》

张汝钊
（1900–1970）

浙江
宁波

宁波图书馆
上海国民大学 

文学专业
《宁波图书馆沿革史》

王铭悌
湖北
汉口

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图书
馆、湘雅医学院图书馆

文华图专 《各种图书馆出纳法概述（附表）》

胡文同 不详 上海医学院图书馆 文华图专 《发展图书馆事业的途径》

聂锡恩 不详 台湾地区图书馆 文华图专
《本馆所用索书号码之说明》  

《由分类法说到儿童图书的分类（附表）》

陈汲 不详
国立中央研究院 

图书馆
北京女子师范 
大学、文华图专

《巴黎国立图书馆》 《巴黎国立图书馆》 （续）

罗家鹤 不详 震旦大学图书馆 文华图专 《汉译西文书目索引》

宋友英
浙江
绍兴

国立北平图书馆 文华图专
《国内各馆馆员得互相交换以资观摩案》  
《由本会函请图书馆学校应注重语言案》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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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其中，1922–1928 年发表 10 篇，占 
11.2%；1929–1937 年发表 70 篇，占 78.7%。1938– 
1945 年发表 2 篇，占 2.2%；1946–1947 年发表 
3 篇，占 3.4%。可见，民国时期女性图书馆学 
学人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在 1929–1937 年。 
这与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趋势相一致，是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晴雨 表。

2  理论探索：从事图书馆学术研究
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一些女性图书馆学

学人在学术研究中崭露头角。她们研究兴趣广

泛，从多个方面探索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之道。

2.1  探索图书馆的设立与经营管理

民国时期，女性图书馆学学人关注儿童图

书馆、中学图书馆和民众图书馆的设立与管理

等问题。在儿童图书馆方面，彭道襄考虑到

“儿童图书馆可以发展儿童的读书兴趣”[4]，主

张设立儿童图书馆。至于如何设立儿童图书

馆，王京生翻译的《儿童图书馆》一书涉及儿

童来馆登记办法、儿童接近图书方法、图书馆

对年龄较长儿童活动与待遇等问题，“可供创

设儿童图书馆者之参考”[5]。在儿童图书馆管

理中，图书分类编目至关重要。然而，民国时

期的很多儿童图书馆“整理图书与分类编目等

事，更无规则之可言”[6]。因此，曾宪文撰写

《儿童图书馆之分类与编目》一文，对儿童图

书分类与编目进行研究。罗静轩“有鉴于儿童

图书馆之不发达及儿童用书之需要”，从北平

特别市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藏书中选出适合幼

稚园到初中一年级的儿童图书 2 000 余种编成

《儿童书目汇编》。该书“前有分类表，后有索

引，极便检查，搜辑儿童用书一极有用之工具

书 也”[7]。

在中学图书馆方面，蒋侣琴认为图书馆有

无生气主要取决于读者多少，图书馆阅览室管

理员责任重大 [8]。中学图书馆的经营应以“活

用”为原则，可“在每次开学时，要利用机会

对学生（尤其是新生）讲演一次，把图书馆中

一切情形，如分类编目，卡片目录的用法，借

阅手续，详细地告诉他们”[9]。但中学图书馆

需要增加经费并保障其独立，图书馆主任应为

专任并慎重选聘，注重馆员训练并提高其地

位，增加图书数量但要精良，图书分类编目须

详加考究 [10]。此外，刘华锦翻译的《中学校图

书馆之办法与规律问题》一文关注读者操行、

学生出席、失书、图书馆自修、惩罚、课外活

动、指导学生利用图书馆、馆员与教员合作等

问题，对中学图书馆管理颇有参考价值。

在民众图书馆方面，胡耐秋的《活的民众

图书馆设施法》一书重视民众图书馆的经营。

该书除民众图书馆之定义、民众图书馆与民众

教育、民众图书馆之沿革等章节外，其余内容

如民众图书馆经营组织、选购及登记、分类及

编目图书管理、阅读指导、图书流通等 [11] 都

涉及民众图书馆的管理。该书与俞家齐的《民

众图书馆设施法》、徐旭的《民众图书馆学》

等著作从不同方面研究民众图书馆管理，他

（她）们通过著作，将“历年办理民众图书馆

之经验及研究之心得，以飨国人，其有裨于民

众图书馆事业之进展匪浅”[12]。

此外，黄连琴关注图书馆推广事业、刘华

锦关注建立模范图书馆、王铭悌关注图书馆出

纳法等，这些研究为各类图书馆的管理提供理

论指导。

2.2  探索图书馆的图书选购法

对图书馆而言，“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

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因此，图书馆学

界积极研究图书选购法。1929 年刘华锦女士

将华德（Gilbert O.Ward）先生所著 Practical 
Use Books Libraries 中 的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bout Books Buying 章节翻译为《选书须知》，

目的是“以为选书之助”。该文认为通过书评

选购书籍较为可靠，因为“其评言甚属可贵”，

并且“书评之用途甚广，非但可辅佐购求者而

已，及阅者于选读时，获益亦非浅鲜”[13]。然

后，作者论述了书评对于购书的作用与特点，

可为图书选购提供可靠方法。1930 年于式玉翻

译了日本田村盛的《通俗图书馆图书选择法》

一文，文章认为“图书馆中对于图书选择的问

题，不仅专门图书馆，就是通俗图书馆也属重

要”，然后从选择的职务、选择的标准、选择

的方法、图书馆之性质对于图书选择的关系等

方面进行了研究 [14]。这两篇译文是学界较早介

绍国外图书选购办法的文章，可为国内学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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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图书选购提供参考，也对各图书馆购买书籍

有指导作用。另外，还有女性图书馆学学人在

图书馆工作实践基础上编有图书选购论著。如

许治玉在担任江苏句容县立图书馆馆长和图书

馆选购图书委员会主席期间著有《选购图书须

知》，系统探讨图书选购问题。这些研究不仅

具有实用性，也丰富了民国图书馆学术研究。

2.3  探索编制图书目录与期刊索引

“目录非但为图书馆之登记簿，实为图书

之指南及向导也”[15]。因此，图书馆学界重视

图书目录研究。民国时期，女性图书馆学学人

的图书编目研究涉及两个方面：（1）图书编目

理论研究，探讨图书目录编制的方法与形式。

冯陈祖怡认为中文文字目录编制可按康熙字典

部首、笔画先后、笔画多少、汉字附加罗马拼

音从罗马字母、汉字附加注音字母拼音从注音

字母等方式排列编制，几种方式“各有首短

长”[16]。刘华锦认为图书编目有书名目录、著

者目录、标题目录、分类目录、书架目录、丛

书总目录、分析目录等 7 种形式，并介绍了

每种图书目录编制的方法，还列有图表 [17]。 
（2）编制图书目录。这一时期，女性图书馆学

学人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了多部图书目录。其

中既有馆藏图书目录，如陆秀的《河北省立女

子师范学院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目录》、冯绍

苏的《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图书馆书

目》、戴罗瑜丽的《清华学校图书馆西文分类

目录》、刘华锦的《安徽省立图书馆中文书目》

（第四册、第五册），也有专题目录，如梁思庄

编的《东方学目录》。这些图书目录对图书馆

管理和学术研究都有重要作用。

“期刊索引，就是代替我们搜集期刊上的

论文，指示各该论文所在的地方，使我们得以

节省不少时间与精力”[18]，对读者和研究者非

常重要。20 世纪 30 年代，女性图书馆学学人

编制了多部专题索引。1931 年“九一八”事变

爆发后，一些女性图书馆学学人编制中日问题

论文索引服务抗战。1932 年刘华锦编《中日问

题论文索引》，包含中日交涉概论、日本对华政

策、日本对华之不平等、经济侵略、满蒙问题、

中日问题杂谈、山东问题、中国对日态度、国

民之观察及态度、中日贸易、中国关税与日本

等主题。同一时期，“日本研究东方学之发达，

有一日千里之势。其从事者人才之盛，出版品

之精粹繁富，在在令人欣羡不无已。惟其鸿篇

巨制，散在各期刊中，末由荟萃为一编，吾人

殊感探检之不便”[19]。同时为了“备侵略拓殖

之参考”[20]，1933 年于式玉出版了《日本期刊

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该书分为

“分类篇目，篇目引得及著者引得数种，稽阅尤

感便利”。周作人认为“于式玉女士此次就燕大

图书馆所藏定期刊物数十种录取东方学论文分

类编为引得”，可解决检索日本研究论文的难

题。“学子如能利用之，其裨益当非浅鲜也”[21]。

另外，罗家鹤、金天游、杨伟先等合编有《汉

译西文书目索引》，刘修业编有《文学论文索

引续编》《文学论文索引三编》《国学论文索引三

编》《国学论文索引四编》等专题索 引。

3  工作实践：推动图书馆建设与发展
民国时期，女性图书馆学学人多在大学图

书馆、公共图书馆工作，她们推动图书馆发展

方式有 2 种。

第一，创办图书馆，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多由男性图书馆学学人

参与设立，但也不乏女性图书馆学学人的身

影。如近代中国第一所美国新式公共图书馆文

华公书林便是由女性图书馆学学人韦棣华创办

的。“1903 年美人韦棣华女士见我国文物之邦，

乃竟无一图书馆。于是在文华学校内创办图书

室，自任总理。至是看见中国时机很好，益加

奋发她办理图书馆的热心，于是数次返美，募

集巨款，在文华大学校内，建立公书林”[22]。

这不仅对近代湖北地区图书馆的发展有启蒙示

范作用，而且还是“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发

起者、推动者和践行者，促成了创办新式公共

图书馆高潮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 [23]。除公共图书馆外，李钟瑞对专门图书

馆的设立做出了贡献。1926 年 4 月，李钟瑞创

办无锡蚕业图书馆并担任馆长。她致力于搜集

有关蚕业的各类书籍，接受各处捐赠的蚕业书

籍 3 000 余卷，宋、元代的旧蚕书也征集到数

10 种，还编有《蚕业图书馆概况目录》[24]，以

便开展图书馆日常阅览和管理工作，推动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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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发展。

第二，任职于各类图书馆，推动图书馆的

建设。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任职于各

图书馆，她们兢兢业业。如 1928–1933 年，罗

静轩任北平特别市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馆长。

她多次向北平特别市教育局呈请补发馆员薪

资，增加图书馆经费。同时她“勉力从事整理

内部，故一年来苴补残籍，葺修馆舍，简购现

代之词林，略罗科学之笔海，而于党政诸书，

征求购备，粗具规模”[25]。1928 年至 1936 年，

戴罗瑜丽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主任。在她

的带领下，“该馆内部组织，以及管理方法均

极完善，在吾国医学图书馆中堪称首屈一指。

此等成绩，皆戴夫人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所

至”[26]。全面抗战时期，黄连琴任国立西北农

学院图书馆主任期间积极推进馆舍修建和馆藏

资源建设，购进全套《国闻周报》《东方杂志》

《万有文库》第一和第二集、《四部丛刊》《四

部备要》正编各一部。经多方努力，馆藏图书

由西安临时大学移交的 87 册中文图书增加到

40 073 册 [27]。同一时期，朱倓为保护中山大

学图书馆藏古籍付出甚多。1938 年 10 月，中

山大学图书馆迁运重要图籍时，她负责编制搬

运预算表，并督导馆员检点 5 万册珍贵图籍装

箱，最终得以保存 [28]。抗战胜利后，金陵女子

大学图书馆复员，“但一时却找不到一位受过

图书馆专业训练的馆员，图书馆复建工作进展

很慢。刘华锦先生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应

吴贻芳校长特邀，从安徽来到南京，担起了金

女大图书馆百废待兴的重任，领导图书馆 5 位

员工度过了艰苦的一年”[29]。此外，胡文同、

梁思庄、许治玉、吴元清、鲍益清等担任图书

馆馆长、主任期间努力推动图书馆建设。

4  专业教育：培养图书馆事业所需人才
图书馆员决定着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成败，

通过“发挥图书馆的教育，养成图书馆的馆

员，以供各地图书馆的需要”[30]。民国时期，

一些女性图书馆学学人依托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在这些女性图书馆学学人中，韦棣华女士

是典型代表。1920 年，韦棣华创办了文华大学

图书科，开创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

先河。1929 年，文华图书科独立发展成为文华

图专。20 世纪 30 年代，裴锡恩、毕爱莲、郝

乐德等 3 位女性图书馆学学人成为文华图专的

外籍教师，助力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作为

民国时期办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图书馆学

校，文华图专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培养了大

量人才。当时国内很多图书馆馆长、副馆长、

主任、副主任多由文华图专毕业生担任，学术

研究队伍也以文华图专毕业生为主，为民国时

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另外，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还从

事图书馆学短期培训、图书馆学中等教育和函

授教育，培养各类图书馆人才。1930 年 11 月

12 日，安徽省立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开办图书馆

专班，开设有党义、图书馆学概论、分类法、

图书馆经营论、图书选择法、中国目录学、英

文参考书、中文参考书、英文等课程，同时也

安排有实习环节。刘华锦和文华图专毕业生董

明道、安徽大学鲍哲文担任教师，讲授图书馆

学课程 [31]。1931 年 6 月，安徽省立第一中等

职业学校图书馆专班有 30 位学生毕业 [32]。刘

华锦等人的图书馆学教育活动培养了一批专业

人才，如 1931 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图

书馆专班的霍怀恕在安徽省立图书馆工作，他

很快成长为学术研究者，发表了《中外图书

统一分类法新旧版本之校勘》《书评的价值及

其作法》《图书登记略说》《对于“读图书登记

略说”后的答辩》《近人对于经部分类意见之

撰述》《图书分类的面面观》《线装书籍保护法》

《书架目录略说》等文章。在此基础上，霍怀

恕与图书馆学家岳良木关于图书登记问题展开

讨论 [33]，可见其学术水平。1932 年 7 月，上

海私立创制中学女子部设立图书馆科，戴罗瑜

丽与杜定友、洪有丰、李小缘、沈祖荣、刘国

钧、戴超等担任指导委员会委员，“专为养成

学校及公共图书馆适用人才”[34]。

1930 年初，上海图书馆协会附设函授学

社图书馆行政学系成立，后改名为“上海图书

馆学函授学校”。除陈伯逵、宋景祁、黄景顽、

孙心磐、黄维廉外，冯陈祖怡、鲍益清等女性

图书馆学学人在该校担任教员，教授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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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5]。此外，1934 年，上海图书馆学校创办

后，冯陈祖怡在该校讲授图书馆学课程，培养

图书馆专门人才，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5  建言献策：提出发展图书馆的议案
民国建立后，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各

类图书馆社团出现。自 1918–1949 年，至少有

44 个图书馆社团设立 [36]。这些图书馆社团的

设立与运转离不开图书馆学学人参与，其中包

括部分女性图书馆学学人。如 1924 年戴志骞

发起成立北京图书馆协会，冯陈祖怡被选为副

会长。192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简称华协）成

立后，韦棣华、冯陈祖怡、陈颂、彭道襄、彭

道真、冯绍苏、胡文同、王铭悌、罗家鹤、杨

漪如、陈汲等成为华协会员。此外，林泽薇加

入福建图书馆协会，鲍益清加入上海图书馆协

会。她们在图书馆社团年会中提出多项议案，

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建言献策。自 1923 年

中华教育改进社（简称改进社）第二届年会至

1944 年华协第六届年会，多位女性图书馆学学

人提出有关图书馆事业的议案，如表 2 所示。

民国时期，女性图书馆学学人提出的议案

多数通过，对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如 1933 年，宋友英、邓衍林和胡英鉴于“我

国图书馆事业尚在萌芽时期，各地专材亦极

少，每处办理互见短长。如能互换馆员，彼此

观摩，定收相得益彰之效”[37]，而在华协第二

届年会提出《国内各馆馆员得互相交换以资观

摩案》。此案提出正合时宜。20 世纪 30 年代我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但图书馆专业人才供

不应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交换馆员一定程度

上可以满足图书馆对专业人员的需要，促进各

图书馆之间的交流，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再如 1944 年华协第六届年会上鲍益清与蔡光

聆提出《成立地方图书馆协会以资联络案》，

建议中华图书馆协会分函各地图书馆，令“凡

已成立地方图书馆协会而陷于停顿者，促其恢

复。未成立者请其早日成立，以资联络”[38]。

该案经陈训慈提案后修改为《促进各地方图书

馆协会成立或恢复以加强联系推进事业案》，

议决通过后提请教育部。从 1945 年开始，中

国图书馆学社（1945 年 3 月 30 日）、兰州市图

书馆协会（1945 年 4 月 8 日）、广东省图书馆

协会（1946 年 3 月 30 日）、重庆市图书馆协会

（1947 年 10 月 18 日）等图书馆社团陆续设立，

这与华协年会提案有一定的关系。总之，这些

表2  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年会中女性图书馆学学人提案

序号 提案者 提案名称 提案会议
时间
（年）

备注

1
洪有丰、冯陈祖

怡、韦棣华
《图书馆善本书籍应行酌量开放以供参考案》

改进社 
第二届年会

1923 通过

2 冯陈祖怡、陆秀
《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各省教育厅增设图书馆学

额培植师资案》
同上 1923 保留

3 郑婉锦 《图书馆应多用女职员案》 华协第一届年会 1929 通过

4 冯陈祖怡 《本会应编刊新旧图书馆学丛书案》 同上 1929 通过

5 鲍益清、鲍健安 《请本会建议各省市县公共图书馆设流动图书部案》 华协第二届年会 1933 通过

6 冯陈祖怡 《为推广民众教育拟请本会组织民众教育委员会案》 同上 1933 通过

7 陈颂
《各县市立图书馆应力谋平民化案》 《由本会建议 
书业联合会编制出版物联合目录案》 《通知书业照 
欧美各国以七五折优待图书馆购买本版书籍案》

同上 1933 通过

8
胡英、宋友英、

邓衍林
《国内各馆馆员得互相交换以资观摩案》 同上 1933 通过

9
胡英、宋友英、

曾宪文
《由本会函请图书馆学校应注重语言案》 同上 1933 通过

10 沙鸥
《请教育部保障图书馆服务人员并饬订颁待遇标准

案》《各图书馆主要职员应援用专门技术人员案》
华协第三届年会 1936 通过

11 鲍益清、蔡光聆 《成立地方图书馆协会以资联络案》 华协第六届年会 1944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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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以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保障图书馆员待遇

为目标，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6  结语
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群体是近代

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男

性图书馆学学人群体不同，这一时期的女性图

书馆学学人群体既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专业化、

职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妇女解放运动与现代

新式教育的产物。相对于男性图书馆学学人群

体，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学人群体规模较

小，但她们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大多毕业于

国内外著名大学，专业以图书馆学为主，这样

优越的教育背景为她们在大学图书馆、公共图

书馆的管理工作岗位发挥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这一时期，女性图书馆学学人秉持“学以

致用”的精神。她们通过图书馆学术研究、图

书馆工作实践、图书馆人才培养和图书馆社

团活动等途径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展

现了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女性的良好形

象，书写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光辉的一

页，值得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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