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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家圖書館原名國立中央圖書館，自 1933年籌備設館以來，迄今超過

八十二寒暑，期間經歷抗戰西遷、戰時搶救文獻、戰後復員與接收、合併

組織，以及播遷來臺復館等重要歷史事件。在建館過程中，猶以抗戰時期

最為艱辛。1937 年抗戰爆發後，央圖多次隨奉命播遷，自南京、武昌、岳

陽、宜昌，最後到重慶。在山河動盪的歲月裡，前線抗敵，後方亦須建設，

央圖不論是館藏的搬遷、古籍購藏、館務的推動、支持學術機構，都在險

惡的情勢中完成，奠定戰後復興之基礎。然因年代久遠，國圖對於昔日先

賢建館之事蹟與變遷歷程描述有所差異。今年適逢我中華民國抗戰勝利七

十周年，為使同仁更瞭解當時建館之歷程，本研究以館史文獻與南京、重

慶兩地實地勘查為基礎，重新審視相關敘述。一方面確認相關辦公廳舍、

藏書書庫、閱覽室之位置、營運情況，同時確認南京、重慶兩階段播遷時

間與館務經營內容，以提供未來館史研究之參考。 

 

 

中文關鍵詞：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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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一、研究背景 

國家圖書館原名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央圖）。1927年 4月，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翌年 5月 15日，大學院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

於南京，會中決議通過「籌備中央圖書館案」。1933年 1月，教育部

派蔣復璁先生為國立圖書館籌備委員，3 月制定籌備處組織大綱，教

育部旋於 4月 8日正式派蔣復璁先生為央圖籌備處主任。1936年 9月

6日，開放民眾閱覽，此舉轟動一時。惟原計畫於 1937年秋興工建築

的國府路新館舍，卻因抗戰爆發未能實現。 

至 1937年，這個攸關中華民國與民族存亡的一年，央圖除了必須

在戰時籌備建館，更須追隨國民政府自南京遷往重慶大後方。由於

1937年 8月 15日南京遭遇日軍空襲前，政府對於各機關疏散與撤離

並未全面性獲得有計畫協助，央圖亦未接獲任何指示。因此，在日軍

空襲後，央圖僅將重要圖書封存 262箱，運送南京朝天宮故宮博物院

新建庫房妥藏，至 11月始奉令西遷，提出重要圖書 130箱，運送下關

輪埠；11 月 23 日押運圖書至武昌，暫寄存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另

設辦事處於積玉橋基督教美國聖公會聖安得烈堂（位於今日武昌和平

大道）。一個月後，在耶誕節前夕 2周，南京淪陷，籌備處留存在南

京之財産全部遭損，遂再奉教育部令將機關遷移長沙。此後，根據央

圖相關館史出版品的紀錄，央圖籌備處曾歷經多次遷徙，包括 1938

年遷至岳陽、宜昌，最後到重慶，並在白沙與宜賓設置疏散典藏書庫

或閱覽室。直到 1945年 8月，抗戰勝利，還都南京。翌年 6月 24日

南京央圖始正式重新開放民眾閱覽。1948年秋，徐蚌會戰後，首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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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威脅，故奉令將精選文物裝箱運臺。 

今年適逢中華民國對日抗戰 70週年，在抗戰期間，當政府各部門

紛紛疏散之時，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不僅要實踐建館的藍圖，同時肩負

搶救國家善本古籍的重要任務，在這期間中央圖書館的實際位置、人

員配置及營運情況，對於現今的國家圖書館館員是十分陌生。央圖同

仁希望就此一遷徙過程，配合館史文獻與實地勘查，重新審視這段歷

史，一方面確認相關辦公廳舍、藏書書庫、閱覽室之位置、營運情況，

同時確認各階段播遷時間，以提供未來館史研究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透過大陸與臺灣兩地機構檔案，採取田野調查法、歷史

分析法、歷史變遷研究與典範研究交互運用，在參考資料方面，除運

用近人著作，並參考國家圖書館與相關檔案、政府出版品、學報、年

鑑為基礎，以歷史敘事（history narrative）呈現研究過程與結果。本

研究目的有三： 

（一）運用史料、老地圖、實地考察，以建構央圖播遷期間各典藏

地點與閱覽狀況。 

（二）以檔案資料，探索中央圖書館在戰時聚散、徵集之圖書文物

分佈典藏概況，從館史瞭解館藏中華文物傳播之艱辛。 

（三）由所收集的資料，呈現與前人不同視角，建構館史新視野，

俾供後世學者參考之用。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透過大陸與臺灣兩地機構檔案，採取田野調查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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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歷史變遷研究與典範研究交互運用，在參考資料方面，除運

用近人著作，並參考國家圖書館與相關檔案、政府出版品、學報、年

鑑為基礎，以歷史敘事（history narrative）呈現研究過程與結果。 

（一）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Field Study）又稱為實地研究（Field Research）是屬

於質性的研究方法。田野調查是指研究者深入至地方觀察與訪問，進

而獲得研究的第一手資料。以補強原先資料的不足與殘缺。本研究實

地參訪南京及重慶圖書館、檔案館，同時配合相關文獻紀錄考察，前

往南京、江津區白沙鎮與渝中區尋找央圖相關可能存留歷史遺跡。 

（二）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為間接研究方法，係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

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其主要目的在於

瞭解過去、洞察現在、預測未來。（葉至誠、葉立誠，2000：140）為

深入了解館史發展歷史脈絡，將歸納整理館史相關出版品和官方文件、

專書、檔案，用文獻分析法加以分析，以期達成本研究報告所設定的

目標。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對於國家圖書館的歷史，如以館舍位置與行政隸屬，約可分為 6

個階段： 

1. 央圖南京籌備設館時期（奉令籌備時期、籌備創館時期） 1933.4 

-1937.7 

2. 央圖重慶陪都設館時期（抗戰遷渝成立時期）1937.7- 1945.8 

3. 央圖還都南京復員時期（復員還都時期）1945.8-19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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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央 圖 改隸 國立 中央 博物圖書 院館 聯合管理 處時 期 

1948.12-1954.8   

5. 央圖復臺復館時期 1954.8-1996. 

6. 更名國家圖書館迄今 1996~ 

本研究範圍設定在第二階段「央圖重慶陪都設館時期」，自 1937

年 7月 7日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同年 11月 18日奉令西遷，

至 1945年 8月，抗戰勝利，還都南京。 

（二）研究限制 

1937年 11月 18日奉令西遷，溯長江往上游行，籌備處圖書輾轉

舟次湖北武昌，由宜昌入川，而至宜賓，直到 1938年 2月 12日抵重

慶，其間在湖北省的 3個月，館務活動發展，因缺乏資料及實地探訪，

擬於次年度再進行第二階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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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一、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史研究 

有關央圖館史（國家圖書館館史）研究的專書及論文並不多，主

要受限於各館館史史料與政府公開資訊有限，除機關自行編印之政府

出版品，如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撰《國家圖書館七十七年大事記》（2010）

或是2013年為了慶祝建國100年而編寫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

和展望系列叢書，由曾淑賢館長主編的《國家圖書館》一書，可以說

是目前對央圖歷史做最完整的研究專書，惟本書撰寫限於篇幅與撰寫

計畫時程，對於館史文獻與其它機關檔案之引用並不多。 

早期相關研究重要者包括曾經擔任央圖籌備處、館長之蔣復璁先

生 1935年撰寫〈國立中央圖書館〉一文，刊登於《文華圖書館學專科

學校季刊》（7：3-4 期），文中介紹央圖之業務與組織職能等業務；

另有 1942年出版之《國立中央圖書館第一年刊》刊登〈國立中央圖書

館小史〉、職員錄、組織規程以及各組工作概況等對於館務的介紹，

惜該文為介紹汪偽政權之央圖。 

1960、1970年代，屈萬里先生、昌彼得先生、蔣復璁先生均撰寫

專文，對於央圖的歷史做一簡單回顧，並分享己身的經驗，並於文中

規劃央圖的未來藍圖及賦予期許。之後的每十年間，都有館員於《國

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撰寫專文回顧館史，例如蘇精先生、周密先生〈國

立中央圖書館大事記－自民國 22-29年〉（新 12卷 2期，1979）、鄭

肇陞先生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五十年〉（新 16卷第 1期，1983）、黃

淵泉先生〈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週年大事記要〉（新 26:1，1993），

詳細敘述中央圖書館與其他國立圖書館之間的分合、競逐關係，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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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館史史料，內容詳實。其它重要論文包括，王振鵠館長的〈我國

近代圖書館事業之發展〉，收錄在《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第

三冊（1984），以中央圖書館設置為中心，擴及探討近代圖書館事業，

歸結出圖書館對文化發展之貢獻集中在包存歷史文化、推廣社會教育

與配合學術研究；許廷長的〈民國時期的中央圖書館〉（1995）、林

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之初創與在抗戰期間的文化貢獻〉（1996）

等。另外，張錦郎，〈抗戰時期搶救陷區古籍諸說述評〉（2013）則

對相關史實有更精細的討論。 

中國大陸方面學者較少提央圖的歷史，僅有對於蔣復璁先生的研

究，如羅德運所寫〈蔣復璁：一個不應被忘卻的名字〉刊登於《湖北

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88），以及《南京圖書館志》

編寫組編《南京圖書館志（1907-1995）》（1996）。另外有關文獻保

存同志會的研究近年來雖有數十篇，但非本文探討之範圍，於此存而

不論。 

 

二、南京及重慶地區現存央圖文獻及檔案資料 

（一）圖書館 

1. 南京圖書館 

南京圖書館的前身可追溯到創辦於 1907年的江南圖書館（由清兩

江總督端方創辦，1927年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中共建政

以後，1950年 3月 19日，大陸中央文化部令接受央圖館舍與圖書，

改名為國立南京圖書館，由中國大陸文化部文物局和華東軍政委員會

文化部雙重領導。1954年，將國立南京圖書館改名為南京圖書館，直

屬江蘇省文化廳，為江蘇省省級圖書館、大陸國家一級圖書館。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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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原央圖館舍，因此南京圖書館也保存部分央圖館史文獻，包括《國

立中央圖書館館刊》、老照片、老地圖等典藏豐富之等資料。原央圖

館舍後改為南京圖書館。一般稱之為南圖舊館，位於成賢街 66號，古

籍部位於龍蟠里 9號。2006年建置完成的新館，位於南京市中山東路

189號。 

 

2. 重慶圖書館 

重慶圖書館與央圖淵源甚深。1945年，國民政府爲紀念美國總統

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促進世界和平，創設

聯合國之貢獻，决定在重慶設立國立羅斯福圖書館。該館設籌備委員

會，由教育部聘請張群、朱家驊、王世杰、陳立夫、胡適、傅斯年、

蔣夢麟、蔣復璁、嚴文郁等 20餘人爲委員。抗戰時期央圖在重慶兩浮

支路口之分館館舍、閱覽設備，戰後悉數贈送當地成立國立羅斯福圖

書館。該館由籌備處委員嚴文郁兼任秘書，實際負責籌建工作。昔該

館組織條例未獲立院通過，在大陸陷落前，一直以籌備處之組織，處

理業務。1949年 11月 30日共軍入渝之後，國立羅斯福圖書館更名為

「國立西南人民圖書館」。1955年 5月，中共又將原國立西南人民圖

書館、原重慶市人民圖書館、原重慶市北碚區圖書館三館合併，組成

「重慶市圖書館」。1987年，重慶市圖書館更名為「重慶圖書館」。

昔日央圖館舍自 1947 年使用至 2007 年，因建築老舊，自 2007 年 3

月 1日起，舊館舍閉館，進行搬遷與整建。2008年 4月 8日，改為重

慶市少年兒童圖書館，館舍地址位於今重慶市渝中區長江一路 11號。

目前重慶圖書館新館位於重慶沙坪壩區鳳天大道 106號。就本次研究

之重點而言，該館典藏與計畫相關之資料主要集中在民國初期書刊與

地方文獻，包括重慶地方文獻閱覽室：位於該館四樓，典藏重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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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文化相關資料 8000餘種；民國文獻閱覽室：位於該館五樓，藏

有 1911-1949年的圖書 7萬餘種、報刊 6000餘種，以及少量 1949年

後再版的民國文獻等。（重慶圖書館所得與館史研究計畫相關資料詳

附錄 1） 

（二）檔案館 

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設在原南京市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

會舊址，該處先後從廣州、重慶等地，收集、接收了中央政府機構的

大量檔案，現為集中保管 1912-1949 年間各個中央政權機關及其直屬

機構檔案的國家級檔案館。該館館藏政府檔案共有 600餘件全宗，140

萬餘卷，全面的反映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諸方面情

況。本次調查所獲檔案資料主要分為 6部分，包括人員的進用考核、

報部資料（組織大綱、會計資料等）、申請人員薪資（米代金）、新

館建置及用地案、接收汪偽政府書籍財產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所藏央圖檔案卷宗目錄詳見附錄 2） 

2. 南京市檔案館 

南京市檔案館於河西新城夢都大街北側。新館於 2014年 7月建置

完成，對外開放使用。現有館藏檔案 329個全宗，341,174卷。其中歷

史檔案包括：1949年以前南京市政府的檔案共 39,314卷，分抗日戰爭

前和抗日戰爭勝利後兩部分，主要有市政府及其組成部門、直屬機構

的檔案全宗。 

此行至南京市檔案館，主要查找 1933至 1949年期間南京市政府

與央圖來往的公文。在經過繁複的申請手續後，查找到 55筆檔案 300

多頁資料，主要是 1930、1940年間，中央圖書館與南京市教育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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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局、財政局、工務局等來往的公文書，內容主要與圖書館的新館規

劃徵地案有關。對於當時中央圖書館於「成賢街」、「國府路」館舍

規劃建置一事，獲得進一步的瞭解及佐證資料。 

3. 重慶市檔案館 

重慶市檔案館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區天梨路曬光坪 56號，地理位置

與重慶圖書館約 5分鐘車程。該館樓上另有沙坪壩區檔案局，典藏主

要以 1949年以後檔案，故與本計畫關係不大。該館再利用政策係依據

中國大陸官方頒定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檔案法實施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各級國

家檔案館開放檔案辦法》等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典藏檔案包括重慶

市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類檔案。 

本次利用該館，取得資料包括央圖生活補助清冊；關於免繳政治

部央圖航委會使用重慶市立初中兩浮支路及大田灣地皮稅的呈、指令、

訓令；央圖等機構核撥重慶市核辦；關於重慶市財政局辦理中央圖書

館土地徵收及召開地價會議報告；關於中央圖書館收買及租用李孟凡

市中校等土地；填平新館門口糞坑；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侍衛長俞濟時；

關於報送清除中央圖書館垃圾情形；央圖舉辦軍事教育各種模型圖表；

重慶辦事處啟用；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錢應鈺實習；四川省立教育學院

派程劍烈實習；關於舊書木板價格過高；關於報送舊書攤調查表；關

於查明舊書木板時價給重慶善成堂書局；派員將依圖書籍轉運至上清

寺聚興村 22號；關於在兩浮支路中央圖書館左側籌建陪都體育場；四

川省立川東師範學校書畫展覽等檔案。 

閱讀相關檔案後，除了有助於比對抗戰結束前後央圖人員異動狀

況、館舍購置、館務經營、文化推廣，更重要的是透過新發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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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本計畫尋找到央圖在重慶鄰近館舍、辦事處、典藏書庫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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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問題與執行方法 

 

本文主要採取歷史分析法（history analysis approach）、歷史變遷

研究與典範（paradigm）研究、田野調查法交互運用。 

在執行方法上以田野調查法而言，分別由小組成員廖箴與黃文德

分別前往南京與重慶執行調查工作。廖箴藉由執行潘思源先生獎助本

館專業人員專題研究案。該研究案以「戰時館藏古籍文獻典藏與播遷

之研究」為主題，針對抗戰前後央圖（國家圖書館前身）於南 京、重

慶設館期間與播遷過程，駐在各地時之典藏、購藏古籍、播遷規畫等

活動，藉以彌補、澄清國家圖書館館史之疏漏，同時提供未來考訂論

證之引述。調查於 104年 4月 15至 4月 22日，赴南京進行移地研究，

係針對 1933-1937年、1945-1948年間，中央圖書館在南京成立及營運

的概況進行考察，於南京市區尋訪中央圖書館舊 址，並赴南京圖書館、

南京市檔案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南京博物院等地收集老照片、地

圖及檔案資料，對於進一步理解中央圖書館歷史，頗有啟發，所蒐集

之資 料，亦可充實國家圖書館館史典藏。 

黃文德亦透過「潘思源先生獎助本館專業人員專題研究案」之「戰

時館藏古籍文獻典藏與播遷之研究（南京、重慶）」之重慶部分。此

案提出赴重慶考察係針對抗戰前後國立中央 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前

身）於重慶設館期間與播遷過程、分支典藏等活動進行調查，希望就

此一遷徙過程，配合本館館史文獻與實地勘查，重新審視這段歷史，

一方面確認 相關辦公廳舍、藏書書庫、閱覽室之位置，同時確認各階

段播遷時間。經 104年 9月 15日至 9月 20日期間調查，確認館史文

獻之內容應以更嚴謹的角度去檢視其記載之正確性與合理性。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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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透過實地踏查，亦有助於發掘新的研究面 向。 

參考資料方面，小組成員除運用近人著作，並參考國家圖書館與

各國立圖館史相關檔案、政府出版品、學報、年鑑為基礎，以表格、

圖像、文字敘述呈現研究過程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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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舍及典藏地點考證 

 

經小組成員前往重慶圖書館、重慶檔案館，同時比對央圖典藏館

史文獻後，歸納整理出 1937年至 1945年期間，館舍、典藏書庫、國

際交換處、民眾閱覽室相關紀事並以編年按月方式列舉如下，以提供

後續於渝中區、江津區踏查館舍位置之依據： 

 

一、中央圖書館成賢街舊址 

成賢街 66號（當時門牌為成賢街 48號），還保留著一座建於抗

戰勝利後的三層閱覽室，這也是中央圖書館保存至今的唯一建築。之

前讀館史時，對於這棟建築的歷史十分熟悉，但未有實際印象。但親

自到訪後，發現該建築在南京圖書館遷至新館後，已被當地居民佔據

作為民房用，現在南京圖書館正進行追討中。 

1933年教育部派蔣復聰為央圖籌備處主任，同時訓令籌備處正式

成立於南京市沙塘園 7號，1935年增租雙井巷 12號民房，經實際探

查沙塘園、雙井巷等地，皆在成賢街上。後來中央研院所將籌備處對

面之成賢街 48號建物出讓，館方遂於 1934年 5月底教育部透過「管

理中英庚款董事會」（Returned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Commission）

申請補助建築設備等費 150萬元，並獲得同意。1936年 2月，籌備處

正式遷入成賢街 48號新購館舍辦公，同年 9月 6日新館閱覽室正式開

放閱覽，初期藏書逾 10萬册，分參考、報章、期刊、普通四部分閱覽。

至 1937年，此時央圖籌備處圖書與期刊已經增加到 18萬冊，同時開

放閱覽、參考、報章、期刊、普通書籍等四部份對外服務。此時的圖

書館，還沒有正式的書庫，圖書分藏在成賢街、網巾市等幾處小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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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中央圖書館在籌備期間，1937年由梁思成等人組成的「國立中央

圖書館建築委員會」，建築委員會勘定國府路（今長江路）的 46畝土

地作為建館基地。然而，正當蔣復璁等人躊躇滿志想要建立一個現代

化的大型圖書館時，抗戰爆發了。1937年 8月，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奉

命撤離。籌備處工作人員攜帶 130箱圖書，踏上漫漫西遷路。一路上，

籌備處沿著長江流徙，每駐一地便設立辦事處，開放閱覽，仿佛一所

流浪的圖書館。直到 1945年 9月 9日抗戰勝利，中樞各機構陸續返回

首都南京，中央圖書館也於 19天後接收戰前南京市成賢街 48號之舊

有館址，重返南京之路，整整經歷 8年之久。 

 

 

圖 1  南京時期館舍今日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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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慶渝中區中央圖書館相關遺跡與位置考察 

根據館史文獻紀錄，1938年 2月 4日，中央圖書館職員由宜昌將

部分書籍起運後，於 12 日抵重慶後，首先租用上清寺聚興村民房 18

號，後又租借 22號民房，作爲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公地點，同時借用

重慶川東師範學校大禮堂樓房作辦事處，但書籍初期仍留在宜賓。 

為何國際交換處與央圖籌備處辦事處不在同一處呢 ? 國際出版

品交換處成立源於 1928年，依「大學院令」，改隸國立中央研究院。

1934年，復直轄於教育部，但因圖書交換，仍與中研院互動密切。有

趣的是，中央究院物理研究人員所約略同時自上海抵達當地，根據美

國學者費正清（J. K Fairbank）的回憶，22號民房亦為中研院總辦事

處宿舍：「高級知識份子生活在落難狀態中，被褥、鍋盆瓢勺、孩子、

橘子和談話喧鬧聲亂成一團」，物質環境極為艱困。擁有歷史淵源的

兩單位合署辦公，亦不無可能。上清寺聚興村 18號或 22號都在後來

興建的兩浮支路（兩路口）央圖重慶分館附近。可惜該處目前已無相

關抗戰時期相關遺跡可循。 

另原重慶川東師範學校大禮堂，抗戰時期位於通遠門外，石馬岡。

目前已改為勞動人民文化宮，地址位於重慶市渝中區中山二路174號。

在 1938年 12月 2日教育部訓令央圖離開重慶疏散至白沙鎮前，此處

仍為名義上之辦公處。 

1940年底，央圖基於發展學術與研究需求，同時中央政府移駐重

慶，亦爲西南文化薈萃之地，故有建立分館之必要性。於是館方向中

英庚款董事會申請將原南京建館之建築經費先行墊付，再加上教育部

與四川教育廳補助少許經費，遂於 1941年元月完成兩路口重慶分館館

舍施工，2 月初正式開放，此即後來之國立羅斯福圖書館館舍，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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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市渝中區長江一路 11號。 

1940 至 1941 年期間，蔣復璁先生由渝赴港與葉恭綽面商，央圖

奉命搜購淪陷區善本事宜，同時採購上海及香港兩地積藏書籍，成立

「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進行工作。其相關所得珍貴善本古籍，或許

是考量日軍對於重慶之空襲危機，加上運輸不易，因此書籍仍暫存位

於宜賓。 

 

 

圖 2  抗戰初期自南京遷往大後方辦公館舍位置圖 

 

三、昆明、宜賓相關文獻位置考察 

在辦公廳遷往江津區白沙鎮前，央圖除了重慶渝中區以外，其典

藏至少三處，包括國際交換處分處昆明辦事處、宜賓商會天星橋倉庫，

以及位於天池壩的宜賓縣縣立第六行政區農林實驗學校舊址。 

1938年 12月 2日，教育部令央圖向重慶市外疏散，原駐地址保

留備用。當時央圖已開始進行兩浮支路分館興建，另外設出版品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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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處昆明辦事處於昆明螺峰街 88號。當時央圖已在宜賓商會天星橋

倉庫藏有圖書 130箱，故職員令前往屏山、江津兩處覓訪適合儲藏圖

書之地點。後又於金沙江上游距宜賓二十餘里之天池壩宜賓縣縣立第

六行政區農林實驗學校舊址典藏央圖由南京攜出西書百餘箱，運往妥

藏。館史文獻將此校名稱誤作為四川省立農林學校。但實際上至 1940

年，四川省政府始頒布行政命令，將宜賓縣立初級農作科職業學校、

縣立初級工業職業學校、縣立第六行政區農林實驗學校等合併，成立

四川省宜賓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校址設在宜賓天池壩（今宜賓西郊新

村），由省教育廳管轄。 

 

四、白沙相關文獻位置考察 

1939 年 3 月初，因重慶市區頻遭日機侵襲，央圖奉令疏散至市郊各

縣鎮，參考閱覽室本日起結束。至 3月 12日，央圖覓定江津縣屬之白沙，

設民眾閱覽室，翌日開始押運書籍，分批疏散至江津縣屬白沙鎮鄉間，出

版品國際交換處仍駐於重慶，以便承轉國際交換書件。疏散至白沙工作對

於需要穩定典藏環境的央圖十分重要，根據館史文獻特藏組「工作報告」，

1941年當地即典藏善本 196種，130冊內含金石拓片 3436種 5630幅之典

藏，並開始加以整理撰寫書志。本次考察透過實地調查與文獻互證，掌握

當時在白沙疏散與新設的央圖單位有四處，包括： 

1. 租用上松林鄧氏祠堂（或稱鄧家大院）作為辦公處所，目前地址

仍為白沙鎮高屋村上松林溜馬崗鄧家大院。該建築建於清末，四合

院布局，為典型中西合璧建築。抗戰時期曾作為軍政部學兵總隊砲

兵第二團第三營駐地。該建築同時獲列抗戰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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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借用四川平民教育促進會江津實驗區新建房舍，設立央圖館白沙

民眾閱覽室，內附兒童閱覽室，8 月 17 正式啟用，目前無法獲知

其地點。 

3. 高屋村書庫，租用三重堂王姓民房存放原有裝箱之書籍，現無遺

蹟保留。 

4. 設新橋閱覽室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典藏部分圖書，後於 1946年捐

贈與該校。目前該校無任何遺蹟保留。 

2012年位於三峽水庫後端的江津當時有近 90%街道被淹，高洪水

位歷時長達 79個小時，創歷史記錄，絕大多數史蹟皆為洪水所沖散。

經求正當地館員，前述史蹟除鄧家大院外，多已毀於洪患，或無法探

得地點。 

 

五、澤存書庫 

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央圖返回南京成賢街，收回了舊存南京的部分

書籍，同時還接收了南京頤和路的汪偽國民政府陳群的私人藏書處-澤存

書庫、日偽敵產，以及無主圖書的圖書，此時中央圖書館的藏書已達 120

多萬冊。1941年 3月，陳群開始在頤和路修建書庫，1942年 2月完工。

樓建成後，陳群請汪精衛題寫了「澤存書庫」的匾名，收集舊圖書達 40

餘萬冊之多。抗戰勝利後，陳群服毒自殺，自殺之前，他寫了遺囑，其中

申明：「澤存書庫藏書全部歸還國家。」其後，被中央圖書館接收，成為

北城閱覽室。部分被運送來臺灣的珍貴古籍，就出自這裡。沒來得及運走

的澤存藏書，後來都收藏在南京圖書館圖古籍部，共約萬餘種。 

1954年 7月，頤和路 2號作為南京圖書館古籍部。1990年代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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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圖書館古籍部遷移到虎踞路 85 號，頤和路 2 號被交給江蘇省作家協會

使用。自 2008 年起，原有單位陸續遷出。如今，這棟建築被荒廢在頤和

路 2號，南京最大的書店――先鋒書店打算把該建築規劃成民國風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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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結果：戰時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務推動 

 

一、閱覽服務 

央圖自 1933年創立至 1947年南京復員，多處於八年對日抗戰時期，

有關央圖的閱覽服務，約略可以分成南京草創時期、重慶抗戰初期、重慶

新館時期、南京復員時期等四個階段來說明。 

1.南京草創時期 

央圖溯自 1933 年創立以來，對於閱覽工作，向極重視。雖因抗戰戡

亂屢經遷徙，惟遷移到每一處，隨即設法開闢閱覽室公開閱覽。（儲連甲，

1956）1933 年元月，教育部派蔣復璁先生為央圖籌備處主任，租用南京

沙塘園 7號為籌備處辦公室。館舍部分，則直至 1935年始購置成賢街 48

號原中央研究院舊址。1936年 9月 1日正式開放閱覽，分為參考、報章、

期刊、普通圖書等四個閱覽室對外服務，每日開放時間為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至 6 時。1937 年 8 月淞滬戰起，暫停開放閱覽，此恰滿一

年的閱覽服務，計提供 7萬餘位讀者，借閱中西文圖書達 5萬 4千餘冊。

同時於 9月另訂「傷兵醫院流動書櫥辦法」，創辦流動書櫥 10部，並編印

目錄，以通俗讀物及雜誌畫報為主，分送南京各傷兵醫院提供閱覽。（國

家圖書館七十年記事編輯委員會，2003） 

2.重慶抗戰初期 

1937年 11月 18日，央圖奉部令西遷，1938年 2月 12日抵達重慶，

4月 10日央圖擬建立重慶分館，經商蒙教育部核定即日籌建。5月 1日成

立參考閱覽室，除置中西文參考書、報章雜誌外，附設抗戰文庫（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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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抗戰方面之圖書），公開閱覽，計自 1938年 5月 1日起至 1939年 3

月 1 日結束止，閱覽人數達 17,601 人。並擬訂「重慶市各圖書館參考閱

覽室規則」。（國家圖書館七十年記事編輯委員會，2003） 

1939 年 3 月，日機空襲重慶，央圖奉命疏散，乃覓定江津縣屬白沙

鎮，在距鎮約四里的上松林租用民房辦公，為了便利民眾及機關學校閱覽

研究，先後於白沙鎮上及紅豆樹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各設閱覽室一所。（昌

彼得，1967）1939 年 12 月 14 日於上松林央圖設立西文參考閱覽室，陳

列西文書 1,200冊，西文雜誌 160種及報紙 10份。1940年 1月及 6月分

別訂定「國立中央圖書館參考閱覽室規則」及「上松林書庫圖書庋藏及出

借辦法」。1939年 8月 17日另成立央圖白沙民眾閱覽室，分設圖表室（張

掛有關抗戰建國及民族偉人史蹟之圖表）、閱報室、閱覽室、兒童閱覽室、

雜誌室及書庫等。1939年 8月至 29年 7月閱覽人數成人 27,813人，兒童

21,429人；出納圖書成人 6,509冊，兒童 45,248冊。（國家圖書館七十年

記事編輯委員會，2003） 

3.重慶新館時期 

央圖遷川之初，鑑於陪都重慶為戰時政府所在地，而沒有稍具規模的

圖書館，乃計畫在中英庚款董事會撥助的建築經費項下，動用部分款項，

來興建一座重慶分館。經呈奉教育部核准，1938年 10月在兩浮支路奠基

興工。（昌彼得，1967）1941年 1月，重慶館廈落成，2月 1日開放閱覽，

共分普通、參考、報紙、雜誌、圖書影片及三民主義研究室等，另有兒童

閱覽室專供兒童閱覽，並備有展覽室供陳列展覽品之用。又於 1942 年 4

月分設白沙新橋閱覽室於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內。當時三處同時開放，每月

平均閱覽人數有 1萬 7千餘人。（儲連甲，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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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京復員時期 

1945年 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央圖乃將原散處鄉鎮的各單位，

漸次集中重慶，待命復員。1946 年初起，央圖的工作人員及所藏的珍本

圖書，分批東運。5月，正式復員還都，將重慶分館館廈及各部應用器具

與普通本中西文圖書，悉數移交教育部新設立的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籌備處

接辦。還都以後，即恢復成賢街閱覽室，並增設中區閱覽室於新街口社會

服務處。又設北城閱覽室於頤和路，專供閱覽中文舊籍及善本圖書。（昌

彼得，1967）三處閱覽人數，每月達 3萬餘人，其後又在央圖增設文史及

政經研究室，室內陳列參考圖書，以供研究及參考之用。（儲連甲，1956） 

 

二、圖書徵集 

1933 年 4 月國民政府委令蔣復璁為央圖籌備處主任，下設總務及圖

書兩組共有 37 人，後者組掌採訪、編目、纂輯、庋藏閱覽等事宜。教育

部每月撥給籌備處 4,000 元，計每年度支付日常費用共 4.8 萬元，另部撥

北平檔案保管處留存的重要圖書 4.6萬冊，滿文藏文書 500冊，清順治至

光緒年間歷代殿試冊 500 冊，這些書作為館藏基本藏書。（國家圖書館七

十年記事編輯委員會，2003） 

因購書經費有限，藏書不足，央圖爰通函黨政機關學會與世界各國重

要學術團體，徵求出版物，並依教育部《新出圖書呈繳規定》函出版商呈

繳圖書央圖。1937 年 3 月另通函各省政府轉令所屬各縣政府檢送央圖新

舊縣志及輿圖等書刊。同年 7月修正《出版法》規定出版品於發行時應由

發行人呈繳央圖乙份。經過多方蒐集與呈繳，至 1937 年抗戰發生前，不

到五年時間，南京央圖籌備處圖書與期刊已經增加到 18萬冊。（曾淑賢，

國家圖書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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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軍興，央圖輾轉遷至重慶，成立分館。此期間除蒐集抗戰出版品

外，則為搶救古籍。為徵集抗戰史料，1938年 3月分函徵求下列出版品：

（一）各抗戰劇團出版品（二）政府對國內外之宣傳品（三）各通訊社新

聞稿（四）四川省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刊物（五）回藏文出版品（六）銀

行出版品（七）全國各書店圖書目錄（八）各機關職員錄（九）各國在華

團體名稱及其出版品。（國家圖書館七十年記事，國家圖書館，2003）計

央圖於重慶時期共蒐集抗戰期間圖書有 27,710 種，期刊 2,839，報紙 220

種，並附設抗戰文庫公開閱覽。該批書籍勝利後未帶回南京，而留給國立

羅斯福總統圖書館籌備處（後納入今重慶圖書館）。（蔡盛琦，赴重慶蒐集

抗戰史料札記，2013）同年 4月 20 日，央圖接收已停辦之國立山東大學

西文、日文圖書 76箱。同年 6月 1日，教育部將自南京攜至重慶之方志

圖書 745 種 2,973 冊移交央圖保存。同年 10 月 8 日，央圖接收江蘇省立

鎮江圖書館之善本書 40箱。（國家圖書館七十年記事編輯委員會，2003） 

抗戰期間淪陷區許多珍貴古籍文物流入書肆，為搶救古籍，央圖向教

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申請撥款搶救古籍，而成立了「文

獻保存同志會」。由鄭振鐸、張鳳舉分管採訪等具體事宜，張壽鏞、何炳

松負責保管經費，張元濟負責鑒定宋元善本。在而后不到兩年的時間內，

以所撥二百多萬元款項，在上海與香港兩地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國家

圖書館七十年記事，2003） 

在上海購得玉海堂、群碧樓、遠碧樓、鄧氏風雨樓、嘉興沈氏海日樓、

張氏蘊輝齋、海鹽張氏、武進陶氏、武進費氏、南潯張氏適園、張元濟涉

園、劉氏嘉業堂、徐氏積學齋、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杭州胡氏、聊城楊

氏海源閣、王蔭嘉氏二十八宿硯齋、上元宗禮白尺園、蔣汝藻傳書堂、合

肥李氏、李思浩、程守中等 20餘家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張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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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搶救陷區古籍諸說述評，2013）在香港購得李文田元明版善本、

莫氏五十萬卷樓、黃氏碧琅阡館、徐氏南州樓、敦煌經卷等，共收善本古

籍多達 4864部 48,000餘冊，普通本線裝書 11,000部。（曾淑賢，國家圖

書館，2013） 

1946 年，抗戰勝利，央圖返回南京，收回了舊存南京的部分書籍，

同時還接收陳群之澤存書庫 40 萬冊圖書，以及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日本

居留民團研究會、近代科學圖書館等日人之文化機關圖書 35 萬餘冊，此

時中央圖書館的藏書已達 120多萬冊。（國家圖書館七十七年大事記，2003） 

 

三、出版（含期刊編輯） 

1933年 4月 21日央圖籌備處南京成立的第二天即接收前清國學書局

（金陵書局）版片，並奉教育部命令積極籌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與

商務印書館合作精選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孤本、罕傳本 231 種 1960 冊，於

1935年 7月影印出版，（國家圖書館七十年記事，2003）為央圖最大宗之

出版。其次為「文獻保存同志會」在淪陷區搶救大批珍貴古籍，為防止本

批圖書在戰亂遺佚，遂選若干孤本攝成照片影印，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

命名為《玄覽堂叢書》，前後印行三集共 252 冊。而央圖最早完成出版之

圖書為《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藏期刊目錄》第一輯（1933年 6月） ，最早

出版之期刊為《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藏呈繳書目》（1935年 2月）在大陸的

16年間正式出版品計圖書 22種、期刊 7種。如表所示:（根據陳友民‧曾

瓊葉烽火歲月中之出版紀錄-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目錄：民國 22 至 38

年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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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34-1947年出版一覽表 

時間 題名 

1934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木印部出版目錄 

1934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之經過及現在進行概況 

1934/6 央圖館藏期刊目錄第一輯 

1934/6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官書目錄第一輯 

1935/2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藏呈繳書目 

1935/7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1936/2 學觚 

1936/6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藏期刊目錄第二輯 

1936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概況 

1936/6 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西文目片 

1936/8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目錄片 

1937 傷兵醫院流動書櫥圖書目錄 

1937/10 戰時國民知識書目 

1938/5 抗戰期刊索引 

1938/10 抗戰文獻分類表 

1939/9 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聯合書目 

1940/4 白沙兒童小公園周刊 

1940/9 國立中央圖書館復員以來工作述要 

1941/6 玄覽堂叢書初集（續集、三集勝利後出版） 

1941/12 圖書月刊 

1946 國立中央圖書館入藏呈繳圖書目錄 

1946/2 中阿古代關係史料 

1946/5 抗戰以來圖書選目 

1946/5 國立中央圖書館概況 

1946/5 普通圖書設備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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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5 修正圖書館規程 

1946/6 Philobiblon, 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 （書

林季刊） 

1946/9 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 

1947/3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四、展覽及文化推廣 

在籌設央圖的決議中，各界企盼首都的國立圖書館能「為各地方圖書

館的示範，並為全國最高學術文化的庫藏」，是故央圖始終不忘其初衷，

雖國難時期環境困難重重，在蔣復璁先生的領導下，仍能苦心孤詣慘澹經

營，表現在其國家圖書館的特質，負責起對全國圖書館業務輔導的義務，

除承擔國家總書庫的角色，在社會教育及文化事業發展上，保存國粹、宣

傳抗戰、推動全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可謂成績斐然： 

1. 保存並宏揚文化，提倡國學兩鉅製 

在歷史視角中，央圖最大的貢獻在保存並弘揚中國文化，在戰爭期間

收購散失在坊間的善本古籍，並以學術救國，向行政院及教育部提出國學

兩鉅製，和商務印書館合作，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四部叢刊續編，流通國

學秘笈發揚中國文化；七七事變之後又適時地編印《戰時國民知識書目》

向國民推薦抗戰圖書，鼓舞民眾抗戰等，對傳承和發揚中國文化意義深

遠。 

央圖在籌備之初，蔣復璁先生即已訂出影印四庫全書珍本的計畫。四

庫全書內容，涵蓋我國歷代文物精華，在當時如果全部付梓，不僅財力不

及也無此必要性，故先選印其中 300餘種，選核標準是「外間絕無留存的



27 

古本、從未刊刻過的抄本、及已散佚的刻本」，由蔣復璁先生和各專家會

同選定，於 1933年 11月影印出版。 

蔣復璁先生當時在接受日日報記者訪問時談及：「四庫全書之翻印，…

不可不謂中國文化史上之一大成功，…此不特表示政府當此國難嚴重百端

待舉之際，猶不忘文化事業之創建，即對於國際文化之溝通，亦可了却一

段心願，…中央圖書館成立後，以此書向各國交換其他各書，當可省却大

項經費而得多量珍貴之書，此實最有意義者也。」1 四庫出版後用以贈送

許多國家的重要圖館，與之交換外文圖書，一方面保存和宣揚中國文化，

另一方面也促使中西文化的交流。 

2. 對全國圖書館業務盡輔導義務之責 

央圖在重視收藏的基礎上也重視文獻的整理，規範文獻的分類及編目

工作，或輔導或為機關編印目錄或專題文獻目錄等，以方便讀者查檢；在

館內設有圖書館事業輔導委員會，研究和實施輔導全國的圖書館事業。抗

戰勝利後又成立了圖書館事業研究委員會，對全國圖書館業務盡輔導義務

之責。其他尚有贈書服務，集中抗戰史料、訂立抗戰文獻分類表，舉辦圖

書館學補習學校，培養戰時專業人才等，茲分述重點如後： 

 

表 2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38-1947年制定各類標準一覽表 

1938.10.25 訂立抗戰文獻分類表。 

抗戰軍興後，圖書小冊論述甚眾，普通圖書分類表中，僅能添

立一目，不免龐雜，乃條分縷析，訂立抗戰文獻分類詳表，凡

細目六百餘條。 

1939.02.01 為教育部編訂「縣市立民眾教育館設備標準」，包括應備之參

                                                 
1
1933.6.22 上海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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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書，民眾讀物，掛圖等目錄。 

1939.06.12 為教育部社會教育司草擬「圖書館輔導各地社會教育辦法大

綱」。 

1939.09.20 教育部大學先修班新闢圖書館，由央圖派員設計、佈置及代擬

各種規則，並指導編擬排架書本目錄。 

1939.10.27 央圖為教育部草擬「淪陷區域圖書館設施計劃書」，提供有關

組織、訓練、經費、收藏、推行等意見。抗戰軍興以來，淪陷

區域甚廣，情況並不一致，從事於淪陷區圖書之設施者，須先

明瞭各淪陷區不同之情況，了解我國地方圖書館近來之設施，

而有所改進。 

1940.05.25 央圖修正「中文圖書編目規則」。籌備處先前已擬定了中文圖

書編目規則，現則補充善本書編目規則，並另計地圖、拓片、

檔案等特種資料之編目。 

1940.09.30 敎育都以書價不斷高漲，有礙文化發展，特依央圖所陳辦法五

項，通令各省市敎育廳局轉飭書業一體遵照辦理，該辦法如下： 

（一）紙質不必求其精，裝訂不必求其美，但使校訂無訛，印

刷明晰，在今日便成美本，紙可改用土產，凡道林紙、白報紙

等類舶來品，概摒絕不用以省成本，如此原刊不貴矣。（二）

印刷可仿中央日報辦法分地出版，但以紙版寄遞卽可鑄版印

行，如此則費可省矣。（三）香港工資高於內地，如在內地印

刷發行，則工資可輕矣。（四）其印刷工程繁重，港滬不能出

版者，應請敎部請交通部轉飭路局，於交運書籍時，予以利便。

（五）至於現在書價，則參考用書以爲個人及機關所必需，故

加價特大，實非一般讀者所能堪，而原有印存之書及在抗戰以

前已運至內地者，更不應與普通新印及新運入內地之書，同時

加價云。 

1940.11.25 訂定本館「登錄規則」12章 100條。 

1946.04.18 本館將[中文圖書編目規則]出版權授與商務印書館，由該館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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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行。 

1946.09.01 編印[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本規則自民國 24年起著手編製，經長時間之研討，至是始成

定本印行） 

1946.10.16 呈送教育部[本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1冊（此書是於 34年 1月

11日經呈送教育部後，發還本館准予修正後自行交書局印行，

本館遂於 35年 4月 18日與商務印書館簽立出版授與契約）。 

1947.02.25 教育部核定修正央圖「圖書館事業研究委員會組織規程」，「輔

導委員會」改為「研究委員會」，研究委員由 5人至 7人改為 3

人至 7人。 

1947.04 行政院訓令「國立中央圖書館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事項辦法」

19條。2
 

 

表 3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37-1946年編製各種圖書目錄及索引一覽表 

1937.11.1 編印《傷兵醫院流動書櫥圖書目錄》，此目注重富於教育意味

之通俗讀物及雜誌畫報。 

1938.10.25 訂立抗戰文獻分類表。抗戰軍興後，圖書小冊論述甚眾，普通

圖書分類表中，僅能添立一目，不免龐雜，乃條分縷析，訂立

抗戰文獻分類詳表，凡細目六百餘條。 

1939.01.06 編製《中國圖書館學書目》，列入教育部出版「社會教育輔導

叢書」之「圖書館手冊」中。 

1939.02.01 為教育部編訂「縣市立民眾教育館設備標準」，包括應備之參

考書，民眾讀物，掛圖等目錄。 

1939.04.01 中央訓練團在浮圖關舉辦黨政訓練班，關於圖書室設備由央圖

代為設計，並為編擬應備書籍目錄。 

1939.05.08 編印《抗戰期刊索引》，收集抗戰期間雜誌公報中之參考資料

138種，製片 3千餘張。 

                                                 
2
1947 年國民政府公報, 第 28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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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05.20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編印《社會教育輔導叢書》，央圖為草擬其

中「圖書館管理」1冊。 

1939.06.21 為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編訂《國立各大學各學院書目》，函送

英美等國徵集圖書。 

1939.08.14 （一）為四川省教育廳審核擬刊之《[四川叢書目錄》，詳予刪

訂並簽註對於此書刊刻之意見。（二）派職員鍾靜夫赴貴陽視

察浙江省立圖書館運往寄藏之文瀾閣[四庫全書]，並協助辦理移

置山洞保管。 

1939.08.21 派職員于震寰赴美為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整理圖書，兼便在美

考察近代圖書館之技術工作。 

1939.09.15 編輯《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聯合書目》，著錄重慶 22處

藏書，分方志等 29類，石印本。 

1939.11.20 為中國化學會編製《館藏中西文化學方面工具書及期刊目錄》。 

1940.07.22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舉辦 29年度重慶青年夏令營，函

央圖派員設置圖書室。 

1940.08.20 為酉陽民眾教育館編製中文新版書目及掛圖選目。 

1940.08.25 為國民政府主計處編製有關統計書籍及期刊目錄。 

1940.09.03 本月起為中國文化服務社《讀書通訊》半月刊編送「央圖中西

新書目錄」。 

1940.09.10 為雲南牟定民眾教育館編製應備基礎書目。 

1940.09.15 為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編製《中外分類法名著書目》。 

1940.09.28 為中緬文化協會編《緬甸問題書目》。 

1940.10.01 央圖奉令編輯《全國圖書總目》、訂定中西文書目體例及樣片 2

種，分寄各圖書館以資一律而利編製。 

1940.10.05 為經濟部中央農業試驗所編製《檔案管理參考書刊》。 

1940.11.15 央圖派員攜同工具赴各大學校就地編製《西文圖書聯合總目》，

以求體例統一。 

1940.11.18 為軍事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編《館藏中文期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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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2.20 為軍事委員會參事室編輯《館藏蘇聯出版品目錄》。 

1940.12.24 為湖南衡陽民眾教育館及湖北建始民眾教育館編《應備圖書目

錄》。 

1944.02.26 央圖呈教育部優良書目 6冊。教育部為充實各省圖書館設備，

命央圖呈送抗戰以來出版之優良圖書書目及簡要說明。 

1946.02.18 輯錄《中阿古代關係史料》。 

1946.05.19 本館編纂《抗戰以來圖書選目》、《普通圖書館設備舉要》及

《修正圖書館規程》均由教育部印行。 

 

表 4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38-1939年出版及圖書館業務輔導概覽 

1938.03.23 央圖為集中抗戰史料，曾分函徵求下列出版品：（一）各抗戰

劇團出版品，（二）政府對國內外之宣傳品，（三）各通訊社

新聞稿，（四）四川省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刊物，（五）回藏

文出版品，（六）銀行出版品，（七）全國各書店圖書目錄，

（八）各機關職員錄，（九）各國在華團體名稱及其出版品。 

1940.09.30 敎育都以書價不斷高漲，有礙文化發展，特依央圖所陳辦法五

項，通令各省市敎育廳局轉飭書業一體遵照辦理，該辦法如下： 

（一）紙質不必求其精，裝訂不必求其美，但使校訂無訛，印

刷明晰，在今日便成美本，紙可改用土產，凡道林紙、白報紙

等類舶來品，概摒絕不用以省成本，如此原刊不貴矣。（二）

印刷可仿中央日報辦法分地出版，但以紙版寄遞卽可鑄版印

行，如此則費可省矣。（三）香港工資高於內地，如在內地印

刷發行，則工資可輕矣。（四）其印刷工程繁重，港滬不能出

版者，應請敎部請交通部轉飭路局，於交運書籍時，予以利便。

（五）至於現在書價，則參考用書以爲個人及機關所必需，故

加價特大，實非一般讀者所能堪，而原有印存之書及在抗戰以

前已運至內地者，更不應與普通新印及新運入內地之書，同時

加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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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09.20 教育部大學先修班新闢圖書館，由央圖派員設計佈置及代擬各

種規則，並指導編擬排架書本目錄。 

1939.10.27 央圖為教育部草擬「淪陷區域圖書館設施計劃書」，提供有關

組織、訓練、經費、收藏、推行等意見。抗戰軍興以來，淪陷

區域甚廣，情況並不一致，從事於淪陷區圖書之設施者，須先

明瞭各淪陷區不同之情況，了解我國地方圖書館近來之設施，

而有所改進。 

 

表 5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34-1947年贈書概覽 

1934.10.27 央圖呈准教育部，贈國立各大學四庫珍本一部。 

1947.06.24 贈送國立西北大學《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一部。 

1947.10.11 贈送國史館《玄覽堂叢書續集》一部。 

 

3. 展覽及活動推廣 

儘管處於抗戰，央圖對於類似當代科普（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閱

讀的推動，亦不遺餘力。早在 1937年 10月，館方為因應抗戰情勢，提升

國民科普知識，曾編印《戰時國民知識書目》，至 1939 年 8 月止，共出

27 期，每期以一問題為主題，重在實用。除了傳播科學新知，央圖也重

視對於古籍中科學史料的研究與傳佈，如 1940至 1945期間，央圖更自淪

陷區購藏 40 萬冊古籍，以及自川渝大後方訪求古籍。為使古籍中的科學

知識傳播，1941年 NCL曾編印出版《玄覽堂叢書初集》，（張錦郎 2013） 

其中包括《漕船志八卷》《通惠河志二卷》《海運新考三卷》《神器譜一卷》

等多種罕見古代科學文獻史料，同時亦舉辦演講與書展呈現主題。 

央圖在 1940 年代初期發展出類似科普閱讀的推廣活動，相較於美國

圖書館界在 1950年代以科普閱讀推動公眾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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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為接近。當時美國知識界展示進行科學素養活動的相關內容，主要包括：

科學理論知識、科學與社會、科學和技術之間的關係。（Andrew C. Kemp, 

2000） 

 

表 6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34-1947年展覽與閱讀活動推廣概覽 

1934.10.10 中國國際圖書館主辦世界圖書館展覧會，於雙十節開幕，吳稚

暉致開幕詞，參加者十六國六十六圖書館，會期一星期。央圖

特陳列商務印書館最近影印出版之《四庫全書》展覽。3
 

1935.01.10 合辦德詩人釋勒展覽會。央圖及德奥瑞同學會中德文化恊會三

團體，於 10日下午 3時，在華僑招待所舉行德詩人釋勒展覽

會開幕式，為期 3天。4
 

1939.01.19 響應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舉辦之徵募書報 10萬冊轉送前

方將士運動。 

1939.07.28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在南溫泉創辦重慶青年夏令營，特邀

央圖辦理圖書室，為期 1月。 

1939.10.10 央圖白沙民眾閱覽室舉行兒童讀物展覽，並招待白沙各小學兒

童，計參加兒童五百餘人。 

1939.11.12 紀念總理誕辰舉行館藏日報雜誌展覽會，計陳列公報 118種，

雜誌 329種，日報 307種。 

1940.06.23 與四川平民教育促進會江津實驗區訂約，雙方繼續合辦白沙民

眾圖書館。 

1940.07.22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舉辦 29年度重慶青年夏令營，

函央圖派員設置圖書室。 

1940.04.04 慶祝兒童節，於白沙各小學舉辦「兒童讀書競賽會」。 

1940.04.04-27 於央圖白沙民眾閱覽室舉行「抗戰圖表展覽會」，以激發民衆

抗戰情緒，蒐集所有關於抗戰建國之各種圖、照片、漫盡等千

                                                 
31934.10.10-12 上海版申報 
41935.1.12 上海版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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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件之多，遍懸該館四個閱覽室，觀衆竟日不絕。 

1940.10.10 本館白沙民眾閱覽室舉行白沙各小學學生演講比賽，共有 6校

參加。 

1942.05.26 本館送蔣委員長訪印照片 40幀供國立第十七中學參展。 

1942.12.25 白沙民眾閱覽室舉行圖書展覽會，展出中外圖書、抄本、地圖、

拓片等，為期 1週。 

1942.12.27 本日起白沙民眾閱覽室舉行「同盟國抗戰漫畫展覽會」共展出

中外漫畫 370餘件。至 32年 1月 1日結束，參觀人數約 6千

人。 

1943.10.10 白沙民眾閱覽室為慶祝兒童節舉行「兒童作品展覽會」，「讀

物展覽會」與演講比賽，展出圖書計 844冊，掛圖 143幅，兒

童作品 200件。 

1946.10.31 本館共選出宋、元刊本及稿本、批校本、精鈔本等圖書 l65種，

參加中央研究院及教育部合辦勝利後首屆文物展覽會。 

1947.03.29 為響應推行科學運動，自 3月 29日青年節至 4月 4日兒童節，

特在市中心區新街口閱覽室，舉行「兒童圖書展覽會」，陳列

科學書 1,418種，公開展覽一週。 

 

五、國際交流 

自 1886 年第一個出版品國際交換公約《布魯塞爾協定》簽署以來，

世界各國參與期間，不斷改進其交換機制，二次大戰後，在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的推動下，出版品國際交換成為國際間知識傳播與交流的一種重要方

式。我國於 1925 年 9 月，教育部設立國際出版品交換局加入布魯塞爾協

定，1928年 10月，由國立中央研究院接管，設立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

理國際出版品交換事務。 

1934 年 5 月中央研究院出版物國際交換事務由央圖籌備處接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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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央圖在管理國際出版品交換實際工作

中，也頗有建樹，更凸顯其為「國家圖書館」的職能。央圖的圖書交換主

要在不同國家間進行，為顧及經費短缺及蒐羅國外重要典籍計，外文書的

採訪首重交換。交換需有足以交換的條件，影印四庫全書則使此項國際交

換變成可能。 

1936 年，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已經和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

研究所、日本佛教研究會、波蘭華沙大學圖書館、蘇聯烏克蘭科學院、美

國哈佛燕京學社建立了書刊交換往來機制。抗戰前夕每年交換的圖書約

500至 600箱。5 

1937 年七七事變抗戰爆發，在烽煙與動盪流離中，出版品國際交換

處仍肩負並完成它的任務，有國際交換的國內機構事務，如從國外得到的

圖書把它們分配給國內的學校和文化團體，也有贈書給國外文化團體的書

刊交換業務，以及相關之交流與連繫，重要事蹟如下： 

 

表 7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38-1948年國寄書刊交換業務 

1938.2.13 為便於對外聯絡，租定重慶上清寺聚興村 18號民房，為央圖兼辦

之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公地點，以便利國內外往來郵運書件。是

時由本處分轉國外交換處有 39國。 

1938.9.4 分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昆明辦事處（國外交換書件，自西遷以來

改從九龍運經昆明再轉重慶，其間昆渝段交通擁擠，輾轉費時，

為便捷起見，因而分設辦事處於昆明螺峰街 88號）。 

1938.12.6 央圖與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外交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中

華圖書館協會及學術團體代表張伯苓等組成「戰時徵集圖書委員

會」，分向國外徵集圖書，以補救各大學因戰爭關係，被毀損的圖

                                                 
5民國時期出版物國際交換述略（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 vol.31 no.4, 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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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儀器設備等。所徵得書籍之提取及收轉事宜，由央圖出版品

國際交換處承辦。向英、美兩國募集大學用書 60餘箱，分配給國

內各大學。 

1939.2.5 應德國世界林業研究所之函託，介紹我國林業刊物，徵得中央大

學農學院，金陵大學農學院及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等同意，與之交

換刊物。 

1939.2.20 派員往海防洽運國外書件，該批交換書件計有美國 30箱、法國 2

箱、匈牙利 1箱，到達後因運輸擁擠，故派員前往提前內運。 

1939.3.7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代表汪敬熙，來館考察歷年來由庚款補助及

自辦各項教育文化事業情形，與抗戰後一般教育文化機關運作概

況。 

1939.3.13 開始押運書籍，分批疏散至江津縣（屬白沙鎮鄉間），但出版品國

際交換處仍駐於重慶，以便承轉國際交換書件。 

1939.3.28 為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介紹關於各國廣播事業刊物，並分函美、

法等國徵求交換。 

1939.4.8 牛津大學石博鼎先生發起捐助圖書以充實我國後方各大學圖書

館，並出資 2千英鎊以為首創，本處特編需要英國圖書目錄 1份，

送交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並負責為該會編輯全部需用書目，寄

英以備參考。 

1939.7.29 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轉來蘇聯各學術團體所贈建築學書籍 16冊，及

蘇聯對外文化委員會所贈照片 20種。 

1939.11.5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贈 1937年博士論文 182冊，克利夫蘭基金會贈

書 8冊，羅素基金會贈書 5冊。 

1939.12.30 央圖為編纂分類法參考之需，函國外各大圖書館寄贈圖書分類

法，至本年底已收到英美德俄各國圖書館分類大綱等 16種。 

1940.5.13 （一）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委託央圖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提運英

國捐贈書件，經由央圖昆明辦事處駐昆人員赴海防洽運至昆明共

40箱。（二）央圖交換書籍運到者有美國交換之書 34箱及瑞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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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書 1箱（國外書件運抵海防者有英國捐贈書籍 62箱和本處與國

外交換書籍 71箱。以提單遲到，並因廣州淪陷，海防成為我國對

外之主要出入口，運輸擁擠，而滇越鐵路未能將貨運調整疏導，

以致運到圖書不易尋求。迨運出 75箱後，滇越間情形突變，防昆

鐵路中斷，尚有在海防之 58箱經函請海防領事館代為保管，並設

法內運）。 

1940.6.16 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昆明辦事處截至本日止，收到交換書籍美國 46

箱、法國 2箱、波蘭 1箱，除改裝郵包送由重慶處存轉外，在昆

就地分轉者計有 2,661包、46,402公斤。 

1940.10.28 收到美國出版之重要雜誌 43種（央圖西文圖書因受外匯限制，未

能儘量採購，最近曾訂購雜誌 61種）。 

1941.1.13 央圖以 15部[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分贈美、蘇兩國及印度等地

圖書館。 

1941.3.31 央圖函請上海商務印書館洽辦贈英、美、蘇 3國[影印四庫全書珍

本初集]，計英國 4部、美國 9部、蘇聯 3部，共計 l6部。 

1943.9.25 擬具「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組織規程」草案。 

1944 教育部也將我國國學書籍複本書或交換或分贈智利大學及祕魯圖

書館。 

1945.7 行政院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交 患處組之章程，設國內國外兩組在

南京設立總處上海分設辦事處。 

1945.8.22 央圖追加臨時費 1千萬元購置圖書，以政府名義分贈英美文化學

術團體。 

1945.10 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轉由國立中央圖書館隸屬。 

1946.3.8 贈書亞歷山大圖書館。教育部准外交部據轉我國駐埃及亞歷山大

領事館呈，搜集我國有關抗戰建國書籍，贈送亞歷山大圖書館，

以資宣揚而聯絡國際友誼，茲聞該部令飭國立中央圖書館，採集

「中國之命運」等抗戰建國書籍27種，呈轉外交部轉送。 

1946.3.20 央圖擬訂「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組織規程草案」，請部轉呈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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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 

1946.07.01 成立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於南京，分設辦事處於上

海（依 7月 12日行政院核定組織規程，交換處設國內、國外兩組，

置主任 1人，組長 2人，均可聘幹事 4至 6人）。 

1946.07.12 行政院公布本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組織規程」，並分函各國政府

辦理出版品交換之機關，恢復交換關係。 

1946.11.21 擬訂「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法草案」。 

1946.12.14 我國駐瑞士大使梁龍志，同巴賽爾（Sandoz）募得捐助我國大學英

文醫學書籍多種寄送本館。 

1946.12.21 央圖函知駐各國使領館如有圖書垂詢及委辦事項可逕函央圖辦理

（央圖依照布魯塞爾出版品交換公約辦理國際交換事宜，以溝通

學術增進邦交）。 

1946.12.14 我國駐瑞士大使梁龍志，同巴賽爾（Sandoz）募得捐助我國大學英

文醫學書籍多種寄送央圖。 

1947.3.4 獲贈 25部大英百科全書。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稱：十七個遭戰

爭破壞之國家中，中國首先獲得大英百科全書廿五部之贈予，此

舉旨在促進國際諒解。據悉：此批書籍將於今日運往中國，中國

接受此項書籍之圖書館，為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中央大學，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嶺南大學，南開大學，金陵大

學，聖約翰大學，燕京大學，中央研究院，及國民外交協會等。

（中央社紐約一日電）」6
 

1947.4 國民政府發布央圖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事項辦法，規定政府各機

關編輯出版或給予津貼經費出版的中外文圖書期刊。 

1947.9.1 贈送秘魯國立圖書館國學基本書籍 19種 44冊，複本[四庫全書珍

本初集]1部 1,960冊及圖書 51冊。 

1947.9.6 行政院秘書處委託央圖以[國府年鑑]交換國外刊物，俾利該處資料

室參考。 

                                                 
61947.4.3 上海版申報第 248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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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10.31 增加與美交換官書份數，分存西安圖書館、蘭州圖書館和羅斯福

圖書館，請羅館嚴文郁秘書代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就近訂約。 

1947.11.3 央圖贈書土耳其安哥拉大學[廿四史]、[大唐會要]及[歷代職官表]3

種各 1部，共計 743冊。 

1947.11.1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協大圖書轉贈我國，由央圖統籌分配。福建

協和大學捐贈聯敎組織之雜誌圖書，已轉贈中國因戰時損失之各

大圖書館，敎部已函該校逕寄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便統籌分配。 

1948.3.23 贈荷蘭烏特大學、萊頓大學[胡適論學近著]、[華漢對照四書]及[辭

海]3種各 20部。 

1948.5.21 央圖交換處負責與日本恢復書刊交換關係。並檢交[書林季刊]第一

至五期各 1冊，館刊第一至四期各 1冊，由東京中國駐日代表團

徐逸樵先生轉贈中國研究所。 

1948.6.8 美國國會圖書館贈善本書微捲 1,070捲。該善本微捲係北平圖書館

於戰時將館藏善本書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中，經該館攝為微

捲，分贈中美兩國各大圖書館。 

1948.7.1 央圖代教育部購書贈予日本通俗圖書館，共計 102種，254冊（該

館為我國駐日代表團為溝通中日文化而特別設置）。 

1948.7.7 捷克東方文化協會本年秋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東方圖書展覽

會，向我商借中國詩詞小說藝術兒童讀物及捷克書籍之中文譯

本，運往展覽，教育部已令央圖選定詩詞木刻漫畫及兒童讀物書

48種 212冊，送請外交部轉致。 

1948.10.14 贈送日本通俗圖書館《中國文化叢書》等若干種圖書。 

 

表 8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48年國際交流活動 

1948.1.11 美國圖書館協會東方及西南太平洋委員會主席布朗（Dr. Charles 

H. Brown，愛阿華州立學院圖書館館長）偕同美國國會圖書館副

館長克來普（Verner N. Clapp）於本日訪問央圖，央圖特為舉辦

一善本圖書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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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及克萊普，於 1945.1.10自滬飛抵南京，視察我國圖書館事

業。館長蔣復璁及國際文敎處長韓慶濂等至機塲歡迎。中午敎長

在敎育部設宴爲二氏洗慶，宴後至中央硏究院參觀。旋於五時至

外交部訪晤王外長，晚間由中央圖書館設宴歡迎。11日出席中

央圖書館酒會。12日參觀政大、中大、金大三校之圖書設備。

於 14離京赴北平、廣州、成都等地參觀，除協助各校訓練圖書

館人才外，並收購圖書携回美國。7
 

1948.10.4 蔣復璁館長在美考察完畢返館，蔣館長是於 7月 20日應美國圖

書館界之邀而赴美考察，考察期間，館務由總務組主任繆鎮藩代

行。 

蔣館長應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之約，赴歐美各國考察，爲期六個

月，擬在美兩月後赴英法及歐洲各國考察，以公共圖書館及兒童

圖書館爲中心，並調査各國之重要典藏，謀與國際圖書館界取得

聯繫。8
 

1948.12.6 中奧文化恊會於奧使館酒會中宣告正式成立。教部朱家驊部長，

南京市沈怡市長，外部劉師舜次長，警察總署唐縱署長，中央圖

書館蔣復璁館長，及各籌備人均會親往參加。大會逐條討論會

章，予以通過，載明該會以促進中奧兩國文化，並增進兩國人民

之友誼爲宗旨。今後該會之工作，將係舉辦學術演講，指導志願

留學中奧兩國之學生，交換教授講學。9
 

 

從央圖大事記及申報資料，可以了解到央圖的出版品國際交換業務，

實有利於古籍文獻的整理與文化傳播，並直接緩解戰時教育資源饋乏的現

狀，通過出版品的交換，也推動了雙方學術的交流與發展。截止到 1946

年，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共接收圖書 116箱 129包 12363公斤，交換圖書 111

                                                 
71948.1.11 上海版申報第 25109 號 
81948.7.15 上海版申報 
9
1948.12.7 上海版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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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778包 18013公斤，1933-1945年正是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國內文化

設施損失慘重，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積極從國外接收圖書，在一定程度上緩

解了國內的文化飢荒。此外，透過珍貴古籍影本的出版與贈送，間接地也

推動了中國近現代出版事業的發展，可謂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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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藉由本次研究，透過原始檔案的調查、分析，並與現今流傳的文獻加

以比對，不僅還原了抗戰時期的館史原貌，抗戰期間的館舍搬遷路線、軌

跡更出現了重大轉折，而對於古籍的維護、一般館務的運作、國際文化的

交流合作等活動的推展，也都有更全面的、具體的歷史成果。茲列舉研究

發現於下： 

（一）透過檔案、文獻與歷史場景的比對，例如：古籍的蒐購保存、

運送；館舍的地理位置、館務運作的項目等，都與現存文獻記載有所歧異，

不僅釐清有關館史記載分歧的問題，對於研究更具有相當大的幫助。同時，

經由觀摩展覽，更能感受當年圖書館前輩與先賢護持國家文獻的苦心與毅

力。 

（二）中國大陸地方圖書館對於 1949 以前的圖書文獻與報刊禁忌已

逐漸朝向開放與重視的路線前進。對於近代文獻大陸已有不少圖書館進行

數位化甚至 OCR 全文建置，相較之下，臺灣對於該時期的文獻仍未達到

重視的程度。大陸圖書館對於民國初年早期文獻處理的政策與做法，部分

可供參考與學習。 

（三）目前有關央圖之文獻仍以我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典藏最為大宗，

本次前往重慶圖書館與檔案館雖有尋覓到部分央圖未有之檔案與文獻，但

就史料所能呈現的格局、議題與觀點的多樣性，則更顯示國圖典藏之獨特

性、重要性與無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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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謂「溫故知新」，透過閱讀原始檔案、歷史文獻的比對、分

析，對於本館過去所經歷、從事的圖書館相關業務歷史有更深入的瞭解，

當能策勵同仁，就未來的館務興革，預作綢繆，創新再造圖書館事業的榮

景。 

 

二、研究建議 

（一）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對於文化與圖書事業投資挹注規模已超越臺

灣同等級單位，甚至高過臺灣國立等級圖書館。就圖書館史研究方面，大

陸包括重慶與南京等地圖書館均積極爭取有關央圖在大陸時期發展的歷

史敘事話語權。臺灣圖書館界長期以來漠視各國立圖書館館史研究。未來

如無持續研究資源挹注，則雙方在文化實力之競爭差距將持續擴大。 

（二）本次「移地研究」為民間 NGO贊助，如能長期發展固然將有

助於鞏固臺灣圖書館員研究圖書館史之優勢，但政府亦應持續挹注資源，

鼓勵青年研究者/圖書館員與相關領域研究者接觸，建立長期性的網絡互

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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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重慶圖書館館藏研究計畫相關資料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木印部出版目錄   1934 

中央圖書館籌備委員會組織條例 中央週報 61期 1929 

國立中央圖書館概況 社會教育季刊 第一卷第四期 1943 

國立中央圖書館暫行中文圖書編目規則 學觚 1:5 1936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藏善本書志 圖書月刊 3:3-4 1944 

國立中央圖書館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辦

法 

國立山西大學校刊 
4:8 1947 

評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組織條例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 15:5 1941 

國立中央圖書館白沙民眾閱覽概況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 15:4 1941 

中央圖書館蔣館長出國考察 教育通訊 5:11 1948 

中央圖書館贈書祕魯國立圖書館 教育通訊 4:6 1947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圖部舉辦三十三年

文藝創選徵稿 

江津青年 
3:5 1944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圖書季刊 8:1-2 1947 

中央圖書館半年來國際交換 教育通訊 4:2 1947 

評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景印四庫全

書未刊北草目 

國聞周報 
10:36 1933 

國立中央圖書館使命 教育與社會 3:1-2 1933 

由本會呈請教育部速重速籌辦中央圖書

館案 

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報告 1929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工作近況 圖書季刊 2:2 1940 

國進中央圖書館概況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1:3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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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中央圖書館檔案卷宗目錄 

檔號 標題與內容 年代 

909 古物古蹟及文獻資調查（內有中央圖書館存香港備運

美國之圖書 112箱內藏 3千餘種善本被日寇擄掠函件） 

1945.8.15 教育部函請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院籌備

處，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調查被日本掠奪支重要

文獻古物，向日索償 

1945.9.8 蔣復璁回函 

央圖於 1942年 2月自香港運美之圖書，不知是否運日 

193906-194601 

1952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45 年員工生活補助費計算表機

1944年度生活補助費收支對照表 

194401-194502 

1710（1） 教育部與中央圖書館等單位關於訂購物交換圖書資料

來往文書 

194102-194808 

5468 國立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國立北平研究院等單位動

支美借款購運圖書儀器的有關文書 

194105-194406 

11390（1） 國立甘肅科學教育館國立中央圖書館等單位經費表冊

及有關文書 

194405-194410 

11565 教育部南京區清點接收偽中央圖書館書籍碑帖新聞紙

雜誌目錄 

1946 

11582（1-5） 國立中央圖書館移贈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圖

書清冊（1-12） 

  

11583 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人員任用待遇等規程及有關

文書 

修正國立中央圖書館任用及待遇暫行規程草案 

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研究委員會章程 

1947.1.16 

行政院訓令 中央黨政機關還都辦法 1946.3 

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草案 1945.8 

194505-19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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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 1945.10.27 

偽館及無主文物應由央圖接收 1946.1 

存日善本一案 1946.9.1 

上海陳羣藏書應由央圖接收 1946.4 

11584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圖書目初稿第 1輯卷 3 卷 4及有

關文書 

1949.2.19 時局緊張，派員護送善本至台灣 

194812-194902 

11585 國立中央圖書館購買宗氏金石書籍鄧氏群碧樓即常州

弗氏杭州胡氏藏書目錄 

194011-194012 

11586（1-6） 國立中央圖書館接受上海日本近代科學圖書館圖書清

冊（第 1至 12冊） 

  

11587（1-6） 國立中央圖書館接收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圖書清冊

第 1-14冊 

  

11587（7） 接收圖書數量統計表   

11588（1-5） 國立中央圖書館接收南京澤存書庫財產清冊（1-26冊）   

11589（1） 國立中央圖書館接收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圖書清冊   

11589（2-6） 國立中央圖書館接受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圖書清冊

（第 18-28冊） 

  

11590（1-4） 國立中央圖書館接收南京澤存書庫財產清冊（第 3-14

冊） 

  

11591（1） 國立中央圖書館關於人員任免考績考成生活補助費等

事項與教育部來往文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聘任人員遴聘規則 

194506-194801 

11591（2）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44年度台沙重慶部分領支暫時生活

補助費印領清冊 

194505 

11593（1） 國立中央圖書館建築工程   

11593（2） 國立中央圖書館關於房屋修建事項與教育部往來文書

（內有工程合同及圖紙） 

194701-19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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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3.19徵收土地及建築規劃 

1948.1.24 辦理接收敵偽產業估價轉帳情形 

11594（1） 國立中央圖書館關於請撥收購南方舊書款及撥發建築

費等事項與教育部來往文書 

收購宋書朋本江湖小集，南林張氏適園藏書，樸學大

師手札，孫藏宋本尚書正義等 

194409-194810 

11594（2） 國立中央圖書館經常費歲出督分配表經費累計表等項

會計報表及有關文書 

1948 上半年度經常歲出預算分配表 

194512-194803 

11594（3） 國立中央圖書館現金出納表經常費藏出預算分配表等

項會計報表及有關文書 

1947 臨時費撥款 

1948 建築費及事業費概算書 

日本善本書運費 

194610-194711 

11594（4） 國立中央圖書館會計報告概算書及有關文書 194601-194809 

11595 國立中央圖書館人員聘用有關文書 

1946.10接收瀋陽博物館圖書經過及差旅費 

194611-194703 

11596 國立中央圖書館考績考成表委聘任人員考績清冊考績

考成人數統計表聘任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結果匯報冊及

有關文書 

1946屈萬里，昌彼得考績 

194704-194707 

11597（1） 國立中央圖書館職員工役及其家屬請領米代金及有關

文書 

1941-1943 

11597（2） 國立中央圖書館職員工友與其家屬請領平價糧代金清

冊及有關文書表 

194108-194206 

11598（1） 國立中央圖書館米代金清冊及有關文書（一） 194407-194511 

11598（2.3） 國立中央圖書館米代金清冊及有關文書 194511-194601 

15251 國立中央圖書館贈送美國各圖書館圖書簡目 1948.07 



48 

15255 關美國胡佛圖書館徵集中國現代史資料的有關文書及

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贈書目錄 

194605-194612 

15257 中央圖書館呈請領教育部贈所編優良圖書 194604-194610 

15260 中央圖書館出版品寄送狀況呈報國際出版品交換處的

有關文書（內有英文） 

國際交換處運費 

1945.8-1948.7 

 

附錄 3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28至 1946記事簡表 

1928/5/15 大學院在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請大學院在首都「籌備

中央圖書館」，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文化的庫藏，並為各地方圖書館的示範。 

1933/4/8 令蔣復璁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 

1933/4/21 租定南京沙塘園 7號民房辦公，正式開始籌備。 

1933/4/24 教育部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暫行組織大綱》 

1933/7 教育部每月撥給籌備處 4,000元，計每年度支付日常費用共 4.8萬元 

1934/7/1 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業務，定名為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1936/2/5 籌備處遷入南京市成賢街 48號新購館舍辦公 

1936/9/6 本館成賢街閱覽室自本日起開放閱覽，藏書逾 10萬冊，分參考、報章、

期刊、普通四部分閱覽。 

1937/2/1 教育部公布「國立中央圖書館建築委員會組織規則」，決定館舍在是年秋

興工建造，地址勘定在南京國府路 46畝多土地為建館基地。 

1937/8/3 本館擬訂「各圖書館及民眾教育館服務計畫書綱要」，分為戰地服務與後

方服務兩項。 

1937/8/15 日機空襲南京，本館本日起暫停開放閱覽。 

1937/8/31 本館封存重要圖書 262箱，運藏朝天宮故宮博物院新建庫房妥藏。 

1937/9/9 本館暫遷中央路高門樓 32號之 2辦公。 

1937/11/18 本處奉令西遷漢口，是晚向朝天宮故宮博物院庫內提出重要圖書 130箱，

連送下關輪埠。翌日員工攜帶輕便行李，隨同圖書乘江順輪離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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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1/23 央圖員工押運圖書至武昌，暫借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寄存，

另設辦事處於積玉橋聖安得烈堂。12月 13日 

1937/12/13 南京淪陷，央圖留存在南京之財產全部遭損。 

1937/12/15 奉命遷移長沙。28日圖書抵岳陽，隨行者職員 12人，工役 2人。翌年 1

月 3日復奉命遷川。 

1938/1/8 央圖改雇新國民輪由岳陽直駛宜昌，借白衣庵街 27號聖公會為辦事處，

兼儲圖書於教堂內。 

1938/1/26 央圖奉令應即遷往成都，聯合在成都各大學及文化機關辦理圖書事宜，

另電國立四川大學撥借房屋及電四川省教育廳協助進行。 

1938/2/4 央圖圖書由宜昌起運入川。12日抵重慶。 

1938/2/13 為便於對外聯絡，租定重慶上清寺聚興村 18號民房，為央圖兼辦之出版

品國際交換處辦公地點，以便利國內外往來郵運書件。是時由本處分轉

國外交換處有 39國。 

1938/2/17 派員押運書籍，由民生公司輪船裝載上駛，以中途擱淺修理，至 3月 l

日始抵達宜賓。 

1938/2/20 央圖借重慶川東師範大禮堂樓房作辦事處（書籍仍暫存宜賓，留員保管）。 

1938/5/1 在重慶成立參考閱覽室，特設抗戰文庫，公開閱覽。 

1938/5/14 勘定重慶兩浮支路新市街第一苗圃，為央圖建立分館基地。 

1938/9/4 分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昆明辦事處（國外交換書件，自西遷以來改從九

龍運經昆明再轉重慶，其間昆渝段交通擁擠，輾轉費時，為便捷起見，

因而分設辦事處於昆明螺峰街 88號）。 

1938/10/1 重慶分館工程開工，預定至 29年 2日竣工。 

1938/12/2 教育部令央圖向重慶市外遷移，並將原駐地址保留備用。 

1938/12/6 央圖與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外交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中華圖書

館協會及學術團體代表張伯苓等組成「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分向國外

徵集圖書，以補救各大學因戰爭關係，被毀損的圖書、儀器設備等。所

徵得書籍之提取及收轉事宜，由央圖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承辦。向英、美

兩國募集大學用書 60餘箱，分配給國內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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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2/8 派員往屏山、江津兩處覓訪合於儲藏圖書之屋宇（央圖由京移出之重要

圖書 130箱，假宜賓商會天星橋倉庫暫時寄存）。 

1938/12/10 擬訂「重慶市各圖書館互借圖書規則」。 

1939/1/25 央圖由南京攜出西書百餘箱，經派員覓定金沙江上游距宜賓二十餘里之

天池，前四川省立農林學校舊址，運往妥藏。 

1939/2/5 應德國世界林業研究所之函託，介紹我國林業刊物，徵得中央大學農學

院，金陵大學農學院及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等同意，與之交換刊物。 

1939/2/20 派員往海防洽運國外書件，該批交換書件計有美國 30箱、法國 2箱、匈

牙利 1箱，到達後因運輸擁擠，故派員前往提前內運。 

1939/3/1 因重慶頻遭日機侵襲，央圖奉令疏散至市郊各縣鎮，參考閱覽室本日起

結束。 

1939/3/7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代表汪敬熙，來館考察歷年來由庚款補助及自辦各

項教育文化事業情形，與抗戰後一般教育文化機關運作概況。 

1939/3/12 覓定江津縣屬之白沙，設民眾閱覽室。 

1939/3/13 開始押運書籍，分批疏散至江津縣（屬白沙鎮鄉間），但出版品國際交換

處仍駐於重慶，以便承轉國際交換書件。 

1939/3/20 本日起改租離白沙鎮四里之鄉間上松林鄧姓民房辦公。 

1939/3/28 為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介紹關於各國廣播事業刊物，並分函美、法等國

徵求交換。 

1939/4/8 牛津大學石博鼎先生發起捐助圖書以充實我國後方各大學圖書館，並出

資 2千英鎊以為首創，本處特編需要英國圖書目錄 1份，送交戰時徵集

圖書委員會，並負責為該會編輯全部需用書目，寄英以備參考。 

1939/7/1 央圖在白沙鎮借用四川平民教育促進會江津實驗區新建屋宇，設央圖白

沙民眾閱覽室，內附兒童閱覽室，以為發展我國兒童圖書館事業之基礎。

8月 17日正式啟用。 

1939/7/29 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轉來蘇聯各學術團體所贈建築學書籍 16冊，及蘇聯對

外文化委員會所贈照片 2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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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9/9 重慶兩浮支路第 47號發生火災，央圖建築中之分館新廈亦遭波及，毀損

約五分之一，損失三萬四千餘元，原定本年底完工之計劃遂不克實現。 

1939/11/5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贈 1937年博士論文 182冊，克利夫蘭基金會贈書 8冊，

羅素基金會贈書 5冊。 

1939/12/14 白沙上松林央圖設立西文參考閱覽室，陳列西文書 1,200冊、西文雜誌

160種及西報 10份。 

1939/12/30 央圖為編纂分類法參考之需，函國外各大圖書館寄贈圖書分類法，至本

年底已收到英美德俄各國圖書館分類大綱等 16種。 

1940/5/13  （一）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委託央圖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提運英國捐贈

書件，經由央圖昆明辦事處駐昆人員赴海防洽運至昆明共 40箱。（二）

央圖交換書籍運到者有美國交換之書 34箱及瑞士交換書 1箱（國外書件

運抵海防者有英國捐贈書籍 62箱和本處與國外交換書籍 71箱。以提單

遲到，並因廣州淪陷，海防成為我國對外之主要出入口，運輸擁擠，而

滇越鐵路未能將貨運調整疏導，以致運到圖書不易尋求。迨運出 75箱後，

滇越間情形突變，防昆鐵路中斷，尚有在海防之 58箱經函請海防領事館

代為保管，並設法內運）。 

1940/6/16 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昆明辦事處截至本日止，收到交換書籍美國 46箱、法

國 2箱、波蘭 1箱，除改裝郵包送由重慶處存轉外，在昆就地分轉者計

有 2,661包、46,402公斤。 

1940/10/28 收到美國出版之重要雜誌 43種（央圖西文圖書因受外匯限制，未能儘量

採購，最近曾訂購雜誌 61種）。 

1941/1/1 1月中旬重慶分館之建築完成。2月 1日開放閱覽 

1941/1/13 央圖以 15部[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分贈美、蘇兩國及印度等地圖書館。 

1941/3/31 央圖函請上海商務印書館洽辦贈英、美、蘇 3國[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計英國 4部、美國 9部、蘇聯 3部，共計 l6部。 

1941/12/1 購買重慶兩浮支路李孟凡地皮及租用市中地皮為建築宿舍基地。 

1941/12/8 日機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2/1/1 白沙兒童閱覽室停辦，將設備移渝，2月在渝分館繼續開放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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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13 央圖向重慶市社會局租用市立中學基地。 

1942/7/8 央圖大觀山民眾閱覽室停辦，，圖書移渝，房舍由四川平民教育促進會

江津實驗區收回（此屋即央圖所辦白沙民眾閱覽室，央圖於 7月 10日將

該閱覽室遷至中興路 78號繼續開放閱覽）。 

1942/12/9 教育部指示央圖總館暫緩遷回重慶。 

1943/1/18 央圖白沙民眾閱覽室恢復開放 

1943/2/1 央圖租借四川大學教授刁群鶴江津縣白沙鎮樓房兩幢，作為辦公及職員

宿舍。 

1943/8/13 對閱覽室之增闢及各項展覽會之舉辦，亦收相當成效，獲教育部傳令嘉

獎。 

1943/9/25 擬具「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組織規程」草案。 

1944 教育部也將我國國學書籍複本書或交換或分贈智利大學及祕魯圖書館。 

1944/3/20 央圖白沙民眾閱覽室因房租劇增，經呈教育部准予停閉該室。 

1944/7 行政院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交患處組之章程，設國內國外兩組在南京設

立總處上海分設辦事處。 

1944/7/17 央圖將白沙民眾閱覽室閱覽應用器具暨書籍等件保留一部分，移贈四川

平民教育促進會。 

1944/12/1 重慶分館停辦兒童閱覽室。 

1945/8/22 央圖追加臨時費 1千萬元購置圖書，以政府名義分贈英美文化學術團體。 

1945/9/15 央圖首批人員由渝搭輪駛京，察視成賢街館舍。 

1945/9/17 接收封存位於南京山西路的澤存書庫，央圖派閱覽組主任陸華深代表出

席參加教育善後復員會議。 

1945/9/28 央圖接收封存南京成賢街 48號之舊有館址。 

1945/10 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轉由國立中央圖書館隸屬。 

1946/3/20 央圖擬訂「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組織規程草案」，請部轉呈行政院核定。 

1946/5/1 央圖遷返首都。 

1946/5/9 央圖編纂[抗戰以來圖書選目]、[普通圖書館設備舉要]及[修正圖書館規

程]均由教育部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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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5/10 央圖與社會服務處合辦新街口閱覽室，本日正式開放閱覽。 

1946/5/18 央圖接收陳群私人在南京設立之澤存書庫，改為北城閱覽室，本日正式

開放。 

1946/6/24 南京總館閱覽室正式開放，設有普通閱覽室、參考室、期刊室、日報處

及出納處。 

1946/8/1 央圖重慶辦事處於本日正式成立。 

1946/8/26 央圖重慶館務自復員還都改設重慶辦事處，因將原有館廈及所存不需運

京之圖書器具一併移贈國立羅斯福圖書館。 

1946/10/8 央圖重慶館舍移贈國立羅斯福圖書館，圖書及工具或移南京或酌贈該館。 

1946/11/21 擬訂「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法草案」。 

1946/12/14 我國駐瑞士大使梁龍志，同巴賽爾（Sandoz）募得捐助我國大學英文醫

學書籍多種寄送央圖。 

1946/12/21 央圖函知駐各國使領館如有圖書垂詢及委辦事項可逕函央圖辦理（央圖

依照布魯塞爾出版品交換公約辦理國際交換事宜，以溝通學術增進邦

交）。 

1947/3/4 獲贈 25部大英百科全書。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稱：十七個遭戰爭破壞

之國家中，中國首先獲得大英百科全書廿五部之贈予，此舉旨在促進國

際諒解。據悉：此批書籍將於今日運往中國，中國接受此項書籍之圖書

館，為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

漢大學，嶺南大學，南開大學，金陵大學，聖約翰大學，燕京大學，中

央研究院，及國民外交協會等。（中央社紐約一日電）」[1] 

1947/4 國民政府發布央圖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事項辦法，規定政府各機關編輯

出版或給予津貼經費出版的中外文圖書期刊。 

1947/9/1 贈送秘魯國立圖書館國學基本書籍 19種 44冊，複本[四庫全書珍本初集]1

部 1,960冊及圖書 51冊。 

1947/9/6 行政院秘書處委託央圖以[國府年鑑]交換國外刊物，俾利該處資料室參

考。 



54 

1947/10/31 增加與美交換官書份數，分存西安圖書館、蘭州圖書館和羅斯福圖書館，

請羅館嚴文郁秘書代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就近訂約。 

1947/11/3 央圖贈書土耳其安哥拉大學[廿四史]、[大唐會要]及[歷代職官表]3種各 1

部，共計 743冊。 

1947/11/1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協大圖書轉贈我國，由央圖統籌分配。福建協和大

學捐贈聯敎組織之雜誌圖書，已轉贈中國因戰時損失之各大圖書館，敎

部已函該校逕寄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便統籌分配。 

1948/1/11 美國圖書館協會東方及西南太平洋委員會主席布朗（Dr. Charles H. 

Brown，愛阿華州立學院圖書館館長）偕同美國國會圖書館副館長克來普

（Verner N. Clapp）於本日訪問央圖，央圖特為舉辦一善本圖書展覽會。 

1948/3/23 贈荷蘭烏特大學、萊頓大學[胡適論學近著]、[華漢對照四書]及[辭海]3種

各 20部。 

1948/5/21 央圖交換處負責與日本恢復書刊交換關係。並檢交[書林季刊]第一至五期

各 1冊，館刊第一至四期各 1冊，由東京中國駐日代表團徐逸樵先生轉

贈中國研究所。 

1948/6/8 美國國會圖書館贈善本書微捲 1,070捲。該善本微捲係北平圖書館於戰時

將館藏善本書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中，經該館攝為微捲，分贈中美兩

國各大圖書館。 

1948/7/1 央圖代教育部購書贈予日本通俗圖書館，共計 102種，254冊（該館為我

國駐日代表團為溝通中日文化而特別設置）。 

1948/10/4 蔣復璁館長在美考察完畢返館，蔣館長是於 7月 20日應美國圖書館界之

邀而赴美考察，考察期間，館務由總務組主任繆鎮藩代行。 

1948/10/14 贈送日本通俗圖書館[中國文化叢書]等若干種圖書。 

1948/12/6 中奧文化恊會於奧使館酒會中宣告正式成立。教部朱家驊部長，南京市

沈怡市長，外部劉師舜次長，警察總署唐縱署長，中央圖書館蔣復璁館

長，及各籌備人均會親往參加。大會逐條討論會章，予以通過，載明該

會以促進中奧兩國文化，並增進兩國人民之友誼爲宗旨。今後該會之工

作，將係舉辦學術演講，指導志願留學中奧兩國之學生，交換教授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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