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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模式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创设
———以广州中山图书馆为例

翟志宏

( 河南师范大学 社会事业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 民国时期广州中山图书馆的创建与发展，学术界对之研究很欠缺。该馆从筹备到建成，经历了数年的艰

辛，馆舍建设的最大特点是募捐所得的侨资成了主要支撑。图书等馆藏建设方面，其来源除购买、调拨之外，就是

社会捐赠，这是该馆馆藏建设的主要特色所在。广州中山图书馆作为民国时期我国著名图书馆的一个缩影，其办

馆特色及成功经验，在 21 世纪的今天同样具有颇多资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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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孙中山去世之后，纪念活动此起彼伏，

成立中山图书馆就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当时国民政

府中央宣传部还曾通令全国举行宣传会议，会上的

提案之 一 就 是“各 省 各 特 别 市、应 创 设 中 山 图 书

馆”［1］。在此大背景之下，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

各地纷纷改名或创设中山图书馆，如广州市立中山

图书馆、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陕西省立第一中山图

书馆、河南省立中山图书馆［2］、北平市中山图书馆、
延安中山图书馆［3］等等。只是与此形成截然反差的

是，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中山图书馆的研究却很欠

缺，有限的研究如蒋志华对“罗香林与广州市立中山

图书馆”课题的探究［4］，林联勇对“李汉青与鼓浪屿

中山图书馆”问题的考察［5］，沈小丁对湖南省立中山

图书馆的梳理［6］，只是有所触及而已。鉴于此，笔者

拟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的创

办为视点，重建史实，并梳理其特色，以补已有研究

之不足。

一、以侨资为支撑的馆舍建设

有论者称，1927 年广州市建立了市立中山图

书馆［3］。其实，该馆从筹备到建成，经历了许多年

的艰辛。

早在 1926 年 1 月 29 日，在北京北海成立了中

山图书馆总馆筹备处，并推定筹备员十二人，以宣武

门内糖房胡同五号为筹备处办公处，之所以如此，在

于“中山先生，功在民国，海内外热心中山主义之同

志，爰有中山图书馆之筹备，以资永久纪念”［7］。
广州中山图书馆的筹备，动议始于 1925 年，“因

省港罢工风潮之故，事未果行”。1927 年林云陔任

广州市市长，“倡建市立中山图书馆”［8］，当年 6 月

22 日第 105 项行政会议议决通过，“交由财政、教

育、工务三局规划”，后三局召开联席会议，确定由教

育局“主任规划办法”，由财政局“规划款项事宜”，

由工务局“规划工程事宜”，至于筹款方法，“先由募

捐着手，悬额一百万元，以五十万元为建筑费，以五

十万元为设置费”，8 月 17 日，该计划得到市政府的

批准［9］。
募捐方面，市长林云陔委派伍智梅“来美募捐，

抵三藩市后，由驻美国总支部，中华会馆，召集各同

志侨胞筹商进行募捐事宜”，公推黄谦益为协助募捐

专员，后由林云陔“加委为募捐协助”［10］。伍智梅、
黄谦益“出国募捐，凡一年又八月，经历美国，古巴，

加拿大，墨西哥四国。到处均得侨胞之乐助，故能募

得毫洋卅余万元。捐款收集后，乃组织委员会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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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储于市立银行”［8］。关于此次捐款收支数目，伍智

梅等呈文称，支出“舟车旅杂等费计美金二万一千六

百一十六元五毫五仙”，“除开支及贮保管委员会

外，其尚存美国各埠及沙面银行暨代育婴院购器等

共美金八万二千七百九十九元三毫一仙”［11］，1930
年 1 月 13 日市长林云陔批复令余款统交捐款保管

委员会负责保管。
保管委员会委员有“陆幼刚、程天固、胡俊、黄谦

益、伍智梅等”［12］，其中，陆幼刚为教育局长，程天固

为工务局长［13］。在收齐捐款之后，即在市教育局

“开会讨论，商议建筑图书馆进行云”［12］。至于“建

筑工程，亦已由工务局绘具图则，招商投承，不日兴

工”［14］。
选址方面，“馆址初拟选择文德路教育厅旧址，

后因该地已由省政府指定为广东修志馆，乃改觅西

湖街惠济仓，或西瓜园同学会余地，或惠福东路大佛

寺前空地，但此三处均不适用。最后乃由程工务局

长选定文德路广府学宫为馆址，并由市府呈奉省府

准予照拨，于是馆址问题，乃得解决”［8］。后该地教

忠学校为征地、拆迁等问题，提请交涉，市政府给予

1 千元补偿了结［15］。
馆址择定后，即由工务局开投工程，1929 年 10

月，建隆新记以 14． 88 万元中标［16］，后市政府“欲使

馆舍巍峨壮观起见”，又增加建筑费 4． 2 万元，“后再

因添加美术工料”，建筑费增至 31． 33 万余元。从

1929 年 12 月开始建筑，至 1933 年 10 月工程方始告

成，“历时将及四载矣”。馆舍建筑图样，外为宫殿

式，内为西式，规模壮丽，极为美观。全馆面积1． 82
万余平方米，高度为 55 尺，“凡二层，中心建八角亭

一座，馆之四周，安设三合土栏杆，石级三度，门前留

有空地，复又翰墨池，水木明瑟，风景优幽雅，斯馆

者，广州市建筑最优美之图书馆也”［8］。《良友》画

报也报道称该馆为“广州伟大建筑物之一”［17］。另

有论者认为，广州的图书馆“以建筑华丽，名著南中

者则有市立中山图书馆”［18］; “馆舍方面，以市中山

为最好”［19］。其建筑费主要来自美洲华侨捐款，“巍

峨壮丽之中山图书馆，矗立于革命策源地之广州，实

华侨一大力助焉”［10］。
馆舍内部布局，正门递升两阶而进是大堂，大堂

北面有挂号处、号房，再向左是楼梯、厕所，二者背面

是走廊; 大堂南面有办事处、查书目处，查书目处背

面有走廊; 大堂向西直走，“此中央之大八角亭，即阅

中国书籍处。其十字之东为穿堂，西端为楼梯，南端

为阅中国书处”，“复于南北两端，各就东西方面，建

阶梯，为上落之途径，亭之南则为阅外国书处，亭之

北则为藏中国书处”; 八角亭再向西进，中部为藏外

国书处，左前方为取外国书处，右前方有厕所、修补

书室。楼上中央为客厅，客厅南北两边除大梯及厕

所外，辟为管理员住室七间，背后则为走廊; 中部为

美术陈列所，其背面为藏外国书处，南边及后部为藏

中国书处、修补书处; 藏书处排列的都是书橱，可放

置 328 个，“最低限度分八架，可容书籍八百册以上，

合计可容书籍十八万二千四百册以上”; “二层之上

库，内设有缓气机房，电灯总线总闸，工人住室及贮

藏室四部分”［16］。广州中山图书馆的设备完善，时

人认为这是该馆的优点［19］。至于设备费，则“由市

府筹拨”［20］。
广州中山图书馆馆舍建设颇为不易，1928 年

“以时局影响，遂至停顿”［21］。1929 年招标合同规

定，从当年 11 月起，“以二十个月为期，但该馆址地

脚筑妥后，旋因形势不佳，复再行拆去修改，是故以

致工程略为迟滞”［22］。1931 年“因天雨时降，故工

程上亦受影响”［23］。中山图书馆兴建之时，不幸时

局动荡，国内军阀混战，该馆建设受此影响，工期一

拖再拖。
总体来看，广州中山图书馆馆舍建设的最大特

点是募捐所得的侨资成了主要支撑。

二、以社会捐赠为特色的馆藏建设

广州中山图书馆的图书等馆藏建设工作与购存

工作与馆舍建设同步进行，《申报》1927 年 8 月 11
日曾报道，“广东中山图书馆派顾颉刚移款二万余元

来杭，采办大宗图书，现已事毕，定明后日将书籍运

沪，转轮返粤”［24］。
1930 年，广州中山图书馆筹办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讨论通过了征求特种图书一案，特种图书包括“本

省各机关公报各县新旧府厅州县志书，各种古今名

著族谱家乘，及其他属于乡邦掌故等书籍”。该馆

要求政府通令所属“代为设法征集，随时送馆，如

有或须备价者，亦希分别函知，以凭选购”。后经

市教育局、市政府转呈省政府，9 月 17 日广东省政

府第 683 号训令“准予照办”，并要求各机关“一体

遵照办理”［25］。
1933 年 10 月广州中山图书馆开馆时，“藏有古

今图书四万余册，西籍三千余，杂志二百余种”［20］。
至于分类编目，“该馆中日文书采用杜定友之世界图

书分类法，西文则采用杜威分类法……图书目录，系

采用字典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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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山图书馆对外开放后，其馆藏文献除购

买外，尚有社会各界捐赠来源，而且所占比例较大。
如 1937 年 3 月 5 日《书林》刊登该馆半年来的“书籍

增加状况”称，“本馆半年来购入书籍，为数约一千

八百余册”，而“本馆半年来，外界名宿，及本馆诸同

事，惠赠书籍亦颇不少，为数约有一千一百余册”，

“至于杂志报纸方面，承各界惠赠，月各必有百数十

种”，“又本馆美术陈列室，承本市艺术专家若黄少

强……诸先生，以杰作见赐，或以家藏珍品见赠，增

色不少”［26］。在此前后，广州教育厅［27］、船山学报

社［28］等多有捐赠。
有鉴于此，广州中山图书馆十分重视社会捐赠。

1937 年，馆长罗香林登载启事，征求本省先贤先烈

遗著遗物，“凡属本省先贤先烈，以及乡邦俊彦，墨客

骚人，以至方外闺阁，苟有著述，或书画墨迹，及其他

遗物，以及行状影片之什，无论多寡，及已锓板与否，

皆拟蒐集，珍藏纪念; 并拟择要精印，俾广流传，永垂

不朽，而资矜式。所冀党国元勋，以及各界耆宿，烈

士嗣裔，与夫庋藏之家，赐予赞助，各检所有，赐赠本

馆; 并转告亲友，按址投寄; 其或家藏珍品，未能割

爱，亦望抄录副本，惠然投赠; 又或格于情势，必须售

让，亦乞惠函开列，俾得就商”［29］! 同年 7 月 20 日，

罗香林还为“筹建广东文献陈列室，以资储藏，而利

陈列展览”，刊登启事，“所愿各界人士，俯赐赞助，

将所存先贤先烈遗著，赐送陈列”［30］。
本省先贤先烈遗著遗物之外，也是在 1937 年，

罗香林还刊登征求图书启事，所开列书目类别有革

命文献、政府公报、社团刊物、时人著作、区域方志、
绝版书报、内外典籍、艺术作品、家谱族牒、歌谣唱

本。并规定，对所捐赠的图书等，“均于书面签署赠

者姓名，编目珍藏，以垂纪念，而示感铭。其有一次

捐赠图书至一千种以上，或价值五千元以上者，除书

面署名外，并勒石纪念”［31］。
除购买、捐赠之外，1934 年 5 月广东省教育厅

还将省立图书馆书籍 5． 35 万余册拨给广州中山图

书馆，到 1936 年该馆“所藏书籍杂志总数已达十五

万余册”［19］。
总体而言，广州中山图书馆的馆藏建设特色主

要体现在获取社会捐赠方面。

三、结语

广州中山图书馆从 1933 年 10 月 20 日开幕［32］，

至抗战前的数年间，该馆发展较为迅速。抗战期间，

“广州沦陷时，馆舍为日敌海军武官府占据”，抗战

胜利后恢复，并接收“惠爱东路伪市立图书博物馆图

书十余万册”，馆长为罗香林夫人朱倓［18］。“粤省立

艺专敎授庞熏琴男女公子”［33］，以及“画家张书旗”
等［34］，还在该馆举行了书画展览。总之，抗战前后

广州中山图书馆都有相当的发展。至于其发展成

就，从捐赠的视角而论，主要体现为馆舍建设以募捐

所得的侨资为支撑，馆藏建设以社会捐赠为特色等。
作为民国时期我国著名图书馆的一个缩影，广州中

山图书馆的办馆特色及成功经验，时至今日依然具

有颇多资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佚 名． 市宣传委会召集紧急会议［N］． 申报，1928 － 7 －
18( 14) ．

［2］邹华亭，施金炎．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M］． 长

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45 － 55．
［3］黄少明． 民国时期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图书馆［J］． 黑龙江

图书馆，1991( 4) : 76 － 77．
［4］蒋志华． 罗香林与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J］． 岭南文史，

2004( 2) : 37 － 41．
［5］林联勇． 李汉青与鼓浪屿中山图书馆［J］． 炎黄纵横，2007

( 7) : 46 － 47．
［6］沈小丁． 民国视野下 的 湖 南 地 方 图 书 馆 事 业 ( 1912—

1949) ［J］． 图书馆，2009( 1) : 129 － 132．
［7］佚 名． 中山图书馆之筹备［J］． 图 书 馆 学 季 刊，1926

( 2) : 178．
［8］何多源． 广州图书馆事业概述( 二) ［J］． 广州大学图书馆

季刊，1934( 3) : 414 － 416．
［9］佚 名． 筹办中山图书馆案［J］． 广州市市政公报，1927

( 266) : 44 － 45．
［10］佚 名． 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J］． 三民画刊，1934

( 3) : 4．
［11］佚 名． 中山图书馆赴美募捐收支数目案［J］． 广州市市

政公报，1930( 353) : 41 － 42．
［12］佚 名． 建市立中山图书馆［J］． 广州市市政公报，1930

( 348) : 46 － 47．
［13］佚 名． 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开幕［J］． 广州大学图书

馆季刊，1933( 2) : 393 － 395．
［14］佚 名． 请拨款建筑市立中山图书馆案［J］． 广州市市政

公报，1930( 349) : 5．
［15］佚 名． 广州市市立图书馆割用教忠学校矿地案［J］． 广

东省政府公报，1930( 55) : 25 － 27．
［16］佚 名． 广州市中山图书馆下月落成［J］． 浙江图书馆馆

刊，1933( 4) : 169 － 170．
［17］远东社． 新建筑［J］． 良友，1933( 80) : 20．
［18］何观泽． 广州香港各图书馆近况［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

报，1946( 4 /6) : 3 － 5．

48

2015 年 河 南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19］朱哲能． 广州七大图书馆考察报告［J］． 教育研究，1936
( 70) : 129 － 156．

［20］佚 名． 广州市中山图书馆开幕礼［J］． 民间周报，1933
( 33) : 1

［21］佚 名． 继续筹办中山图书馆［J］． 广州市市政公报，

1928( 306) : 31．
［22］佚 名． 中山图书馆施工近讯［J］． 新广州月刊，1931

( 1) : 124．
［23］佚 名． 市图书馆建筑近讯［J］． 新广州月刊，1931 ( 1) :

124．
［24］佚 名． 浙省各县县长之新调查［N］． 申报，1927 － 08 －

11( 10) ．
［25］佚 名． 饬属征集图书送赠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案［J］．

广东省政府公报，1930( 129) : 21 － 22．
［26］佚 名． 本馆半年来书籍增加状况［J］． 书林，1937 ( 1) :

31 － 32．
［27］佚 名． 训令教育局、市中山图书馆准教厅函送二十年

度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仰查收妥存由［J］． 广州市政府

市政公报，1935( 492) : 60．
［28］佚 名． 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来书［J］． 船山学报，1937

( 14) : 9 － 10．
［29］佚 名． 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征求本省先贤先烈遗著遗

物启事［J］． 书林，1937( 1) : 29 － 30．
［30］佚 名 ． 广州市立中 山 图 书 馆 征 求 广 东 先 贤 先 烈 遗

著［J］． 书林，1937 ( 4 ) : 2．
［31］佚 名． 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征求图书启［J］． 书林，

1937( 2) : 19 － 20．
［32］何多源． 祝广州市立图书馆［J］． 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

1933( 2) : 370 － 372．
［33］杏． 文化界小新闻［N］． 申报，1948 － 04 － 14( 4) ．
［34］柏． 文化界小新闻［N］． 申报，1948 － 07 － 09( 4) ．

( 责任编辑: 苏全有)

On Donation Type and Libraries Creates in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Take Guangzhou Zhongshan Library for the Example

Zhai Zhihong

(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cause，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not too many academic study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Zhongshan
Library in the period of Ｒ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reparatory to completion，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brary pas-
sed through years of hardship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donation was the currency support． The social donation con-
tributed to the hand books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The library characteristics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Guang-
zhou Zhongshan Library were the highlights for the nowadays librarie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Guangzhou Zhongshan library;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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