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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說知識是人類智慧的結晶，那麼文獻便是智慧結晶的物化產物。順此理路，機關（包括

團體、會社等，下同）出版品則是機關成員集體智慧的結晶。這種智慧結晶的產物一方面表

現了機關的風貌，樹立了機關的形象，是機關成員共同努力耕耘的成果；另方面後人也可藉

此以瞭解和研究當時機關走過的道路及其留下的印痕。出版品之所以具有揭示機關過去面貌

的功能，是基於如下的事實：基本上出版品是人類智慧的結晶，但從更深的層面來觀察，出

版品無寧是特定時空下人類智慧的結晶。具備如此特質的出版品，必然烙印一時一地特殊時

空背景的印記。 

 

以國立中央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早期在大陸的16年間編印的出版品來說，自外在的文

獻名稱以至內在的主題要旨，莫不顯現出時代的脈絡，烙印著時代的特徵，是烽火戰亂、艱

苦蹈厲的時代見證者。例如本館抗戰期間編印之《抗戰以來圖書選目》、《重慶各圖書館所

藏西南問題聯合目錄》、《戰時國民知識書目》、《西南文獻聯合書目》等圖書，正是當年

戰爭洗禮的寫照；而《四庫珍本初集》、《玄覽堂叢書》等重典要籍的編纂，其動機未嘗不

是與「因戰亂而思及保存民族文化」的問題有關。因此，在敘述本館當年出版狀況之前，先

略述當時背景以及本館顛沛之情狀。 

 

回首民國22年元月教育部派蔣復璁先生為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開始著手籌劃圖書館

相關事宜。當年4月在南京沙塘園7號租用民房，本館籌備處於焉成立。29年7月31日籌備處結

束，當年8月1日正式使用「國立中央圖書館」名稱，同日蔣先生就任本館第一任館長。26年

爆發七七事變，揭開了八年抗戰的序幕。值茲國難當頭，地無分東西南北，人無分男女老

少，紛紛加入抗日的行列；本館也自不例外，參與了這場保衛民族保衛文化的聖戰，當年的7

月即舉館千里輾轉遷至重慶沙坪壩。34年抗戰勝利後重返南京，勝利的喜悅尚未綻開笑靨，

更大的烏雲已然籠罩神州大地。38年爆發國共內戰，赤焰遍野，山河乍然變色。無奈之餘，

本館只好奉令派員護書渡海來臺，暫棲於臺中霧峰。43年一度暫設辦事處於教育部內，直至

44年9月接收位於臺北市南海路43號「臺灣省國語推行委員會」的舊舍，始在臺正式復館。自

此以後才結束了顛沛流離、寄人籬下的日子，開啟了本館歷史的新頁。 

 

由上述可知，自22年創立伊始，以迄38年神州陸沉舉館遷臺為止，其間凡16年，雖然戰禍頻

仍，迭經顛沛流離之苦及戰亂的磨難，唯本館卻未曾或忘成立的初衷和肩負的任務。當年本

館全體同人抱孤臣孽子之心，同心協力夙夜匪懈，戮力於館務之推動及展開，從事採訪圖書

期刊，徵集文書公報，蒐羅善本古籍，進行國際交換以充實館藏；整理文獻目錄、展開閱覽

流通、輔導地方圖書館、提倡讀書風氣以推進文化。為當時多難的社會和國家貢獻棉薄之

力，也為當時的學術文化留下光輝的史頁。 

 

也正是處於物力維艱之戰時，館務千頭萬緒之際，本館除了展開圖書館基本業務外。另外，

也不畏艱辛困苦，勤於本館另方面的任務，即有關圖書館學術之研究、著述和編纂等工作，

欲期藉此以普及圖書館專業知能，發揚圖書館學術研究。經16年來的努力，雖然出版種數不

多、品類亦寡，唯完稿於顛沛流離之際，成書於烽火戰亂之時誠可貴也，頗值得吾人緬懷感



佩。總計本館在大陸時期正式出版者圖書凡17種，期刊凡7種。在二十餘種文獻中，有數種文

獻甚具有時代價值及時代特色，細數之主要有《四庫珍本初集》、《玄覽堂叢書》、《抗戰

以來圖書選目》、《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聯合目錄》、《國立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

目規則》、《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木印部出版目錄》等圖書，以及《書林季刊》、《國立

中央圖書館館刊》、《學觚》、《圖書月刊》等期刊。 

 

有關本館在大陸時期的出版品，可說是本館珍貴史料之一。今日，吾人既為本館成員之一，

對於本館以前走過的風雨道路，宜有相關之文字紀錄，以啟迪後人，以供後人憑寄。申而論

之，筆者編輯本目錄其主要動機有二：其一、為了紀錄當時本館出版的狀況。筆者認為，紀

錄出版狀況主要有三種方式，出版目錄的編輯、出版史料的編纂、出版史的撰述。其中，出

版目錄的編輯是較易從事的方式，但其作用可不小，直可謂小兵立大功。出版目錄的編纂，

是建立了查檢文獻線索的鑰匙，是出版史料搜集的利器，是出版史撰述的基礎。其二、為了

使本館出版目錄集成完璧。本館在大陸時期，即編有《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木印部出版目

錄》；來臺復館後先後又編印了《國立中央圖書館出版品目錄》、《國立中央圖書館出品目

錄》（增訂版）、《國立中央圖書館出版品目錄》（三版）及《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選目》三

種目錄，將本館成立之前、在大陸時期以及在臺時期之出版品目錄彙編成完帙，豈不美備！

 

基於上述動機，筆者擬就本館22-38年間在大陸時期之出版品加以整理著錄，彙編成目，一來

聊表館慶慶祝之意，二來藉以緬懷先人篳路藍縷之風範。唯令人遺憾之處，由於37年國共戰

事急轉直下，斯時本館重點工作是搶救館藏善本古籍、珍貴文物，對於本館出版品自無暇顧

及，如今原書多不易查訪，因此參考是難。由於前述原因，目前筆者只能從在臺各館藏書中

或現有目錄中旁求遠紹，經由反復比勘查證，然後整理著錄成目，希望儘可能呈現較完整正

確之書目紀錄。本目錄編輯期間蒙宋副館長建成、張編篡錦郎提供寶貴文獻資料，江主任(糸

秀)瑛、許靜芬小姐協助查詢NBINet書目資料，彭主任慰提供協助，在此謹申誠摯的謝悃。唯

由於編者經驗淺薄、學養固陋，撰寫期間又未能訪得原書，是以誤漏之處在所難免，尚祈方

家不吝指教為幸。另外，筆者也想藉此機會呼籲各界，如有收藏本館在大陸時期之出版品及

其相關史料者，亦請提供資料，俾便筆者或其他有心人士作為撰述相關文章之資糧。 

 

 

編例 

 

1 收錄範圍 

本目錄收錄國立中央圖書館民國22年創館至38年遷臺為止，在大陸16年間正式編印出版之出版

品凡29種。所收文獻類型主要以圖書、期刊、年度出版品為主；唯為了反映並保存當時本館

出版實況，亦間收未刊或由本館編輯而由他機關出版之文獻。茲為明瞭起見，將本館在大陸

時期之遷徙年代，製表解說如下： 

 

籌備創館時期 民國22年-26年 南京 

抗戰西遷時期 民國27年-34年 重慶 

勝利還都時期 民國35年-37年 南京 

 

2 目錄款目 

每一條目錄款目內容分為「基本著錄」及「內容大要」兩部分。「基本著錄」部分採條列空

格式，依序著錄「文獻編號、題名、編次、作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年月、版本、面頁

數、高廣、裝訂」等項目；凡未著錄之項目，表示缺項，即未查獲該項數據。「內容大要」



部分以簡括之文字，介紹圖書內容性質、期刊主要欄目、期刊各期要目等；並旁及圖書成書

經過及出版編印情形。內容如便於以表格表示者，則採表解方式編排，以收「覽表而知要」

之效。本目錄所收錄之部分文獻，因年代較為久遠，已不易訪求，故於「內容大要」文末參

考《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例註明其現存圖書館，俾便日後查證之用。 

 

3 文獻編號 

每一條款目前均有編號，以方便編製索引位置之需。文獻編號共3碼，前一碼為英文字母，後

兩碼為阿拉伯數字。英文字母所代表之意義如下表所示，阿拉伯數字係表示類內之編號順

序。 

 

A 圖書 

B 連續性出版品 

C 其他：指單篇論文或未編輯成冊，或由本館編製而由其他機關出版者 

 

4 編排方式 

本目錄正文分「圖書」、「連續性出版品」及「其他」三單元，各單元下再依書刊名稱筆畫

順序排列。 

 

5 輔助索引 

本目錄編有「年代索引」及「題名索引」兩種，索引條目後均附文獻編號，以便檢閱。年代

索引依出版之民國年代順排，題名索引依題名中文筆畫順序編排。 

 

 

A 圖書 

A01 中阿古代關係史料 

國立中央圖書館輯錄 輯者印行 民國35年2月 

 

A02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 上海 商務印書館印行 民國24年7月 

民國22年4月教育部令本館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本館及迅速著手籌印，茲將其編印經過列

表如下： 

 

22年05月27日 本館呈送與商務印書館訂立之「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合同草案」15條。 

22年06月06日 行政院第107次院會修正通過國立中央圖書館與商務印書館訂立「影印文淵閣四

庫未刊珍本合同」15條。 

22年06月17日 蔣主任復璁與商務印書館經理王雲武先生簽訂「影印文淵閣四庫未刊珍本合

同」。 

22年08月15日 教育部公布「編定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目錄委員會組織章程」6條，並由教育部就

全國目錄學專家中聘任委員15人。 

22年08月29日 蔣主任復璁代表教育部出席故宮博物院臨時監察委員會，商討影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未刊珍本事。 

22年10月09日 經委員會議通過影印四庫全書珍本目錄，計經部61種、史部20種，子部34種，

集部117種，合計232種。復經委員會決議，為保存原書真相，挑選本書原樣經史子集各一種，

以影印方式出版。 

22年10月30日 教育部再度修正「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合同」為18條。 



23年02月02日 教育部令本館「影印之四庫全書未刊珍本」訂名為《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23年05月25日 擬具「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初集分贈辦法」呈請教育部核定。 

23年12月28日 本書攝影手續全部結束。 

24年07月25日 本書原樣經史子集各一種出版，每部1函6冊，共印1,500部。 

 

A03 玄覽堂叢書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上海 商務印書館印行 民國30年6月 線裝 影印本 

抗戰初起，本館西遷，移籌備處於重慶，積極從事淪陷區善本書之搜購。唯本館於淪陷區不

便出面蒐求，時徐森玉先生等於是商議採擷陸機文賦「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之句

意，以「中樞玄覽」１名義訪求並購得江南著名藏書家，諸如吳興張氏適園、劉氏嘉業堂、

江寧鄧氏群碧樓、番禺沈氏風雨樓等珍本圖書。為防止本批圖書在戰亂遭離散遺佚，遂擇若

干孤本攝成照片影印，命名為《玄覽堂叢書》云爾。本叢書前後印行共三集，初集首冠玄覽

居士徐森玉先生序，序題「庚辰夏」，木記題「庚辰夏六月印行」，庚辰為民國29年，提前

一年者，主因是為了避日方耳目。續集及三集，係抗戰勝利後編印出版者，其中三集選印工

作尚未竣事，而赤燄南侵，印事遂告中輟。茲將本叢書前後三集出版及收書情形，整理如下

表： 

 

初 集 民國30年6月 收書33種120冊，其中明刻26種、清刻1種、明清舊鈔6種 

續 集 民國36年5月 收書21種附4種120冊，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線裝 

第三集 民國37年 收書12種 

 

A04 抗戰以來圖書選目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教育部印行 民國35年5月 256頁 32開 

收錄民國26年7月至32年12月出版之圖書，分「總類、經學、哲學」等類。 

 

A05 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聯合書目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重慶 編者印行 民國28年9月 73頁 線裝 石印本 

本館基於研究西南問題之需要，同時也為了促進館際互借之便利，乃編輯本書目。收錄重慶

22處藏書機構之藏書，分為29類。其後又增加補編資料，遂改名《西南文獻聯合書目》。 

 

A06 修正圖書館規程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教育部印行 民國35年5月 

 

A07 國立中央圖書館入藏呈繳圖書目錄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36年 24頁 16開 

收錄民國36年7至12月呈繳之圖書（據卷內首頁所題），分「總論、經學、哲學」等類。北

京、上海圖書館藏有本書。 

 

A08 國立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上海 商務印書館印行 民國35年9月 137頁 18公分 

民國24間開始著手編訂中文編目規則，25年5月成「暫行中文圖書編目規則」凡216條。29年5

月將「暫行規則」加以修訂，補充善本書編目規則，並另訂地圖、拓片、檔案等特種編目規

則，彙為一編，名曰「中文圖書編目規則」。35年4月18日與商務印書館簽立出版授與契約，

授與該館於同年9月以《國立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名義出版，至是始編印成帙。書

內附有圖像及表格。 



 

A09 國立中央圖書館概況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36年5月 11頁 16開 

概述本館自民國17年5月15日至35年5月之沿革與工作，即自大學院召開全國教育會議決議籌設

起，迄民國抗戰勝利還都為止。書內附有圖像及表格。 

 

A10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藏期刊目錄 第一輯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23年6月 180頁 32開 環筒頁 

收錄民國22年本館成立日起至同年12月底入藏的期刊，分上、下二編，上編為雜誌，下編為

報紙。各編均分「中文之部」和「西文之部」，中文雜誌分類排列，係中日文期刊混合編

排；西文雜誌依來源編排，報紙以地區別編排。每種雜誌著錄其刊名、刊期、出版者、出版

詳細地址、該館收藏之卷期號數。書後附有補遺、刊名筆畫索引、西文刊名索引。北京圖書

館及上海圖書館收藏。 

 

A11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藏期刊目錄 第二輯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25年6月 224頁 16開 

本目錄賡續本館館藏期刊目錄第一輯（民國23年）而編製，收錄23至24年入藏之期刊，編排體

例與第1輯相同。北京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收藏。 

 

A12 國立中央圖書館藏官書目錄 第一輯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23年6月 318頁 18開 

收錄民國22年12月底以前入藏本館之中西文官書。目錄分「中國國民黨」及「政府」二部，

其下再按黨政機關組織系統分類編排。另有附錄，係民國元年至15年出版之官書目錄，分

「中央之部」及「地方之部」兩部，係按黨政現代化組織系統編排。書末附中文書名筆畫索

引、西文官書索引。北京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收藏。 

 

A13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之經過及現在進行概況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23年 8頁 26公分 

文末題「蔣復璁」，諒係該文之作者。有圖像及表格。 

 

A14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木印部出版目錄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 編者印行 南京 民國23年 21頁 32開 

本館經教育部核准成立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奉命接收國學書局，並改名為木印部，仍在

原址出版前國學書局圖書。本目錄即木印部所出圖書之一，分「經、史、子、集」4類。北京

圖書館收藏。 

 

A15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概況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25年 8頁 26公分 

 

A16 普通圖書設備舉要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教育部印行 民國35年5月 

 

A17 傷兵醫院流動書櫥圖書目錄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26年11月 

本書目著重收錄富於教育意味之通俗讀物及雜誌畫報。 



 

 

B 連續性出版品 

 

B01 Philobiblon, 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 （書林季刊） 

錢鍾書主編 國立中央圖書館印行 民國35年6月創刊 

係復員後出刊之期刊，設有「論著、書評、書刊簡介、新書出版目錄及官書目錄」等欄目。

內容主要介紹我國學術研究之情形，俾增進與國外學術文化之交流。刊名及其中譯，寓有

「愛書家徜徉漫步低吟於書林冊府」之意。民國35年6月創刊，同年12月停刊，共出3期。２ 

 

創刊號 民國35年6月 

第2期 民國35年9月 

第3期 民國35年12月 

 

B02 白沙兒童小公園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編者印行 四川白沙 民國29年4月4日創刊 週刊 

民國28年3月本館奉令遷往白沙，鑑於民眾知識程度日低，益覺推廣知識運動之必須，29年4月

4日舉行抗建圖表展覽會及兒童讀書比賽會，又為鼓勵兒童創作之興趣，考察兒童成績，乃於

是日創立本刊。內容主要為白沙當地小學生自由投稿創作之彙集，以壁報方式出刊，每週一

次。對於長期投稿兒童與優良作者酌給獎品，以鼓勵兒童讀書及創作。 

 

B03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刊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上海 開明書店印行 民國36年3月至12月 16公分 季刊 

為繼戰前出版之《學觚》及戰時出版之《圖書月刊》之意，復員後本館決定出版《國立中央

圖書館館刊》（中文季刊）及《書林季刊》（西文）兩種期刊。民國35年10月本館與開明書

訂立編印契約，規定由本館編輯，開明書店印刷發行，每3個月出版1期。本刊體例仍沿《圖

書月刊》之舊，設有「論著、新書介紹、文化消息、呈繳書目、書評、附錄」等欄目。其

中，「論著」欄目刊載圖書館學及目錄版本學論文，「呈繳書目」欄目收錄呈繳本館之圖書

及期刊目錄。民國36年3月創刊，同年12月停刊，共出4期。封面刊名由名書法家沈尹默先生題

簽。 

 

復刊第1號 民國36年03月 

復刊第2號 民國36年06月 ＊本期增「書評」及「附錄」兩欄，刪「文化消息」欄 

第1卷第3號 民國36年09月 ＊即復刊第3號 

第1卷第4號 民國36年12月 ＊即復刊第4號 

 

B04 國立中央圖書館藏呈繳書目錄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24年2月創刊 362頁 16開 精裝 月刊 

收錄每月呈繳本館之書刊。民國24年2月15日起按月出刊，每月1期，每期分類編排，分「總

類、哲學、宗教」等類。25年1月停刊，共發行12期。25年2月起呈繳目錄併入《學觚》中，不

另刊行。本刊封面刊名由林森先生題簽。北京圖書館藏有本書。茲為明瞭起見，特將各期出

版日期及收書種數製表解說如下： 

 

第1期 24年02月15日 518種，689冊 

第2期 24年03月15日 中文10類234冊，西文8種 



第3期 24年04月15日 中文書9類453種474冊，西文書16種 

第4期 24年05月15日 中文書10類526種675冊，西文書21種 

第5期 24年06月15日 中文書10類415種474冊，西文書13種 

第6期 24年07月15日 中文書10類203種425冊，西文書21種 

第7期 24年08月15日 中文書10類288種393冊，西文書21種 

第8期 24年09月15日 中文書279種344冊，西文書16種 

第9期 24年10月15日 中文書257種342冊，西文書22種 

第10期 24年11月15日 中文書254種368冊，西文書24種 

第11期 24年12月15日 中文書311種394冊，西文書24種 

第12期 25年01月15日 中文書226種314冊，西文書8種 

 

B05 圖書月刊 

國立中央圖書館 重慶 編者印行 民國30年12月創刊 

本月刊1年1卷，每卷出刊8期。民國30年12月創刊，33年9月5日因印刷困難停刊。36年3月復

刊，更名為《國立中央圖書館館刊》。 

 

B06 學觚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25年2月創刊 月刊 

本刊之前身，係民國24年2月起刊載於《中央時事週報》之「學觚」專欄，設有「圖書介紹、

術界消息、新書簡訊」等欄目。25年2月本刊創刊後，設有「論著、譯作、圖書館界消息、館

藏呈繳書目、官書目錄及期刊目錄」等欄目，內容以圖書及圖書館學界為限，唯「新書簡

訊」仍繼續刊於《中央時事週刊》。民國25年2月（1卷1期）創刊，26年6月（2卷6期）因抗戰

發生停刊。 

 

B07 戰時國民知識書目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26年10月 

本書目編印主旨係為了鼓舞戰時軍民士氣，以贈送各界人士研讀。內容主要為軍事相關知識

及其問題之簡目。為適應戰時需要，每期以一問題為主題，重在實用，與專門目錄微有不

同。著錄但期簡明，不亟求其詳盡。民國26年10月8日創刊，28年8月17日停刊，共出27期。茲

為明瞭起見，特將各期出版日期及其內容製表解說如下： 

 

第1期 26年10月08日 軍事知識與軍事訓練書籍簡目 

第2期 26年10月10日 日報重要文字選目 

第3期 26年10月20日 防空知識書籍與毒氣、防毒書籍簡目 

第4期 26年12月12日 期刊論文選目 

第5期 27年01月15日 空軍知識書籍簡目 

第6期 27年02月15日 軍事工程書籍簡目 

第7期 27年03月15日 東北問題書籍簡目 

第8期 27年04月01日 戰時教育書籍簡目 

第9期 27年04月15日 日本國勢書籍簡目 

第10期 27年05月01日 太平洋問題書籍簡目 

第11期 27年05月15日 中日關係書籍簡目 

第12期 27年06月01日 國際公法及外交學書籍簡目 

第13期 27年06月15日 日本侵華史書籍簡目 

第14期 27年07月15日 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聯合書目初稿 



第15期 27年08月15日 四川及閩廣地圖簡目 

第16期 27年09月15日 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聯合書目初稿續 

第17期 27年10月15日 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期刊聯合目錄 

第18期 27年11月15日 本館所藏滇桂黔三省方志目錄 

第19期 27年12月15日 重慶各圖書館所藏四川方志聯合書目 

第20期 28年01月15日 抗戰概論書目 ＊本期起奉令蒐集抗戰史料目錄 

第21期 28年02月15日 抗戰政治史書目 

第22期 28年03月15日 抗戰外交史書目 

第23期 28年04月15日 抗戰地方史書目 

第24期 28年05月15日 抗戰軍事史書目 

第25期 28年06月13日 抗戰社會史書目 

第26期 28年07月17日 抗戰文藝書目及抗戰史書目補遺 

第27期 28年08月17日 德波問題書目及最近期刊論文索引 

 

 

C 其他： 

 

C01 中外分類法名著書目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交通大學印行 民國29年9月 

係應「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之請而編製。 

 

C02 中國圖書館學書目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教育部印行 民國28年1月 

本書目列入教育部出版《社會教育輔導叢書》之《圖書館手冊》中。 

 

C03 全國圖書總目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編者印行 民國29年10月 

本館奉令編輯本總目，並訂有中西文書目體例及樣片2種，分寄各圖書館俾便各館編製書目之

參考，以收統一編目格式之效。 

 

C04 西文圖書聯合總目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民國29年11月 

本館派員攜同工具赴各大學校就地編製，以收目錄體例統一之效。 

 

C05 抗戰文獻分類表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編者印行 民國27年10月 

民國26年中日戰爭爆發後，圖書、小冊子論述甚眾，普通圖書分類表僅能添立一目，分類不

免駁雜，遂條分縷析，編訂成篇，細目凡600餘條。 

 

C06 抗戰期刊索引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 重慶 編者印行 民國28年5月 

收集抗戰期間雜誌公報中之參考資料凡138種，製片3,000餘張。 

 

C07 國立中央圖書館復員以來工作述要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民國29年9月 



係應「中緬文化協會」之請而編製。 

 

C08 國立中央圖書館藏書目錄片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25年8月 

本館仿美國國會圖書館例，印售藏書卡片目錄。原擬從舊書及官書卡片目錄編製入手，然後

漸及晚近坊間出版圖書。編製原意係方便各界購用，以節省各館編目及分類之人力與財力，

俾達編目標準性及一致性之要求。民國25年發行印售藏書卡片目錄第1組，收書凡500種，附有

目片說明及使用法。其後11月1日印售第2組，凡501張；26年2月16日、3月15日、4月16日、5

月16日、6月20日陸續印售第3至第7組。 

 

C09 國立各大學各學院書目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戰時圖書徵集委員會印行 民國28年6月 

係應「戰時圖書徵集委員會」之請而編定，作為函送英美等國徵集圖書之用。 

 

C10 著作物之分類辦法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內政部統計處印行 民國27年12月 

係應內政部統計處之諮詢而編印。 

 

C11 圖書館管理 

國立中央圖書館草擬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印行 民國28年5月 

係應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編印之《社會教育輔導叢書》而草擬。 

 

C12 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西文目片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南京 編者印行 民國25年6月 

本目片編製發行後，曾分贈藏有該書之國外21所學術機關圖書館。 

 

C13 緬甸問題書目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中緬文化協會印行 民國29年9月 

係應「中緬文化協會」之請而編製。 

 

C14 縣市立民眾教育館設備標準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教育部印行 民國28年2月 

係應教育部之請而擬定。內容包括應備之參考書、民眾讀物、掛圖等書目。 

 

C15 館藏中西文化學方面工具書及期刊目錄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中國化學會印行 民國28年11月 

係應「中國化學會」之請而編訂。 

 

C16 檔案管理參考書目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 經濟部中央農業試驗所印行 民國29年9月 

係應「經濟部中央農業試驗所」之請而編製。 

 

 

附錄一、年代索引 

 



民國23年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之經過及現在進行概況 A13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木印部出版目錄 A14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藏期刊目錄（第一輯） A10 

國立中央圖書館藏官書目錄（第一輯） A12 

 

民國24年 

國立中央圖書館藏呈繳書目錄 B04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A02 

 

民國25年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概況 A15 

學觚 B06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藏期刊目錄（第二輯） A11 

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西文目片 C12 

國立中央圖書館藏書目錄片 C08 

 

民國26年 

戰時國民知識書目 B07 

傷兵醫院流動書櫥圖書目錄 A17 

軍事知識與軍事訓練書籍簡目 B07 

日報重要文字選目 B07 

防空知識書籍與毒氣、防毒書籍簡目 B07 

期刊論文選目 B07 

 

民國27年 

空軍知識書籍簡目 B07 

軍事工程書籍簡目 B07 

東北問題書籍簡目 B07 

戰時教育書籍簡目 B07 

日本國勢書籍簡目 B07 

太平洋問題書籍簡目 B07 

中日關係書籍簡目 B07 

國際公法及外交學書籍簡目 B07 

日本侵華史書籍簡目 B07 

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聯合書目初稿 B07 

四川及閩廣地圖簡目 B07 

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聯合書目初稿續 B07 

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期刊聯合目錄 B07 

本館所藏滇桂黔三省方志目錄 B07 

重慶各圖書館所藏四川方志聯合書目 B07 

抗戰文獻分類表 C05 

著作物之分類辦法 C010 

 

民國28年 



中國圖書館學書目 C02 

縣市立民眾教育館設備標 C14 

抗戰期刊索引 C06 

圖書館管理 C11 

國立各大學各學院書目 C09  

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聯合書目 A05 

館藏中西文化學方面工具書及期刊目錄 C15  

抗戰概論書目 B07 

抗戰政治史書目 B07 

抗戰外交史書目 B07 

抗戰地方史書目 B07 

抗戰軍事史書目 B07 

抗戰社會史書目 B07 

抗戰文藝書目及抗戰史書目補遺 B07 

德波問題書目及最近期刊論文索引 B07 

 

民國29年 

白沙兒童小公園 B02 

中外分類法名著書目 C01 

國立中央圖書館復員以來工作述要 C07 

緬甸問題書目 C13 

檔案管理參考書目 C16 

全國圖書總目 C03 

西文圖書聯合總目 C04 

 

民國30年 

玄覽堂叢書 A03 

圖書月刊 B05 

 

民國35年 

中阿古代關係史料 A01 

抗戰以來圖書選目 A04 

修正圖書館規程 A06 

普通圖書設備舉要 A16 

Philobiblon, 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 (書林季刊) B01 

國立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 A08 

 

民國36年 

國立中央圖書館入藏呈繳圖書目錄 A07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刊 B03 

國立中央圖書館概況 A09 

 

 

附錄二、題名索引 

 



Philobiblon, 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 B01 

中文圖書編目規則 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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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林季刊(Philobiblon, 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 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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