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图书馆学报 (双月刊) 2000 年第 5 期

ZHONGGUO 　 TUSHUGUANXUEBAO

●袁 　逸

抗战时期浙江省图书馆事业的损失

摘　要　日本侵入浙江 ,烧杀抢掠 ,给全省图书馆事业带来巨大损失。抗战 8 年间 ,全省各类图书

馆减少 100 多个 ,藏书损毁 50 多万册 ,使浙江的图书馆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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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寇侵华 ,浙江广大的城镇乡村饱经蹂躏 ,生灵

涂炭 ,难以数计的民众遭残戕 ,难以数计的资财遭抢

掠、焚毁 ,而其中造成的文化典籍的惨重损失及对全

省图书馆事业的破坏则尤无以弥补 ,此恨绵绵无穷

期。

作为人文昌盛、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 ,浙江

省的现代图书馆事业亦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始创于

1900 年的浙江图书馆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公共图

书馆 ,至抗战前 ,浙江图书馆无论是藏书质量、馆舍设

施 ,还是事业发展、学术影响均已在国内享有较高的

地位。全省图书馆事业亦在战前达到了民国时期的

最高峰。据 1936 年调查统计 ,当时全省有各类图书

馆 334 个 ,总藏书量 225 万册。日寇侵华的炮火极大

地摧毁了浙江省发展中的图书馆事业 ,给全省各地各

类图书馆带来了毁灭性灾难。

1 　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损失

首当其冲的是浙江图书馆。1937 年底 ,日军进逼

杭州 ,浙江图书馆仓促撤离 ,除迁出 11. 4 万余册珍贵

图书外 ,余 20 万册图书不及搬迁 ,分藏于杭城民居

中。杭州沦陷后 ,这批图书被敌伪及窃贼劫掠过半。

战后统计 ,损失中外文图书及杂志、报纸合订本共计

约 10 万册 ,其中杂志合订本损失了五分之四。此外 ,

大学路馆舍成为日军柳川部队军营 ,所有书架被拆

毁 ,水电设备全部毁损 ,建筑物也遭严重破坏。抗战

胜利后浙江图书馆无力整修 ,被迫暂迁孤山馆舍。据

1945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省立图书馆所制《抗战损失财

产目录表》统计 ,该馆除图书、馆舍遭损毁外 ,还损失

了木刻书板 2000 片、石刻帖石 163 块 ,以及部分器具、

印刷设备等 ,时价 31. 4 万余元。

当时省内各市县图书馆损失同样惨重。

嘉兴县立图书馆 ,馆舍被日军征用 ,战前迁藏于

濮院镇的 6 大箱 3517 册珍贵图书全部被日伪劫掠 ,其

中包括元刻本 1 部、明刻本 177 部。嘉兴所属各县

中 ,海盐图书馆毁于日军炮火 ,全部 3 万多册馆藏片

纸无存。海宁、嘉善两县图书馆藏书被抢劫一空 ,合

计损失 4 万余册。

鄞县县立图书馆 (宁波市图书馆前身) ,抗战爆发

后仓促撤离 ,全部 4 万余册藏书中损失了 3 万余册。

吴兴县立图书馆 ,1937 年冬湖州沦陷后 3 万余册

图书并设备全部被毁。湖州所属各县中 ,长兴县立图

书馆在转移中毁损大部分藏书 ,德清县图书馆 1. 2 万

余册馆藏并馆舍尽毁。

绍兴县图书馆 ,战前有藏书 7 万余册 ,1941 年 4

月沦陷后 ,损失大半 ,至 1949 年 5 月绍兴解放时清点 ,

藏书尚不足 3 万册。绍兴所属各县中 ,诸暨县立图书

馆馆舍于 1939 年 9 月毁于战火 ,藏书部分被毁 ;上虞

县立中山图书馆 1. 6 万余册图书并设备、嵊县图书馆

万余册图书和设备均于沦陷后损失殆尽。

衢州所属各县中 ,江山图书馆于 1942 年沦陷后 ,

藏书毁损 2000 余册 ,常山图书馆馆藏古籍在 1942 年

沦陷时毁损。

杭州所属各县中 ,桐庐、分水两县图书馆遭日机

轰炸及流窜侵扰 ,藏书损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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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不少县立图书馆、民教馆图书部藏书及设施

不同程度受损。

由于藏书、馆舍及设备的普遍毁损 ,抗战胜利后 ,

许多县图书馆如嘉兴、海宁、海盐、诸暨、上虞等再无

力恢复 ;另有部分县图书馆虽勉力支撑 ,却规模可怜 ,

度日维艰 ,如 1946 年重建后的吴兴县立图书馆藏书

仅 3000 余册 ,仅为战前的十分之一。

2 　学校及其它类型图书馆损失

2. 1 　大专学校图书馆

浙江大学图书馆 ,西迁途中共损失图书 31800 余

册 ,期刊约 1000 种 3500 册。抗战胜利后迁返时又有

87 箱图书、仪器损毁 ,馆舍被日军全部拆毁。

浙江英士大学图书馆 ,在 1938 年底至 1940 年的

前后 6 次搬迁中 ,250 箱图书损失了近 100 箱。

国立艺术院图书课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前身) ,

至 1935 年即有藏书 14400 余册 ,抗战迁移中图书损失

过半 ,1946 年返杭后清点 ,仅余 7394 册。

省立湘湖师范学校图书馆 ,图书损失 1766 册。

省立金华实验农业学校图书馆 ,全部 1200 余册

图书毁损。

省立慈溪锦堂乡村师范学校图书馆 ,其东山头原

址所藏图书于 1941 年 4 月全部被日军焚毁。内迁途

中遭敌机轰炸 ,又损失图书 613 册。

浙江蚕学馆图书馆 ,藏书大部分遭洗劫。

另据 1945 年 5 月 15 日出版的《浙江省通志馆馆

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刊载的烘焕椿《浙江之图书馆事

业》一文载 ,抗战中省立联合师范学校图书馆“损失颇

大”,省立临时联合师范学校与省立温州师范学校图

书馆均“略有损失”。

2. 2 　中小学图书馆

鄞县私立浙东中学图书馆 ,系英美教会所办 ,其

藏书始于清咸丰十年 (1860) ,至 1937 年已有藏书

19587册。抗战时先后迁移奉化、诸暨等地 ,校舍被

毁 ,图书损失严重 ,至 1946 年仅余 3000 册。

鄞县私立甬江女子中学图书馆 ,也因校舍被毁及

迁移中遭盗窃、散失 ,藏书大部被毁 ,战后余存不到

1000 册。

慈溪县立慈湖初级中学系于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由慈湖中学堂演变而成 ,1935 年 8 月正式成立

图书馆。抗战爆发后 ,校舍并图书馆遭日机轰炸 ,被

焚毁。

省内还有一些中学图书馆在抗战时期损失严重 ,

如两浙盐务中学图书馆损失图书 5000 册 ,省立宁波

中学图书馆损失图书 1309 册 ,宁波效实中学图书馆

损失图书 3000 余册 ,省立绍兴中学、衢州中学图书馆

均被日机炸毁 ,藏书俱被焚毁。此外 ,杭州私立宗文

中学、杭州蕙兰中学、省立温州中学、省立台州中学、

丽水中学等图书馆及春晖中学白马湖图书馆等藏书

均有不同程度损失。

小学图书馆的藏书损失以桐乡县乌镇植村小学

为典型。1938 年 1 月 ,日军进犯乌镇 ,驻扎该校 ,将所

藏古籍及全套《二十四史》、《万有文库》等洗劫一空。

2. 3 　其它图书馆

私立浙江流通图书馆 ,系杭州邮政职工陈独醒于

1925 年创办 ,馆址设杭州。至 1937 年 6 月 ,该馆有藏

书 94519 册。杭州沦陷后 ,该馆藏书大部分损失 ,至

抗战胜利时仅余 23304 册。

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它机构图书馆藏书在抗战中

也迭受损毁 ,如浙江省政府图书馆藏书“损失甚多”,

浙江省建设厅图书馆、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图

书馆、商务印书馆杭州保佑坊分馆等藏书均有损失。

从 1937 年 11 月日寇进犯浙北至 1945 年 8 月抗

战胜利 ,浙江各地尤其是杭嘉湖、宁绍地区遭受侵略

者残暴践踏 ,图书馆事业同时遭到严重破坏。各地图

书馆或遭轰炸、焚毁、劫掠 ,或在迁徙途中散失、被盗、

损毁 ,总的损失程度难以确计 ,无法估量。据 1936 年

调查统计 ,全省有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 191 个 ,藏书

总量 134 万册 ,而至 1948 年缩减为 81 个 ,100 万册 ;图

书馆数减少了 110 个 ,藏书量减少了 34 万册。1936

年 6 月全省有各类图书馆 334 个 ,藏书总量 225 万册 ,

而至 1949 年初减缩为 225 个 ,185 万册 ,图书馆减少了

109 个 ,藏书减少了 40 万册。

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对比数字均省略了 1946 年

至 1948 年、1949 年二、三年间各图书馆所购增的图书

数量 ,也省略了 1937 年至 1945 年间迁移并坚持在后

方的各图书馆所购增的图书数量。若考虑上述两个

因素 ,则浙江省各类图书馆在抗战时期遭损的图书在

50 万册以上。而馆舍及各种设施的毁损 ,其价值也难

以估算。

除各类图书馆藏书及设施惨遭日军掠劫、损毁

外 ,浙江当时在全国名列前茅的私家藏书业也受到惨

重破坏 ,例如 :平湖葛氏守先阁所藏 10 万余种、40 多

万卷珍籍 ,全部被日军纵火焚毁 ;龙游余氏寒柯堂所

藏典籍 10 万余卷大部被劫 ;诸暨陈氏授经堂所藏 30

万卷 ,劫后十不存一 ;南浔刘氏嘉业堂 (下转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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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山河和博深文化之中 ,领略其中情趣。

2. 3 　以诗咏景 　古城大同在历史上吸引了许多帝王

将相、名流学者。这些名人之所到 ,有的御题额匾 ,有

的修城建庙 ,有的铭刻碑记 ,有的登临赋诗 ,形成了有

景必有诗 ,无诗不成景 ,以景成诗 ,以诗建景的特色。

书中描述景观的同时 ,借鉴了古典章回小说中“有诗

为证”的艺术手法 ,在各个景观中 ,引用了著名诗文 ,

使读者在览胜咏诗之际 ,能将景观和诗文交相辉映 ,

别有情趣。

2. 4 　语言生动 　在书中白话文的基础上 ,借鉴了古

典诗文的语言形式 ,融进了大量的韵文句、排比句、骈

文句、对联句、顺口溜、方言快板句、唱词句以及文艺

界流行的“舞台术语”。争取达到语言生动、文采出

众、简洁明快 ,好记好懂、朗朗上口、优美动听的良好

效果。

3 　利用地方文献 ,宣扬祖国文化
1990 年《大同美》一书出版之后 ,引起了各界人士

的关注。《山西日报》和《大同日报》的评论文章给予

了高度赞扬 :“实用价值大。该书既可作为大同的旅

游指南 ,又可作为史地知识读物。它不仅是对本地读

者进行热爱家乡教育的教材 ,也是对外宣传大同的教

材。”“这实在是为古城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由于地方文献能够反映一个地方事物的真实面

貌 ,很容易引起本地共鸣 ,容易被广大读者接受。《大

同美》有其明显的现实价值。

3. 1 　是进行家乡教育的好教材 　《大同美》一书出版

后 ,由大同市委宣传部、大同市文化局、大同市广播电

视局、大同日报社、大同电视台和大同市少年儿童图

书馆联合举办了《大同美》读书有奖知识竞赛 ,参赛者

共有 3000 多人。市委领导对此事给予了很大关注 ,

他们亲临赛场 ,主持颁奖 ,对我所做的工作予以充分

肯定 ,并鼓励我“再写本旅游方面的书 ,通过旅游架

桥 ,文化搭台 ,经贸唱戏 ,兴同富民 ,让大同经济来个

飞跃 !”在众人的支持下 ,我又在《大同美》基础上历经

八年的艰苦努力 ,于 1997 年 11 月出版了《大同风采》。

《大同风采》出版后 ,当地的各种媒体和省电视台也予

以评议、播放和报道。

通过开展读书活动 ,雁同地区广大读者增长了知

识 ,开拓了视野 ,熟悉了家乡 ,鼓起了爱大同、宣传大

同的热情和振兴大同的壮志。

3. 2 　是大同的旅游指南 　《大同美》一书编著过程

中 ,得到大同旅游局和恒山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书中

专门设置了“导游集锦”和“旅游指南”两个纲目 ,为大

同的旅游业作了大量宣传 ,既方便了导游 ,又方便了

游客。

3. 3 　是对外宣传大同的教材 　为了搞好对外宣传工

作 ,《大同风采》专门在序言和目录中用了英汉对照 ,

以便让更多的外宾和外省外市的朋友了解大同 ,热爱

大同 ,吸引他们来大同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洽谈业

务、投资合作 ,把大同建设得更加美好。

多年来 ,在收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献的道路上 ,

我目睹了多彩风情 ,倾听了方言土语 ,结识了志士仁

人。与很多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在无形之中 ,把希望、

鼓励和辅助倾注到我的生命里。我深切地体会到只

有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以苦为乐 ,守志安贫 ,才能在

利用地方文献宣扬祖国文化的工作中取得成绩。

徐世信　大同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通

讯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邮编 03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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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4 页)藏书楼、萧山朱氏别宥斋、杭州杨氏丰

华堂、吴兴周氏言言斋、长兴金氏花近楼等私家富藏 ,

也多被全毁或大部损失。在现代私藏之家中 ,郁达

夫、丰子恺、茅盾等诸多名人藏书也受到严重破坏。

日寇对浙江图书馆事业带来的损失无可估量。

这是浙江人民和每个中华民族子孙不能忘记的。

参考文献

1 　毛昭晰主编. 浙江省图书馆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

1994

2 　邓大鹏主编. 宁波图书馆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1997

3 　严文郁.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 新竹枫城出版社 ,1983

4 　浙江省档案馆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日军侵略浙江

实录 (1937 - 1945)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5 　嘉兴市志编委会. 嘉兴市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7

袁　逸　浙江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杭州市大

学路 102 号。邮编 310009。

(来稿时间 :2000203221)

—98—

徐世信 :利用地方文献宣扬祖国文化的体会

Xu Shixin :On the Collection , Arran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Materi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