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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 1　明治维新与现代化政策

1868 年的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的出发

点, 也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刚

掌握政权的明治政府在着手进行资本主义改

革的同时, 制定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

“文明开化”的三大政策, 并且把这三大政策

作为指导改革的方针。其目标就是以欧美的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榜样, 学习欧美, 赶超

欧美, 大力扶植资本主义, 在短时期内摆脱使

日本沦陷为半殖民地的危机。通过实现资本

主义的现代化, 使日本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

现代军备和巨大的经济实力的资本主义国

家。与此同时, 全面推进“文明开化”和进行教

育改革。所谓的“文明开化”, 从广义上来讲就

是进行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

风潮和生活习惯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

动; 从狭义上来讲就是寻求科学文化教育事

业的现代化及其普及。通过实现资本主义的

现化代, 促进日本迅速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

主义社会转变。

为此, 日本维新政府成立后不久, 便大力

引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文物制度和科

学技术。并于明治 4 年 (1871 年) 任命右大臣

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 以参议、大藏卿、工

部大辅、外务大辅为副使的百人大型使节代表

团到欧美各国参观学习, 调查欧美各国的法律

制度、理财会计、教育的现状等文物制度, 寻

求先进国家富强的根源以及如何把它引进到

日本[1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美国、英国、

法国、俄国等 10 几个国家, 到 1873 年才相继

回国, 前后大约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1. 2　近代教育

明治政府在推进教育改革时, 遵循以下

三个方针: 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 为培养科学

技术的优秀人材, 建立现代的科学教育机构;

通过实施教育的普及迅速掌握欧美的先进科

学技术。

明治 2 年 (1869 年) 东京地方政府首先

提出了教育改革的问题。1870 年 2 月第一次

制定了“中小学规则”。同年 10 月明治政府设

置工部省。次年, 在工部省的直接领导下, 设

立了理工科大学前身的“工部寮”。这个工部

寮是为培养科学技术高级人材和干部的教育

机构, 也是日本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开始。后

又设立工学校, 开始推进技术教育。管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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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事业的文部省 (教育部)的设立与废

蕃置县等国家制度改革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1872 年 8 月文部省公布了教育改革的重要

法令——《学制》, 第一次正式实施有纲领、有

计划的教育改革。这个《学制》的颁布比《征兵

令》的公布和军事制度以及地方税收的改革

还要早[2 ]。《学制》把全国划分成 8 大学区, 各

大学区里设置 1 所大学校。每个大学区又划

分成 32 个中学区, 各中学区里设置 1 所中学

(全国共设置 256 所中学校) , 把每个中学区

又进一步划分成 210 个小学区, 每个小学区

里设置 1 所小学校 (全国共设置 53760 所小

学校) [3 ]。并同时规定小学教育为义务教育。

1. 3　引进欧美图书馆思想

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

“文明开化”的口号下, 积极地引进西方国家

的文物制度, 大力宣传“国家之所以能富强和

安康在于学习世界上文明人的才能和技术”

的道理[4 ] , 大力引进西方近代的学校制度, 积

极吸收有关海外教育的新知识。在这个吸收

过程中, 图书馆思想也被介绍到了日本。

明治初期的图书馆思想是以介绍欧美各

国图书馆开始的。作为明治时期图书馆的先

驱首推福泽谕吉。他曾于 1861 年加入访欧使

节团, 走遍欧美各国, 专门研究海外的文物制

度, 发表《西洋事情》10 卷本。在其书中专设

文库一章, 专门介绍西欧的图书馆。这是日本

介绍国外近代图书馆的最早记录[5 ]。

1871 年, 文部大辅田中不麻吕作为文部

理事官访问欧美的时侯, 视察了各国主要的图

书馆。1873 年回国后, 在其发表的《特命全权

大使欧美回览实记》的报告中多处提到图书

馆。1876 年为参加美国费城博览会再次访问

美国。回国后, 又发表了《美国百年期博览会教

育报告》, 其中专设书籍馆一项, 介绍美国公共

图书馆。两次访问欧美, 使田中不麻吕不仅对

欧美的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兴趣, 还深感有必

要设立社会教育的设施——图书馆。

1872 年 5 月, 文部省官员市川清流在

《新闻杂志》上发表了《文部省官员市川清流

有关建设书籍院的建议书》, 呼吁设立大型图

书馆[6 ]。

1. 4　外国人对设立图书馆的建议

日本明治初期的文化政策由于把吸收欧

美的先进文物制度作为其重点, 所以招聘了

大量的外国人到日本工作。他们为日本的文

明开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提出设立图

书馆建议的外国人有开拓馆员 Ho race

Cap ron 和京都府外籍教员 Charles Bo idw in

等人。1871 年Ho race Cap ron 对设立图书馆

的建议被刊登在《开拓使日记》的第一号

上[7 ]。第二年 3 月, Charles Bo idw in 建议京

都府设立图书馆[8 ]。

2　图书馆的设立 (1872～ 1892 年)

2. 1　最初的图书馆

明治 5 年 (1872 年) 政府以东京旧昌平

的讲堂为临时馆址, 以昌平学校时代的图书

和旧大学南校的外文书为基础, 开设了书籍

馆。这是日本官立公共图书馆的开始[9 ]。但其

地位是极为不稳定的。1875 年书籍馆为内务

省管辖, 取名浅草文库向社会开放。1881 年,

浅草文库变为农商务省管辖, 1884 年又变为

太政官文库。

1875 年, 文部省利用汤岛旧昌平校大成

殿的建筑物, 设立东京书籍馆。这个东京书籍

馆持续了两年, 后因西南战争, 经费上出现困

难, 到 1877 年停办。其书籍和用品移交给东京

府, 由东京府管理, 重新作为东京府书籍馆再

次开放[10 ]。从这些情况来看, 当时的明治政府

对书籍馆的施政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

但是, 到 1879 年田中不麻吕公布《教育

令》, 废除了《学制》, 从而使书籍馆的地位得

以确立。《教育令》中书籍馆的第一条如下规

定:“文部卿统筹管理全国的教育事务, 因此,

不管学校、幼儿园、书籍馆为公立还是私立都

在文部卿的监督范围内”[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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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 年文部省基于此《教育令》与东京

府进行交涉, 决定接管其书籍馆。同年 7 月 1

日改名为东京图书馆。这是日本第一次出现

图书馆的名称。1885 年东京教育博物馆和东

京图书馆合并, 成立文部省管辖的东京图书

馆, 从而消除了书籍馆附属于博物馆的想法,

图书馆获得独立的地位。1886 年公布了东京

图书馆的管理制度。1898 年东京图书馆改称

东京帝国图书馆[12 ]。

2. 2　地方图书馆

由中央政府大力推进的维新变革也给各

地方带来很大的影响。在掀起新文化意识的

高潮下, 各种文化设施得到迅速的发展。人们

为了能得到新的知识, 在各地相继开设了报

刊阅览所和公开图书馆。

公开图书馆的代表是最早设在京都的集

书院。明治 6 年 (1873 年)京都府把集书院委

托民间的公司来经营, 由于来集书院看书的

人很少, 不得不于 1882 年关闭。京都集书院

是日本的府县立图书馆 (地方图书馆)中最早

开设的图书馆。1872～ 1877 年在群马县安中

镇、金泽地区、青森县八户镇、石川县凤至郡

剑地村、大阪府和崎玉县浦和等地相继建立

了便览社、丛书堂、书籍阅览所、文库等初级

“图书馆”。各地为民众设立公开图书馆的时

机逐步开始形成[13 ]。

2. 3　学校图书馆

日本最初的近代学校图书馆是海军兵学

寮 (海军学校)文库。在海军军舰操练所和神

户海军操练所里很早就设有图书馆。明治 2

年 (1869 年) 在东京筑地设置海军操练所, 隶

属于兵部省, 第二年改名为海军兵学寮。在兵

学寮里设立了文库[14 ]。

另外, 1876 年创办的学习院拥有日汉以

及其它外文书 3183 部, 15406 卷。1883 年, 在

此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图书馆[15 ]。东京大学

是 1877 年作为法、理、文、医 4 科的综合大学

而设立的。当时在法、理、文学部里设置有图书

馆, 医学部里开设有书籍室。1887 年法、文、理

学部移到本乡, 法、文学部校舍的一部分开设

图书馆。1889 年 3 月, 东京大学改称东京帝国

大学。同年 10 月, 制定了帝国大学图书馆规

则, 明确它作为大学中央图书馆的地位[16 ]。

此后, 龙谷大学图书馆、神宫皇学馆图书

部、大谷大学的前身高仓学寮文库、早稻田大

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图书馆, 以及第一高

等学校图书室、中央大学图书馆和同志社大

学图书馆等相继开设。1887 年以前设置的师

范学校和中学图书馆也大都对外开放。1898

年的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和 1902 年的早稻

田大学图书馆等建成[17 ]。图书馆在专科学校

和大学里已经成为了不可缺少的设施。

2. 4　教育会与图书馆

通过明治维新, 日本的近代教育制度逐

渐完备。1887 年, 以小学教员为中心在日本

全国各地创办教育会。大部分的教育会都附

设有通俗图书馆。它们不仅对教员开放, 还为

当地的居民免费开放。通俗图书馆的建立对

促进各县设立县立图书馆起到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可是, 大日本教育会后来越来越变成了

政府的御用团体。在各府县知事和各郡长为

会长的情况下, 图书馆的任务, 变为主要在协

助政府推进国家主义教育, 为宣传引导各地

的青年团成为忠于国家的臣民发挥了很大的

作用[18 ]。

2. 5　教育令与图书馆

日本图书馆的盛衰受国家图书馆行政管

理政策的影响很大。这与明治时代一切活动

都是以政府为中心来进行, 以及与官僚体制

逐渐完备有极大的关系。因此, 日本图书馆的

行政管理与图书馆法规的关系极为密切, 这

也决定了图书馆的盛衰。

日本图书馆法规的颁布大大落后于学校

法规的颁布。1872 年颁布的《学制》是日本最

初的近代教育法规, 但其中没看见有关图书

馆的规定。这是因为, 明治初期一般国民的教

育水平还很低, 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解决

普及教育的问题, 以设立学校为当务之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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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图书馆则刚刚从国外介绍进来, 国民对

图书馆的认识有限。

1879 年颁布的教育令中第一次出现了

图书馆——书籍馆的文字, 规定图书馆与学

校、幼儿园一样被置于文部卿的监督之下。这

一年, 文部省发布公告明确了设立公共图书

馆的标准[19 ]。

1885 年 12 月日本政府施行内阁管理制

度。森有礼成为伊藤内阁的文部大臣 (教育部

长)。他早年留学过欧美, 特别关心教育事业,

积极地引进欧美的教育制度, 对日本的教育

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在他当上文部大臣的

第二年, 除公布了《帝国大学令》, 还公布了

《小学校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以及

《诸学校通则》, 强有力地推进国家主义教育

政策。但对图书馆仅在《诸学校通则》中提了

一下, 有靠捐款设置图书馆的规定。这也反映

了图书馆的重要性在当时还没有被文部当局

认识到[20 ]。

3　日本文库协会的成立与图书馆的发

展 (1892～ 1920 年)

3. 1　日本文库协会的成立

在欧美留学两年的东京图书馆馆员田中

稻城于 1890 年回国后, 被任命为文科大学教

授, 并长期担任东京图书馆馆长。他在目录编

纂上不仅取得了很多成果, 还积极地为图书

馆建设献计献策。他认为, 要想振兴日本的图

书馆事业, 首先应该设立图书馆员的团体组

织, 努力把各地的自愿参加者组织起来。于是

在 1892 年 3 月 26 日成立了日本文库协会。

这是日本图书馆协会的前身[21 ]。协会成立

后, 在图书馆员之间进行共同研究, 发表研究

成果, 介绍国外的新情况, 以谋求提高图书馆

员的水平。这可以说是第一次有组织地对图

书馆员进行培养迈出的第一步。田中稻城在

协会成立后, 立即提倡研究制定日汉书目录

编纂规则, 第二年 6 月日本最初的目录规则

得以问世。总之, 文库协会的成立, 促进了全

国会员研究成果的发表[22 ]。

随着日本文库协会的发展, 于 1907 年发

行了其机关刊物《图书馆杂志》。1908 年日本

文库协会改称日本图书馆协会, 成为全国性

的图书馆综合团体。

3. 2　图书馆令的公布

明治 30 年 (1897 年) 外山正一等提出议

案, 公布了帝国图书馆规则。到 1899 年 11

月, 以敕令第 429 号公布了日本最初的图书

馆法规——《图书馆令》, 第一次明确了日本

图书馆的法律地位。从此, 迅速地在全国建立

了许多新的图书馆。但遗憾的是在图书馆令

中没有涉及到图书馆的目的及其使命的有关

问题, 并同意各图书馆征收阅览费。另外, 图

书馆令中关于同意官立公立学校或图书馆职

员和教员以及其他从事教育事务的职员可以

相互掉换工作的有关文件, 使本来需要专业

技术人员的图书馆很轻易地接受了只要有学

校教职员的资格就可以来工作的现实, 终于

图书馆成了接受老年教职员工的场所, 这对

以后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障

碍作用[23 ]。

3. 3　图书馆的发展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通过中日甲

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日本的资本主义得到迅

速的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文化建设也

取得一定的进展。通过日本文库协会的成立

和图书馆令的颁布, 日本图书馆界迎来了一

个兴盛发展的时期。不仅各县、市创办图书

馆, 民间人士也纷纷开设公开图书馆, 并在公

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附设公开图书馆, 对外提

供免费服务。其中包括京都府立、秋田县立、

山口县立、东京市立日比谷等公共图书馆和

成田、大桥, 南葵文库等私立图书馆。另外, 京

都大学 (1897 年)、明治大学 (1898 年)、法政

大学 (1899 年)、冈山大学 (1900 年)以及鹿儿

岛大学 (1901 年) 的图书馆也是在这个时期

建立的[24 ]”。这些新诞生的图书馆开展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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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各样的图书馆活动。如: 巡回文库、开架式、

简化馆外借出手续、免费开放、讲演会、展览

会、向儿童提供服务以及发行馆报等。另外,

1900 年关西文库协会还发行了日本最初的

图书馆界的机关杂志《东壁》。

3. 4　图书馆学著作

随着图书馆的增加和图书馆协会的成立,

开始出现了图书馆学的有关著作。大部分是有

关图书馆经营管理方面的文章和著作, 带有入

门的性质。1892 年西村竹间出版了《图书馆管

理法》。1900 年田中稻城也出版发行了《图书

馆管理法》。以后, 1907 年创刊的《图书馆杂

志》刊登了许多有关图书馆管理方面的文章。

从明治时代一直到大正时代, 图书馆学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图书馆管理方面的研究。另外,

1911 年佐野友三郎翻译的《师范学校教程图

书馆管理法要项》也自费出版发行[25 ]。

3. 5　图书馆员教育——教习所

到明治时代末期, 尽管图书馆的数量大

为增加, 图书馆学的文献也开始逐渐出现, 但

大部分图书馆还是处于一种由未接受过图书

馆学教育的图书馆员来经营管理的状态。图

书馆数量与质量的不平衡成为图书馆发展的

很大障碍。于是培养图书馆员的必要性被提

到日程上来。

1907 年, 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后又在

芝加哥大学学习过图书馆学的汤浅吉郎, 非

常重视图书馆学教育, 他在图书馆杂志上发

表《培养图书馆员之必要》一文。在论文中谈

到“不能满足只以其经验来培养图书馆员, 与

其靠经验, 还不如以更快更好的方法来培养

图书馆员”, 指出设立图书馆学校的必要, 并

介绍美国图书馆学校以及各大学图书馆学科

的内容[26 ]。其主旨就在于强调用新的教育方

式来培养图书馆员。

在这种形势下, 日本首次“图书馆事项讲

习会”经日本文库协会主持, 从 1903 年 8 月

1 日到 14 日在大桥图书馆举行。主要讲习:

图书馆设置法、图书馆管理法、目录编纂法、

欧美图书馆史、实习、图书分类法、日本图书

馆史、书史学, 以及图书馆之必要、统计一班、

学校图书馆、卡片目录、德川文学史、行政图

书馆、欧美图书馆现状等科目。担任这些讲习

科目以及演讲会的教员都是当时日本图书馆

界的精英。这次图书馆学讲习会对日本最初

的图书馆学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7 ]。在

此之后的 10 多年中, 日本各地、各系统陆续

举办了类似的教习所、讲习所, 推动着日本图

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4　文部省图书馆员教习所

文部省图书馆员教习所的创立在日本图

书馆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教习

所实行男女同校, 委派有声望的人担任教员。

1925 年文部省图书馆员教习所被改名为文部

省图书馆讲习所。以下对有关讲习所的经费来

源、组织机构和建筑设备、教员、入学、课程设

置以及毕业生的情况进行重点地介绍。

文部省图书馆教习所由于是直属于文部

省的国立教育机构, 与私立学校不同, 其经费

都是由文部省来承担的。但在争取文部省的

办学经费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文部省图书馆教习所的组织形态由所

长、教务主任和教员组成。

1921 年 6 月 1 日图书馆员教习所在上

野公园东京美术学校举行了正式的开学仪

式。教室借用了美术学校校舍的一部分。1922

年 4 月, 教室搬到了东京帝国图书馆的一个

房间里。1925 年 3 月在第 4 期学生毕业时,

图书馆员教习所改称图书馆员讲习所, 校舍

从东京帝国图书馆又搬到了新设的专用教

室, 1935 年 3 月又重新建设了面积达 230 多

平方米的两层木质结构教室。除教室外还有

实习室、学生休息室以及办公室。从校舍情况

来看具备了独立办学的条件[28 ]。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 讲习所被关闭。

教习所的教员全部由日本人担任。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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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是相当高的。有像和田万吉那样从海

外留学回来的留学生, 还有图书馆工作经验

丰富的图书馆员。教员里不仅有专攻图书馆

学专业的人, 还有非图书馆学专业的人。但这

些教员都是临时聘请, 没有一个专任教员。

最初的讲习从 1921 年 6 月 1 日到 1922

年 3 月, 大约共有 40 周。开设的课程有: 图书

馆管理法、图书馆史、分类法及实习、书架及

法规、日汉书目录法及实习、外文书目录法及

实习、书史学、印刷术、英语、法语、德语、自然

科学史、日本绘画史、社会教育、国民道德、现

代思想和一般教育等课程[29 ]。

学员入学资格是中学和高中女子学校的

毕业生, 但在图书馆工作过的人不受此限制。

学制为 1 年。最初的入学者没有入学考试, 是

由各地方的长官向文部省提出申请后录取

的。从第 7 届开始进行口试。但由于入学人

员多, 从 1930 年的第 10 期开始采用了英语、

日语、历史、地理 4 门笔试和口试[30 ]。

上野图书馆员讲习所从 1921 年开学到

1945 年二战结束, 共培养了 537 名毕业

生[31 ]。除其中一部分人在政府的行政部门工

作外, 大部分人就职于各地的图书馆。并成为

日本图书馆界的中坚力量, 作为专业技术人

员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其中有不少人已成为

图书馆馆长。

5　结束语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 在广泛吸收欧美先

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文物制度、科学技术

和文化知识的过程中, 引进了西方近代图书

馆思想。在政府的主导下图书馆的发展虽然

获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由于明治政府把发展

重点放在学校教育上, 所以图书馆的发展受

到了一定的限制。日本图书馆界的有识之士

很早就认识到了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性, 但

未受到政府的重视。因而,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 图书馆学教育没能在日本的大学里获

得一席之地, 而仅仅实施了基础性的图书馆

员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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