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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美国主日学校图书馆研究

刘　 雯

摘　 要　 美国主日学校图书馆是十九世纪基督教传教活动的一种辅助设施，以向儿童进行宗教和伦理教化为主

要目的。 作为公共图书馆兴起以前重要的图书馆形态，其定位、功能与作用值得系统深入的研究。 主日学校图书

馆的创设始于 １９ 世纪初期，１８５０ 年左右成为美国提供宗教文献和儿童读物的主要渠道，其广泛建立和发展一直

持续到 １８８０ 年，之后日渐式微。 主日学校图书馆藏书重点由宗教文献向通俗童书过渡；分类编目处于草创阶段，
较为粗略；读者服务规章严格，以闭架借阅为主；率先向儿童免费开放，是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基石；培养儿童阅读

习惯，促进了美国基础教育的发展；突破阶级、种族和性别壁垒，促进了公共图书馆民主、平等与包容等服务理念

的形成；遍布美国各地，奠定了农村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 表 １。 参考文献 ３８。
关键词　 主日学校图书馆　 儿童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美国图书馆史

分类号　 Ｇ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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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ｎｄａｙ⁃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０　 引言

主日学校图书馆，又称为礼拜日学校图书

馆，（ 英文为 Ｓｕｎｄａｙ⁃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或 Ｓａｂｂａｔ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是星期日为青少年提供阅读材料

的文化机构，一般由基督教各教派创办。 对于

此类 图 书 馆， 美 国 图 书 馆 学 家 佛 里 特 尔

（Ｆｒｕｅｄｅｌ）这样描述：“星期学校图书馆，不单为

年轻人搜集小说等类书，还搜集各类说明材料，
如模型、地图，图画等类，使《圣经》或别的功课

研究格外有趣，又搜集教会文学或宗教事业良

好的图书” ［１］ １４２－１４３。 这种图书馆发源于 １８ 世纪

下半叶的英国，于 １９ 世纪早期传入美国。 然而，
一般认为，１８ 世纪布雷（Ｂｒａｙ，１６５８—１７３０）在马

里兰创办的教区图书馆也可视为其前身，但教

区图书馆主要为牧师，兼为普通民众服务，而主

日学校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为主日学校儿童，

也为附近居民服务；教区图书馆藏书直接由英

国运入，而主日学校图书馆藏书主要由美国宗

教出版机构提供；教区图书馆由英国模式直接

移植而来，而主日学校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具

有美国本土色彩。 教区图书馆与主日学校图书

馆同为基督教派出于传教目的而兴办的文化普

及机构，都属于教会图书馆①事业，而教区图书

馆运动主要发生于 １８ 世纪，藏书规模有限且其

影响局限于东部地区，而主日学校图书馆运动

发生于 １９ 世纪，规模较大，影响地域较广。 虽然

主日学校图书馆是作为基督教教育的辅助机关

而建立的，但在十九世纪也是主要的为儿童提

供读物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美国

儿童图书馆②的先驱，并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也

有一些关系。 美国史密斯学院书记长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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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教会图书馆（Ｃｈｕ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广义上的教会图书馆，是基督教各教派所设立的图书馆，包括神学院校及

其他会社如男女青年会所设图书馆、教区图书馆、主日学校图书馆以及各教堂所设图书馆。 狭义上的教会图书

馆，专指附属教堂、供教内工作人员使用的教堂图书馆。
儿童图书馆（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文中的 “儿童图书馆”是广义上的儿童图书馆，包括独立设置的儿童图书

馆和在公共图书馆设立的儿童分馆或儿童阅览室及服务部以及中小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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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ｅｅｓ）曾说：“如果忽视遍布全国的主日学校

图书馆，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叙述将是不完整

的” ［２］５７８（此处“公共图书馆”指不属于私有财产

的各种图书馆，显然里斯沿用了朱厄特对公共

图书馆的定义，涵义较现代对公共图书馆的理

解更加宽泛）。 作为一种半公共图书馆或准公

共图书馆①，在 １９ 世纪，它们与会员图书馆、流
通图书馆、学区图书馆一同向公众敞开大门，提
供阅读服务，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基层图书

馆普及运动。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美国公共图

书馆运动之前的图书馆事业研究，除学区图书

馆、教区图书馆以及会员图书馆外，基本处于空

白状态。 实际上，主日学校图书馆的影响虽不

能与会员图书馆、流通图书馆相比，但有其独特

之处，不可忽视。 本文拟以美国一些主日学校

图书馆留下的藏书目录、主日学校联盟发布的

年度报告以及会议记录等一手史料为依据，结
合后人的研究成果，勾勒出主日学校图书馆的

形成及其演变的基本轮廓，审视其在美国图书

馆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促进美国图书馆史以及

比较图书馆学研究的展开。

１　 文献回顾

主日学校图书馆出现以后不久，对其研究

即已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 成果不断出现。
１８３８ 年美国主日学校联盟（ＡＡＳＵ）出版了一本

２４ 页的小册子———《主日学校图书馆的使用和

滥用》 ［３］ ，阐述了主日学校图书馆的起源以及发

展，建议控制藏书规模，及时剔除无助于传教事

业、不适宜学生阅读的图书，为我们了解早期主

日学校图书馆提供了可贵的素材。 １８７９ 年，在

ＡＬＡ 波士顿第二次大会上，妇女主日学校选书

委员会（Ｔｈｅ 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ｄ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ｕｎ⁃
ｄａｙ⁃Ｓｃｈｏｏｌ Ｂｏｏｋｓ）的布鲁克斯（Ｂｒｏｏｋｓ） ［４］ 女士提

交了题为“主日学校图书馆”的演讲，指出主日

学校图书馆如同教堂一样众多，在许多地区甚

至成为唯一的书籍来源，以至于其馆藏章被家

长看作是书籍内容健康的标志；同时介绍了该

委员会的创建缘由、工作成效及选书原则。 １８８２
年，格林（Ｇｒｅｅｎ） ［５］ 就主日学校图书馆的图书选

择与推荐提出建议，他认为，“每个孩子应得到

帮助，来获取与他的年龄、兴趣和需求适应的读

物”，并介绍他任职的伍斯特公共图书馆为儿童

选书的方法。 这表明主日学校图书馆的选书在

当时形成研究热潮。 １８８３ 年，主日学校秘书丹

宁（Ｄｕｎｎｉｎｇ）撰写专著《主日学校图书馆》 （Ｔｈｅ
Ｓｕｎｄａｙ⁃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６］ ，其写作缘由正如前言

所述，“在过去两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日学

校图书馆的各种各样的询问不断向我涌来，这
本书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系统阐述了主日

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历史、选书要领、阅读指导以

及读者服务，此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后来

文献反复引用。 １８９２ 年，格林伍德（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的《主日学校和乡村图书馆》 （Ｓｕｎｄａｙ⁃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７］ ，论述了主日学校在普及农村

图书馆事业中的贡献，试图在文化发展的历史

背景下考察主日学校图书馆，视野有所拓展。
１９ 世纪末期，由于公共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开展，
主日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关系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 １８９８ 年，美国马里兰州伊诺克·普

莱特 （ Ｅｎｏｃｈ Ｐｒａｔｔ） 公共图书馆馆 长 斯 坦 纳

（Ｓｔｅｉｎｅｒ）指出主日学校图书馆开始遭到人们的

冷遇，因为在城镇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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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准公共图书馆（Ｓｅｍｉ⁃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或 Ｑｕａｓｉ⁃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公共图书馆是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 资

助和支持的、 免费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图书馆。 其基本特征有：在资金来源上，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在经营管理

上，由公众（及其代理人）维持；在服务对象上，面向一个地区的所有社会成员开放。 从以上要素来看，在 １８５０ 年

之前，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较为少见。 但是许多美国早期图书馆又在不同程度上接近或契合了“公共”
的内涵，如由委员会负责管理、有限度地向公众开放，一定程度地使用来自公共的资金等，因此，可以将其称为准

公共图书馆或半公共图书馆。 主日学校图书馆由各教派设立并管理，资金来源于教会拨款和募捐，向普通民众免

费开放，也可以说是一种准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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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图书馆所取代，人们应该努力为这些图书馆找到

合适的位置［８］ 。 １９０２ 年，伊利诺伊大学的麦克斯

韦（Ｍａｘｗｅｌｌ）撰写的《主日学校图书馆》（Ｔｈｅ Ｓｕｎ⁃
ｄａｙ⁃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９］是一篇优秀的本科毕业论

文，认为面对公共图书馆的激烈竞争态势，它们

应当被改造为辅助《圣经》研习的参考图书馆，其
重要价值在于附有一份关于主日学校图书馆研

究的推荐书目。 １９０３ 年，纽约公共图书馆馆长富

特（Ｆｏｏｔｅ）《改进主日学校图书馆：来自图书馆长

的建议》（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ｎｄａｙ⁃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Ｈ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１０］一书详细介绍

了主日学校图书馆的选书、剔除及藏书组织等

各项管理工作，并提供了当时优秀童书推荐书

单，还特别提到主日学校图书馆员的培养这一

论题，有细化之功。 大约在沉寂了半个世纪以

后，有人试图阐发其更深层次的社会影响与历

史意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沃尔特（Ｗａｌｔｅｒ） ［１１］ 、
布里格斯（Ｂｒｉｇｇｓ） ［１２］ 的 ２ 篇论文。 沃尔特叙述

了主日学校图书馆的起源、发展、分类、借阅等

情况，认为“虽然按照现代标准来说它们比较低

效，但它们为后来管理更好的图书馆的出现奠

定了基础”。 布里格斯则对主日学校图书馆的

创立原因、选书标准、图书流通、藏书目录有所

描述，认为管理不善和随意选书是其衰落原因。
１９５１ 年，费德尔（ Ｆｅｄｄｅｒ） 的芝加哥大学硕士论

文《美国主日学校图书馆的起源和发展》 ［１３］ 从

整体上论述了美国主日学校图书馆的产生、发
展和衰落过程，指出其与公共图书馆的联系，成
为一部综合之作。 ２００１ 年日本学者赤星隆

子［１４］ 阐述了主日学校图书馆对美国儿童图书馆

和推荐书目发展的奠基作用，指出虽然其藏书

质量遭到批评，但它们促进了童书的出版，培养

了儿童的阅读习惯，将其定位为美国儿童图书

馆的先驱。 其看法颇为新颖独到，推动了研究

的深入。 上述文献都从宏观视角描述了主日学

校图书馆，而 ２０１２ 年杰弗里（ Ｊｅｆｆｒｅｙ） ［１５］ 的研究

中，作为基层主日学校图书馆的鲜活例子，肯塔

基州巴特勒县主日学校图书馆存在时间虽短，
但在落后偏僻地区坚持免费开放理念，在美国

图书馆史上独树一帜，为探讨主日学校图书馆

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佐证。 国内学者中，１９４８ 年

陈晋贤［１６］ 《中国教会图书馆组织与管理》 一书

中，涉及主日学校图书馆的办馆目的、馆员选聘

以及图书分类等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因图书馆

事业整体以“苏联为师”的价值取向，美国图书

馆史的研究遭到冷遇，再没有相关文献出现。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化发展以及世界格局的变

化，主日学校图书馆这段尘封的历史又引起关

注。 张丽［１７］ 和朱荀［１８］ 对此类图书馆做过框架

性的介绍，认可其“早期的儿童及青少年图书馆

及服务”的历史地位，但是篇幅较短，以概括介

绍性文字为主。
以上综述可知，早期研究集中于史实描述、

业务探讨，后期研究多集中于总体回顾、意义总

结。 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笔者尽可能在理论提炼

上有所建树，着重分析其与美国初等教育、儿童

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农村图书馆的紧密联

系，以促进业界对美国早期图书馆事业的认识。

２　 主日学校图书馆发展历程

十九世纪是基督教大发展的一个时期，期间

建立各种文化机构来传播福音、吸引教众，其中

主日学校图书馆功不可没。 这类图书馆的创设

始于 １９ 世纪初期，其发源应追溯到美国主日学

校运动。 １８５０ 年左右成为美国提供宗教文献和

儿童读物的主要渠道，其广泛建立和发展一直持

续到 １８８０ 年。 １８８０ 年以后，它们逐渐式微，在许

多情况下，停止运作。 ２０ 世纪以后，由于公共图

书馆和儿童图书馆的普及，主日学校图书馆服务

相当程度上为前者取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２．１　 美国主日学校运动

主日学校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各类宗教派别

以及社会上层人物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教育的

一种慈善学校，因只在星期日（主日）上课，故名

主日学校。 这种学校不仅是一种文化教育组

织，也是布道传教的重要媒介。 １７８０ 年，英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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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巨商雷克斯（Ｒａｉｋｅｓ，１７５３—１８１１）在英格兰格

罗斯特郡开办了第一所主日学校，免费教给底

层儿童读、写、算及教义问答等基督教启蒙知

识，以陶冶心灵，减少犯罪。 由于这种学校的出

现恰逢工业化时期的社会转型，要求儿童具有

初等文化知识，所以很快推广到全国，形成一股

颇具声势的民间办学运动。 主日学校的创办成

为了英国社会底层接受正规教育的开端，也是

当时工人子弟完成基础教育的首要选择。 “从欧

洲，特别是从英国而来的移民，为新世界带来了

旧世界的火种。” ［１９］２“新大陆”与“旧世界”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具有与英国相似的社会

文化背景，因此在北美大地上很快兴起了轰轰

烈烈的主日学校运动，且与主日学校的策源地

英国相比，普及规模更大。 到 １８３２ 年，全国共有

８ ２６８ 所主日学校，１８７５ 年增加到 ６９ ５０９ 所，其
中仅在纽约州就有 ７ ６６０ 所主日学校［１４］ 。 博依

兰（Ｂｏｙｌａｎ）高度评价了主日学校的作用，她说，
“作为文化传递机构，主日学校的重要作用几

乎可以和 １９ 世纪的公立学校相匹敌” ［２０］２４－２５ 。
主日学校数量之巨、注册人数之多、影响之广

在美国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历史学

家也将之形象地称为“一场运动”，即“主日学

校运动”。
为了配合主日学校运动的开展，以美国主

日学校联盟①为主的宗教出版机构生产了大量

的阅读和拼写用书、《圣经》图片、宗教图书以及

伦理教育用书，向各主日学校免费分发或以极

低价格出售，用作奖励或者教材，直接促进了主

日学校图书馆和童书出版的发展。

２．２　 主日学校图书馆的诞生及发展

主日学校图书馆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大致是在 １９ 世纪初期。 至于其产生的标志

性事件，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应为 １８２５ 年创立的

费城新天堂主日学校图书馆，其观点持有人主

要有布里格斯 （ Ｂｒｉｇｇｓ） ［１２］ 、斯通 （ Ｓｔｏｎｅ） ［２１］１４３

等。 然而笔者仔细考察诸家说法，认为美国主

日学校图书馆产生年代更早，应是 １８１２ 年，源于

当年建立波士顿第一所主日学校的亚当斯（Ａｄ⁃
ａｍｓ）女士接受的韦利（Ｗａｌｌｅｙ）先生 ５４ 部赠书，
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有丹宁（Ｄｕｎｎｉｎｇ） ［６］８－９、费德

尔（Ｆｅｄｄｅｒ） ［１３］８７等人。 然而，通过捐赠建立主日

学校图书馆的做法在史料中并不多见，大量主

日学校图书馆的建立来自实行已久的图书奖励

制度。 早期的主日学校，对表现优异的底层家

庭的子女赠予奖励票券，获得一定数量奖励票

券的人，可换取一本由各主日学校出版机构出

版的宗教书籍。 学生可以把它带回家读给父母

听，以此更广泛地传播基督教义，从而促使虔

诚的宗教信仰在底层民众心中根深蒂固。 但是

这种方式造成书籍流失、开支增加，此外，主日

学校也想用阅读来巩固学习成果、辅助教学，
于是，纷纷建立了小型图书馆。 保存相当完整

的关于主日学校图书馆创办过程的典型记录

是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南部教区主日学校。
１８１８ 年学校成立的时候，这个习俗就开始了，
每当一个学期 ２６ 周的课程结束时，奖给完成

２０ 次课程学习的学生一本祈祷书或宗教主题

的故事书，奖给“无论在记忆还是品行方面表

现优异的学生” 两本尺寸较大的宗教图书。
１８２７ 年，在废除奖励图书制度的时候，学校设

立了图书馆［１２］ 。 关于设立主日学校图书馆的

理由，托德牧师曾指出，“第一，提升孩子们道

德修养，养成其读书品味；第二，给孩子们提供

一个休闲空间；第三，增加孩子们对主日学校

的兴趣，吸引其参加主日学校的活动；第四，将
孩子们的灵魂引向圣洁” ［１２］ 。 很明显，早期主

日学校图书馆，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为基督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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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日学校联盟（ＡＳＳＵ）：起源于费城首日协会（１７９１），１８１７ 年正式成立，名为“主日和成人学校联盟”。 １８２４
年，更名为“美国主日学校联盟”，具体活动包括建立和扩展主日学校、出版发行宗教性质的童书、调查各地主日学校

情况以及促进各主日学校之间的联系。 后来其职能扩展到包括建立教堂、基督徒露营等活动。 １９７４ 年，更名为“美
国牧师团契”， ２０１１ 年更名为“信里”（Ｉｎｔｒｕｓｔ），其活动范围扩大，但在美国落后地区开展福音工作的信念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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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上，无论是藏书种类还是服务对象，都围绕

着向儿童传播“福音” 展开。 它们可以传播教

义、灌输教理和吸引信徒；养成良好习惯，提高

儿童品味，吸引儿童及家长入教。 考虑到这些

益处，不难理解主日学校图书馆会在 １９ 世纪快

速增长，散布全国。
主日学校图书馆在美国东北地区、中西部

和南部地区发展速度和规模不一。 发展较好的

州主要集中在美国图书馆事业的摇篮———新英

格兰地区，包括纽约、宾西法尼亚、马萨诸塞和

新罕布什尔，其图书馆数量和藏书总量极大，如
表 １ 所示。 因此，客观看待新英格兰地区对美国

图书馆事业的影响，是图书馆史上的一个重大

课题。 而中西部地区发展稍逊东部地区，南部

地区（包括路易斯安娜、佛罗里达等州）主日学

校图书馆数量和藏书规模极小。 １８３０ 年以后，
美国主日学校联盟将其活动重心转移到美国全

境，尤其是密西西比河谷地区。 １９ 世纪中期，以
美国主日学校联盟为主的主日学校联合组织在

密西西比河流域为每所主日学校建立图书馆的

运动，无疑是该地区公共图书馆普遍建立之前

最大的图书馆运动。 虽然在很多地方，主日学

校图书馆由于经费缺乏等原因，维持时间很短；
但通过图书馆，美国主日学校向大众提供他们

易接受的阅读材料，教给他们基本读写技能，同
时实现道德教化和福音传播的目标。 主日学校

图书馆运动发展迅速，很快每座教堂都设立了

装满图书的书柜，向学生出借。 １８４３ 年，卫理公

会主日学校联盟的年度报告宣称，“对我们的传

教事业来说，没有比图书馆更强大的辅助力

量。” ［１２］ 以俄亥俄州为例，１８５０ 年共有主日学校

图书馆 ２４８ 座，１８６０ 年 ５６０ 座，１８７０ 年增加至

４ ８９６座，发展速度极快，打破了东部地区一统天

下的局面（如表 １ 所示）。 主日学校图书馆在南

北战争时期，即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进入其发展

的黄金时代。 战后，美国穆迪 （ Ｍｏｏｄｙ，１８３７—

１８９９）和桑基 （ Ｓａｎｋｅｙ，１８４０—１９０８）①发起了基

督教信仰复兴运动 （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ｉｖａｌ，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９）。 在浓烈的宗教氛围中，基督教出版机构

积极推出新的作品，普通出版社也大量出版宗

教文献，这直接带动了主日学校图书馆的建立。
１８５０ 年德鲍（Ｄｅ Ｂｏｗ）主编的《美国区域、人口、
文教、工业、财产和收入统计资料》 ［２２］１５９ 记载，
１８５０ 年美国主日学校图书馆共１ ９８８座，而当年

美国各类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学区图书馆、大
学图书馆以及教会图书馆、主日学校图书馆）总

数为 １５ ６１５ 座，占总数的 １３％。 这是最早正式

提及 主 日 学 校 图 书 馆 数 量 的 文 献。 里 斯

（Ｒｈｅｅｓ）在其作为朱厄特的续作的《美国和北美

不列颠诸省公共图书馆、学院图书馆和社团图

书馆手册》 ［２］ ＸＸＶＩＩＩ，５７８中估计，１８５９ 年主日学校图

书馆数量已经达到 ３０ ０００ 座，占当年各类图书

馆总数（５０ ８９０ 座）的一半以上。 １８７６ 年美国图

书馆事业的特殊报告为我们描述了当时主日学

校图书馆的繁荣景象：“教区和主日学校图书馆

没有包括在内；事实上，没有系统的尝试来收集

统计 数 据， 这 种 图 书 馆 几 乎 和 教 堂 一 样

多” ［２３］１０１１。 引用费德尔提供的数据为证，１８５０
年 １ ９８８ 座， １８６０ 年 ６ ２０５ 座， １８７０ 年达到

３３ ５８０座（见表 １）。 在美国主日学校联盟的指

引下，主日学校图书馆事业蒸蒸日上。 为了促

进主日学校图书馆工作开展，１８８６ 年在纽约成

立“ 主 日 学 校 图 书 馆 协 会 ” （ Ｓｕｎｄａｙ⁃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其目的如下：“定期发布推

荐书目、收集统计数据、改进管理手段、形成统

一著录规则、 创办关于主日学校工作的杂

志” ［２４］ 。 在成立大会上，３０ 名会员又一致同意

建立“主日学校图书馆员协会” ［２４］ ，作为彼此交

流和联系的纽带。 从 １８９２ 年开始，“主日学校

图书馆员协会”的刊物———《主日学校图书馆通

讯》（Ｔｈｅ Ｓｕｎｄａｙ⁃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创办，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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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穆迪 （Ｍｏｏｄｙ，１８３７—１８９９）和桑基 （Ｓａｎｋｅｙ，１８４０—１９０８）都是美国著名的福音传道领导者，他们互相配

合，出版诗集，演唱圣歌，宣扬福音，时人常说：“穆迪讲福音，桑基唱福音。”在南北战争以后，他们的足迹遍及英

美各大城，掀起了狂热的宗教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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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包括好书推荐、募捐号召、馆务活动、经验推

广以及业务探讨，其中好书推荐占据主要篇幅，
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应该说，在 １９ 世纪后期，
主日学校图书馆事业发展达到鼎盛。

表 １　 １８５０、１８６０、１８７０ 年美国各州主日学校图书馆数量及藏书一览

州名
１８５０ １８６０ １８７０

图书馆数量 藏书数量 图书馆数量 藏书数量 图书馆数量 藏书数量

阿拉巴马 １５ ５ ７７５ ２２ １３ ０５０ ２３９ ４９ ５１７

阿肯色 ２ １７０ １３ １ ０１１ ２１６ ２９ ４１２

加州 ２０ １７ ３５０ ２６８ ６３ ９４０

科罗拉多 ２２ ５ ６８５

康涅狄格 １０７ ３８ ４４５ １８３ ８０ ０６２

达科他 ４ ５５０

特拉华 １２ ２ ７００ ４８ ２０ ２７０ ２２３ ５５ ８５１

哥伦比亚特区 ９ ２ ８２３ ９５ ３９ ８５３

佛罗里达 ４ ８６０ ３ ３ ７５０ ５４ １０ ５００

佐治亚 １５ １ ９８８ ５２ １４ ６６９ ３６９ ６３ １１４

爱达荷 ５ １ ０１０

伊利诺伊 ８６ １２ ８２９ ３３９ ７４ ４２２ ２ ０８０ ４３８ ５６７

印第安那 ８５ １１ ２６５ ２４７ ６５ ４５６ １ ０７５ ２０４ ６９２

爱荷华 ２４ ２ ９８０ １１３ ３２ ０４３ ９９９ ２７８ ２５１

堪萨斯 １ ５００ １４１ ３３ ４４０

肯塔基 １８ ４ ６１７ ９１ １９ ７７４ ７１７ １６０ ３７７

路易斯安娜 ９ ２ ２８０ １７３ ４０ ２２５

缅因 １３１ ２６ ９８８ ４７３ １３８ ９２４ １ ０７９ ２７７ ７４２

马萨诸塞 ４３３ １６５ ４７６ ７５６ ３８６ ７１７ １ ０４２ ５３９ ６０９

密歇根 １５ ３ ５００ ２４４ ６６ ３３３ １ ７３１ ２３９ ４７１

密西西比 ６ ７３０ １３ ６ ５２５ ５０８ ６９ ８２５

密苏里 ６６ １４ ５００ ６９ ２４ ７８５ １ ２８３ １８８ ４９３

内不拉斯加 ８ １ ８８０ １３３ ３９ １７５

俄亥俄 ２４８ ５３ ９１０ ５６０ １３３ ８６２ ４ ８９６ ７９６ ６５０

新泽西 ３５ ８ ５６４ ２７７ １０７ ６０５ １ ６１９ ４２３ ２２４

纽约 １３７ ３３ ２９４ １ １４０ ２６７ ８６７ ３ １０３ ９９４ ６２７

宾州 ２２６ ５８ ０７１ ７６４ ３３９ ４１４ ３ ９１６ １ ６９６ ６４０

弗吉尼亚 １１ １ ９７５ ７１ ３２ ６３０ １ １４６ １８２ ４３６

怀俄明 １０ １ ０００

其他 ３１２ ９３ ６８４ ６８０ ２１８ ４８７ ６ ４３４ １ ４２２ ２７７

总数 １ ９８８ ５４２ ３２１ ６ ２０５ ２ ０７２ ４８９ ３３ ５８０ ８ ３４６ １５３

　 　 资料来源：Ｆｅｄｄｅｒ Ｍ Ｂ．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ｎｄａｙ⁃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Ｄ］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５１：１１１－１１２．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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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主日学校图书馆的衰落

主日学校图书馆作为美国早期的图书馆形

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历了兴旺发

达，然而 １８８０ 年之后，在公共图书馆、会员图书

馆、私人藏书以及学校图书馆的激烈竞争的态

势下，吸引力不再，数量急剧下滑。 人们意识到

主日学校图书馆的衰退，１８９８ 年 ７ 月美国图书

馆学会在肖陶扩村召开的大会上专门探讨了主

日学校图书馆的处境。 纽约公共图书馆馆长鲍

士伟（Ｂｏｓｔｗｉｃｋ）提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已经向

一些主日学校提供图书，距离分馆较近的教堂

已经关闭了它的两个主日学校图书馆，开始使

用我们的分馆”；卡特（Ｃｕｔｔｅｒ）提到，“匹兹堡主

日学校将它们的图书馆交给公共图书馆，还跟

以前一样向图书馆拨款，但款项直接交给公共

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将购买主日学校教师和图

书馆长联合挑选的图书”；富特 （ Ｆｏｏｔｅ） 指出，
“我希望将主日学校图书馆交给大的图书馆组

织” ［２５］ 。 总而言之，人们普遍认为它们应成为

公共图书馆的分支机构，辅助主日学校教学，由
公共图书馆负责选书、管理和运营。 而 １９０２ 年

左右，密尔沃基公共图书馆和圣路易斯公共图

书馆已经为该市的各个主日学校配送图书，并
证明这一行动非常成功［６］２。 虽然主日学校图书

馆的创办者在尽力维持，但已有各种证据表明

由政府投资兴建的公共图书馆正在超越它们，
成为普通民众获取娱乐读物和普及读物的主要

来源。
１８９０ 年，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

在地下室开放了第一个儿童阅览室，这是公共

图书馆专设儿童图书室的肇始。 １８９３ 年，明尼

苏达州公共图书馆开设儿童阅览室。 １８９５ 年，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搬进新馆舍，专门设有儿童

阅览室［２６］ 。 美国第一位专业儿童图书馆员鲍尔

（Ｐｏｗｅｒ）指出，１８９０ 年至 １９００ 年间，在全国范围

内出现了为儿童开设图书室的浪潮［１３］１１３。 １９００
年匹兹堡的一份地区报告显示，自从在该地区

建立卡内基图书馆分馆以来，主日学校图书馆

很快失去了它们的用处，大多数教会都决定停

办图书馆［１３］１１７。 在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览室普遍

建立之后，其量多质优的文献资源、充足可靠的

资金来源以及训练有素的图书馆员更好地满足

了读者的需求。 主日学校图书馆作为特定阶段

的历史产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３　 主日学校图书馆的经营与管理

主日学校图书馆如何管理和使用？ 在百余

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社会环境不同，其建设侧

重点也有所不同。 但无论在馆藏建设、分类编

目还是在读者服务上，都在美国近代图书馆事

业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在藏书建设方面，
经历了以宗教文献为主到通俗童书为主的转

变；在藏书整理方面，早期管理手段较为简便，
后来逐渐走向正规；在读者服务方面，实行闭架

借阅，规章制度严格。 尽管按现代标准来看不

够完善，但体现了美国图书馆事业中各项技术

从简单粗略走向复杂专业的演变过程，借此可

以考察美国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进程。

３．１　 藏书重点由宗教文献向通俗童书过渡

主日学校的主要目标是要引导民众信仰基

督教，培养信众，从其选书政策可以看出其宗教

服务目标。 各地图书馆书籍的选择都是按照以

下原则进行：促进学校目标的实现；必须与学校

和当时的年代相适应；内容一般都是记载高尚

的教化和宗教事实，不能有夸张的、不文雅的、
粗鲁的表达；必须具有多样性以满足不同年龄

和不同兴趣的需要［６］３７。 和英国一样，主日学校

图书馆最早的藏书主要由各教派出版物或者美

国主日学校联盟或美国宗教手册协会发行的书

籍和刊物组成，包括《圣经》、神学书籍以及使徒

和殉道者的传记等，有一种强烈的伦理色彩，强
调节 制 以 及 对 上 帝 的 热 爱。 正 如 沃 尔 特

（Ｗａｌｔｅｒ）所说，“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收藏

了大量具有强烈道德说教色彩的图书，这些图

书成为主日学校图书馆藏书的核心。” ［１１］ 这些

基督教童书是北美殖民地最早的童书，它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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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更优的通俗童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但在

南北战争（１８６１—１８６５） 以后，古老的宗教价值

观和严格的安息日仪式在美国影响减弱，这改

变了美国儿童的生活，使他们不再受旧有的宗

教理念和行为模式的阻碍，需要不同类型的文

学作品。 同时由于流通图书馆、会员图书馆以

及学区图书馆等图书馆的竞争，主日学校图书

馆的藏书类型发生了变化，除严格的教义书籍

和小册子以外，还包括一些富有趣味的现实小

说、历史著作和传记游记，满足人们的各种阅读

需求。 即使宗教说教书籍中，也附有插图、事

例，以吸引读者。 但宗教伦理读物的比重在下

降，通俗童书在不断增加，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这时的主日学校图书馆日益接近普通民众，这
可以从时人记述中找到佐证。 美国儿童图书馆

事业先驱休因斯女士（Ｈｅｗｉｎｓ）在一本关于儿童

阅读问题的图书———《一位十九世纪中期的儿

童和她的图书》中回忆了主日学校图书馆馆藏

的世俗化过程：“距离老广场不远，是有着白色

尖顶的教堂，有一些年每个周日西奥多在那里

布道，布鲁克农场的人常常听他布道。 那里曾

经有一个书柜，里面有两到三百册图书，这就是

主日学校的图书馆．．．．．．．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向

主虔诚的夭折孩子的回忆———事实上，直到我

长大，我再没有看到过。 我最喜欢的是《努力奋

斗，生意兴隆》，讲述了一个在伦敦开商店的寡

妇和她的孩子们的故事。” ［２７］９０ 不管怎么说，后
期图书馆馆藏主要由现实类书籍组成，而不是

教义。 同时，１９ 世纪后期期刊大量问世，主日

学校图书馆收藏现实主题的期刊也在增加，其
藏书包罗万象，宗教色彩大为减弱，与当时普

通的公共图书馆并无显著区别。 这是主日学

校图书馆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３．２　 管理手段处于草创阶段，但日趋完善

主日学校图书馆虽然与现代图书馆截然不

同，但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到图书馆管理

手段的演变。 主日学校图书馆使用过各种排架

方法，而最早使用的是基于书本大小的固定排

架系统，为每个架格分配固定的排架号，按照对

开本、四开本、八开本、十六开本以及地图的次

序排列。 丹宁（ Ｄｕｎｎｉｎｇ） 建议，尺寸较大的书，
编号为 １—１００，占据最底层书架；尺寸较小的

书，占据第二层书架，编号为 １００—２００，于是，每
一本书在书架上占据与其编号对应的位置，藏
书整齐有序［６］７７。 主日学校图书馆藏书较少，这
种方法已经足以应对。 但是，随着藏书规模的

扩大，学生人数的增加，人们使用更复杂的程序

来组织藏书，尽管目前看来有些怪异。 据费德

尔（Ｆｅｄｄｅｒ）所述，在一所主日学校内，藏书被分

成 ４５ 个部分，对应 ４５ 个班级。 每个部分有 １０
或 １２ 册书，提供给对应班级学生阅读［１３］１００。 当

时还有一些图书馆根据使用对象和页数的双重

标准粗略分类。 第一组由 ２４ 页到 ７２ 页的图书

组成，适用于 ７ 岁以下儿童；第二组由 ７２ 页到

２００ 页的图书组成，适用于 ７—１２ 岁之间儿童；
第三组由 ２００ 页以上的图书组成，主要供成人阅

读［１３］９９。 虽然这个分类体系过于笼统，不够精

准，但对于规模较小的主日学校图书馆来说，比
较适用。

目录是读者获取文献信息的重要来源。 在

２０ 世纪卡片目录逐渐通行以前，主日学校图书

馆往往采用活页式印刷目录，张贴于学校各处，
后来也采用书本式目录，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

的第一浸礼教会主日学校图书馆的书本式目

录，作为当时最出众的目录受到主日学校图书

馆员协会的推荐［２８］ 。 其著录项目按著者姓名字

母排列，给出书名和内容简介，有时标出页码和

指定的读者范围，如 “ Ｊ” 为初级、 “ Ｉ” 为中级、
“Ｓ”为高级，非常便捷。 １８７０ 年后，人们尝试将

书籍以某种形式的主题分类。 正如沃尔特所

言：“主日学校图书馆的技术组织手段已经取得

了进步。” ［１１］ 惠勒（Ｗｈｅｅｌｅｒ）介绍了当时使用的

各种分类方法：纽约灵魂教堂教区图书馆藏书

被分成了 １６ 个部分，从 Ａ 到 Ｐ，代表物理、艺术、
政治、教育、历史、诗歌、小说、神学，等等；在纽

约奥利韦街教堂，藏书首先分为儿童和青年，儿
童藏书分为传记、游记和杂项，青年藏书分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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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历史、自然历史、旅游和杂项［１３］１０３－１０４。 １８８３
年，丹宁（Ｄｕｎｎｉｎｇ）建议将主日学校藏书分为基

督教史、传记、布道、游记、基督教故事、节制、自
然科学、人文历史以及传记［６］９６。 从这些类目的

划分可以看出，主日学校图书馆分类方法遵循

从历史到现实、从宗教到科学的次序，体现了藏

书以基督神学为主、 世俗科学为辅的现实。
１８７６ 年，《杜威十进分类法》第一版出版发行，并
迅速在美国各地图书馆推广应用。 从那以后，
主日学校图书馆普遍开始使用《杜威十进分类

法》，但根据实际需要加以简化，普遍以“Ｆ”代表

小说，“Ｊ”代表童书，“Ｂ”代表传记。 对于其他类

别，除历史和游记以外，使用三位数字表示，如
１７０ 和 １８０ 之间的图书统一使用 １７０ 表示，尽可

能少使用数字，使分类系统便于馆员和读者使

用［６］１２。 可以看出，主日学校图书馆创办初期，
藏书规模较小，分类以及排架较为粗略，采用活

页目录和书本目录，后期已经采用当时颇为流

行的《杜威十进分类法》，专业化程度日益增强。

３．３　 以闭架借阅为主，规章制度严格

主日学校图书馆的借阅要求经历了由严格

到宽松的发展过程。 早期只有被认为具有良好

德行或学习成绩的学生才可以在开馆日借出图

书。 例如，匹兹堡第一长老会主日学校图书馆

规定，按时上学且品德良好的学生，如果能够背

诵 １５ 节《圣经》，２０ 节赞美诗，回答 ２０ 个教义问

答，则被允许使用该图书馆［１３］９３。 但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起，图书借阅权通常被授予所有主日学

校师生，也包括本教派信徒，后来扩大至所有教

派信徒，只是允许使用的图书数额有限。 图书

馆一般在周日开放几个小时，如南波士顿教会

街主日学校图书馆、布莱顿福音派主日学校图

书馆、纽约大学宫长老会主日学校图书馆以及

纽约日内瓦三一教会图书馆。 图书馆应该具有

独立馆舍，但事实上，各教堂还没有在建筑计划

中为主日学校设计单独校址，最常见的地点是

礼堂或前厅的一个相当阴暗的角落。 当时还没

有开架借阅，由图书馆员代为取书，儿童只能通

过著录项目极其简略的印刷目录选书。 因此，
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儿童被书名吸引，但借

阅到手后才发现并非自己想要阅读的图书。 从

当时主日学校会议记录来看，在偏远地区，存在

集体办理借阅手续的事例。 １８５６ 年，肯塔基州

巴特勒县塞勒姆浸信会主日学校图书馆规定，
“教师为各自班级学生取书” ［１５］ 。 具体借书程

序是这样的：馆员准备好上课需要阅读的书籍，
用带子将 ６ 到 ８ 册书籍扎成一捆，每条带子写上

教师姓名或班级名称，分配给相应教师。 在课

堂上，教师让每位同学从中取出一本阅读，读完

以后，与其他同学互换。 这不但可以节省办理

借书手续的时间，且不需要保留借书记录。 而

另一所图书馆采用更加独特的借书制度。 墙壁

的黑板上按次序布满标有数字的小孔，小孔上

嵌有白色钉子。 钉子的顶端，标有数字，与小孔

上数字一致。 当钉子在孔中时，它所代表的书

籍也在图书馆；当钉子不在时，表明书被借出去

了。 在黑板旁边钉有木板，木板上打满钉孔，钉
孔的左边，标有学生姓名，按照班级的次序排

列。 当书被借出时，如 ８７ 号给 Ｊｏｈｎ Ｊｏｎｅｓ，８７ 号

钉子从黑板上 ８７ 号孔中取出，放到木板上紧挨

着 Ｊｏｎｅｓ 姓名的孔中。 于是馆员一眼看出谁持

有书籍时间超过两周。 后来也采用卡片制度，
使用两套卡片，一套记载书名、著者、索书号等

项目，放在书袋之内；一套记载读者姓名、学号、
班级等事项，放在盒子中。 当书借出时，将卡片

从书袋中取出，放在盒子中，两套卡片合在一

起。 当书归还时，卡片从盒子放回书袋。 这种

方法更为简单方便［２９］ 。 总之，图书馆采取闭架

借阅制度，藏书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图书馆也制定了完备的有关借阅者、借阅

时间及违反规定的处罚措施等细则。 据费德尔

（Ｆｅｄｄｅｒ）记载，１８２７ 年美国主日学校联盟下辖

一所图书馆的规章制度非常详细：①图书借期

不应超过 １ 周，如果到期学生没有读完，则应归

还并再次借阅。 ②所有注册学生可以从图书馆

借书，带回家供父母或者朋友阅读。 ③学生应

爱护图书，不能撕页，也不能在书上乱写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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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将书曝晒，或者将它们放在可能被烟、油或

者水损伤的地方。 ④任何不遵从上述规定的学

生将受到处罚，如果撕掉书页，将按书价一半

赔偿，丢书者将照价赔偿［１３］９４ 。 而布里格斯

（Ｂｒｉｇｇｓ）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学生被允许一次

借书 １ 册，期限一般是 ２ 至 ４ 周；南波士顿教会

街第一教区和纽约长老会大学宫都允许学生

保留 ２ 周；波士顿第四普救教派、纽约日内瓦三

一教堂、小瀑布之友图书馆、布莱顿福音图书

馆以及波士顿西教区协会所有人都允许借

４ 周［１２］ 。

４　 主日学校图书馆的评价

１９ 世纪末期，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迅

速。 但在公共图书馆运动兴起之前，许多人尤

其那些处于偏远地区的人们，主要从主日学校

图书馆寻找读物。 虽然它们与现代图书馆在形

式上截然不同，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可以看到

许多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来源。 芝加哥大学

图书馆学院教授芬威克（ Ｆｅｎｗｉｃｋ） 指出：“主日

学校图书馆免费为小城镇的儿童提供阅读资

料，是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先

驱。” ［２６］笔者以为，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兴

起的因素很多，主日学校图书馆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其影响有限，但是仍然不可忽视。 其影响

表现在：作为美国图书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主日学校图书馆的包容理念为现代公共图书馆

运动提供了精神动力；其率先取消年龄限制，免
费开放，是现代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先声；培养民

众阅读习惯，促进美国初等教育的发展；深入美

国基层，成为农村图书馆事业的先驱。 研究美

国早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不应忽视主日

学校图书馆。

４．１　 突破阶级、种族和性别壁垒，传播民主、平
等与包容的公共图书馆理念

　 　 １８ 世纪到 ２０ 世纪，美国图书馆史上最常见

的是白人男性中产阶级的活动。 富兰克林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在 １７３１ 年建立了一个会员图书馆，并
成为 １９ 世纪税收支持的免费公共图书馆的前

身。 但是，其最初的创办动机是为社会精英和

知识分子服务，这些人通常经济富裕，社会地位

较高。 此外，肯塔基州立大学教授、著名图书馆

史家哈里斯（Ｈａｒｒｉｓ）认为，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早期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创建源于社会精英建立社

会控制的动机，而非为下层民众提供经济或政

治机会。 理事会成员通常是已过壮年的白人男

性，信仰新教，富有且受过良好教育，作为社会

精英，其组成并不具备广泛的种族、阶层以及宗

教代表性［３０］ 。 这些人不了解民众需求，怎么可

能接触民众并且通过文献来引导他们？ 当时与

会员图书馆一样，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主要为白

人知识分子服务，禁止非裔美国人、移民或其他

类似的人进入图书馆。 而面对工业化、城市化

转型所带来的道德堕落等各种问题，基督教通

过创办图书馆、传播宗教文献等手段来匡正社

会弊病，稳定社会秩序，提高人民素质。 主日学

校图书馆由基督教创建，主张智识自由理念，为
了招募教徒加入，广泛传播其教义思想，它们超

越了阶级壁垒，率先向所有学员敞开大门，这种

包容性正是它们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１８５７ 年，
肯塔基州巴特勒县塞勒姆浸信会主日学校图书

馆明确规定：“主日学校以及主日学校图书馆应

该免费向所有年龄、教派、肤色的人开放” ［１５］ ，
更重视书籍的流通利用，具有“公开”和“平等”
的特点。 谢拉认为，在公共图书馆发展中，流通

图书馆和会员图书馆被公认为公共图书馆的前

身，这二者在其专著《公共图书馆起源：新英格

兰地区公共图书馆运动：１６２９—１８５５》中专辟章

节论述，而主日学校图书馆着墨极少。 但他也

承认，主日学校图书馆作为一股影响力量，其重

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他曾写道：“在美

国文化传统中，清教徒占有卓越地位，由于受 １９
世纪的文化背景影响，早期的公共图书馆，几乎

无法摆脱教会的影响。” ［３１］２３９－２４０ 由此可以看出，
虽然教会主办的主日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

没有必然联系，但其在深入美国社会基层、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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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免费图书馆以及促进管理手段进步方面为

公共图书馆提供了借鉴和参照。 应该说，海纳

百川，万流归宗，公共图书馆的产生是一个渐进

的过程，经历了私立图书馆—准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的递进、传承和发展轨迹，处于准公

共图书馆阶段的各种图书馆类型共同促进了其

产生。 笔者以为，美国公共图书馆运动共有四

条支流，包括会员图书馆、流通图书馆、学区图

书馆和以主日学校图书馆代表的教会图书馆。
会员图书馆对公共图书馆最大的贡献就是，在
运营机制上创立了一种共建共读的模式；流通

图书馆的贡献则在于其藏书建设应考虑到大众

娱乐需求；而学区图书馆的贡献则在于首创公

共资金支持图书馆的模式，这三者在引导和促

进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中确实起到一定的作

用。 而以主日学校图书馆为代表的教会图书馆

的贡献则在于，其图书馆免费服务、平等服务、
资源共享理念，使得美国图书馆事业由封闭自

守向开放共享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这是现代

公共图书馆的一大基石。 可以说，美国基督教

团体是图书馆事业由私人事业转变为公益事业

的一大推手，其“人人一律平等，互为兄弟姐妹”
的平等博爱思想，构成了公共图书馆理念的精

神底蕴。

４．２　 率先向所有年龄儿童免费开放，是美国儿

童图书馆事业的先驱

　 　 美国是儿童图书馆事业发达的国家。 从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初，公共图书馆的儿童服务在

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并领先各国，这在很大程度

上缘于主日学校图书馆的奠基作用，因此，主日

学校图书馆当之无愧为美国儿童图书馆事业的

先驱。 在 １８５０ 年以前，美国很少有专门向儿童

开放的图书馆。 根据谢拉（Ｓｈｅｒａ）在新英格兰地

区的调查，从 １７３３ 年到 １８５０ 年，全美仅有 ２１ 个

儿童图书馆，其中仅有 １ 个创建于 １８００ 年以

前［３２］ 。 当时主日学校图书馆、学区图书馆、流通

图书馆以及会员图书馆都是孩子们获取读物的

来源。 “在性质上学区图书馆较多地偏向于公

共图书馆，更多地面向公众”，因为同时面向成

人开放，藏书内容针对各个年龄段人群，且运营

不很成功［１７］ 。 而会员图书馆一般存在于城镇，
只有支付费用的人，才有借阅权利。 美国儿童

图书馆事业先驱海文斯（Ｈｅｗｉｎｓ，１８４６—１９２６）于
１８７５ 年入职康涅狄格哈特福德青年学院图书

馆，该馆有 ５００—６００ 名会员，借书费用为 ３ 美元

（一本书）或 ５ 美元（两本书），一般儿童难以负

担。 她认为，“（当时）５ 美元对大多数家庭来说

是不菲支出，孩子们只能阅读他们的家庭藏书

或从主日学校图书馆借到的图书，主日学校图

书馆的藏书与同一时期其他图书馆的藏书相

比，并不好太多但也不差太多。” ［３３］ 而流通图书

馆的高昂费用和藏书内容都使青少年望而却

步。 同 为 儿 童 图 书 馆 前 身 的 工 匠 图 书 馆

（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实质仍为会员图书馆，主
要向协会成员和学徒免费开放，其读者身份限

制严格。 主日学校图书馆的免费借阅制度以及

身份限制宽松，是相比其他图书馆具有明显优

势的地方。 正如塞耶斯（ Ｓａｙｅｒｓ）所言，“虽然主

日学校图书馆藏书限制在宗教小册子或宗派主

题或病态赎罪内容的书籍之内，但为孩子们提

供免费使用书籍的机会。” ［３３］ 弗莱彻（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写道，１８７６ 年以前，各类图书馆一般仅向成年

人 提 供 服 务， 年 龄 限 制 为 １２ 或 １４ 岁 以

上［３４］ ４１２ ， 因为馆员担心儿童扰乱秩序。 许多

图书 馆 大 门 竖 立 标 识， “ 儿 童 与 狗 不 得 进

入” ［３５］５６ 。 直到 １８９４ 年，密尔沃基公共图书馆

长斯特恩斯（ Ｓｔｅａｒｎｓ） 在 ＡＬＡ 大会上才建议公

共图书馆取消年龄限制，为儿童专设阅读空

间［２６］ 。 儿童图书馆发展历程中，主日学校图书

馆是最早取消年龄限制，向所有儿童开放的图

书馆。 相对于其他类型图书馆，主日学校图书

馆最为接近现代儿童图书馆。 “从主日学校图

书馆到现代儿童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的发展

进程从未间断。” ［１１］ 正是由于主日学校图书馆

在儿童中推广了免费开放的“图书馆”的理念，
图书馆为所有儿童免费服务的思想才被顺利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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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培养儿童阅读习惯，推动美国初等教育的

普及

　 　 １８５２ 年美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通过，规定孩子有接受免费教育

的权利，因此由税收支持的学校系统获得进一

步的发展，小学生数量激增。 即便如此，当时

１４—１７ 岁的孩子中能够继续上学的只占总数

８ ４％，在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坚持读完，
顺利毕业［１７］ 。 因此，相当多的成年人不能阅

读，更多的儿童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而追

求知识是人们适应社会转型的本能需要，迫切

需要其他形式的初等教育来弥补正规教育的

不足。 １８３０ 年后美国主日学校联盟在南方建

立主日学校，其原因就是“公共资金提供的公

立学校，与整个地区人口对教育的需求相比，
不能满足需要” ［３６］２０３ 。 我国学者贺国庆高度评

价了主日学校的作用，他认为，“从 １８００ 年到

１８２０ 年间，星期日学校对美国初等教育的发展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１９］３１ 。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

的保存地，也是文化传播的源泉。 主日学校所

附属图书馆虽然仅在周末开放，规模较小，生
命周期较短，但遍布全美、数量众多、免费服

务，为最接地气的面对青少年的知识传播机

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高文盲率的状

况。 正是在主日学校图书馆，贫民儿童可以聚

集在一起，参加礼拜和聚会，阅读书籍，净化心

灵。 在公共图书馆兴起之前，“主日学校图书

馆在许多社区是唯一的书籍来源，特别是那些

远离大城市的地方” ［９］１ 。 主日学校图书馆不仅

是基督教实施宗教教育的场所，也是美国儿童

接受识字教育的重要场所。 主日学校图书馆

和课堂教堂互相补充：主日学校课堂教会学生

读书方法，引导学生养成读书习惯；图书馆则

为学生提供读书资源，改善学生学习效果。 托

德博士认为，“主日学校图书馆为孩子提供适

应其水平的读物，帮助他理解书中的内容；逐
渐在儿童中培养起对读书的热爱” ［６］８６。 在书

籍稀缺的时代，主日学校图书馆承担一定的教

育职能，提供给人们阅读材料，满足了人们的需

求。 阅读材料和初等教育二者相辅相成，不可

分割。 人们对阅读和教育的渴望促进美国立法

机构能够更加慷慨地提供免费初等教育，并使

公共学校在其各自的联邦中获得比其他任何项

目更好的设备和支持。 也许人们夸大了主日学

校读物的这种影响，但是这对促进政治家增加

初等教育的拨款起到积极作用。 总之，主日学

校图书馆通过丰富的藏书来给一些无法继续享

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以自我学习的机会，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成为学校教育的一种

有效补充，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推动了美国教

育的发展。

４．４　 遍布美国各地，奠定了乡村图书馆建设的

基础

　 　 “图书馆顺应时代需求而产生。 当它们满

足时代需求时，就会繁荣，不满足时代需求时，
就会衰落。” ［１１］ 图书馆是一个社会机构，在社会

中起着媒介作用，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美国 １９ 世纪中期以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满足了知识普及、人口聚集、商业发展的社会需

求，实际上，公共图书馆运动主要是在国家和精

英的倡导下，在城镇兴起。 据朱厄特调查，１８５０
年印第安那州即通过法律，规定在每个县分配

一片土地来建立一座公共图书馆，购书经费来

自出售特定的保留地所得［３７］１７７。 门罗（Ｍｏｎｒｏｅ
Ｃｏｕｎｔｙ）县因此在布鲁明顿（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建立了

一个藏书数量达到 ４ ０００ 册的图书馆［３７］１７７。 但

这些图书馆一般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设立，
而人烟稀少的农村则基本无公共图书馆服务。
因此，１９ 世纪的农村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
基督教清教徒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其建立的主

日学校图书馆实际上是农村图书馆普遍兴起的

基础。 当时宗教在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占据了

重要地位，许多人从来不去公共图书馆，但一定

要去教堂。 教堂是农村社区中连接民众生活的

纽带，在那里人们能找到安慰、团结与帮助。 富

特（Ｆｏｏｔｅ）认为，“还有一大群人，尤其是妇女，他
们在一周内很难离开家庭，也不能去公共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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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但他们去教堂和主日学校图书馆来获取读

物” ［２５］ 。 教会免费提供读书的机会，主日学校

图书馆在许多乡村是唯一可以借书的地方。 著

名作家马克·吐温（Ｍａｒｋ Ｔｗａｉｎ，１８３５—１９１０）出

生于密苏里州一个贫困家庭，早年即开始半工

半读的生活，在《圣经》和赞美诗的熏陶中长大，
其阅读材料是在主日学校图书馆找到的；所有

这些和他听到的布道为后来的几年里的现实主

义作品的撰写提供了素材。 美国图书馆协会主

席鲍士伟（Ｂｏｓｔｗｉｃｋ）曾说，他很感激主日学校图

书馆，在那里他在青少年时期获取了英国生活

和历史的知识［１１］ 。 谢拉写道，“正如教堂成为

新英格兰地区的地标，无所不在、星罗棋布的小

型主日学校图书馆在当地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

影响” ［３１］ ２３９－２４０。 作为基督教在当地影响的标

志，它们也是一种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慈善事

业。 应当记住，主日学校源于教育穷苦民众的

使命。 经由传教士和志愿者们的奔走呼吁，到
１８８０ 年，美国几乎所有村庄的每个主日学校都

附设有图书馆，成为向大众传播宗教和通俗知

识的重要基地。 每个主日学校每隔几年就补充

图书，而图书馆规模被看作是学校繁荣程度的

标志。 在偏远地区的城镇或村庄的主日学校

里，周日开放的阅览室，加上可供借阅的值得阅

读的书籍，这是一种很大的福佑。 由于缺乏其

他读物，这些藏书的利用率远比人们想像中要

高。 １８９８ 年，英厄姆（ Ｉｎｇｈａｍ） ［３８］ 建议农村地区

的同一教派的主日学校可以合作建立总图书

馆，采取巡回书库的方式将图书轮流送到各个

主日学校，向当地居民服务。 这表明农村地区

主日学校图书馆在当地的广泛影响。 要不是

２０ 世纪以来公共图书馆事业在农村的广泛而

迅速的发展，美国成千上万的人还要继续这种

状况。 主日学校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兴起之

后，往往成为公共图书馆的分支机构。 在 １９ 世

纪，公共图书馆仅仅在城市设立的情况下，主
日学校图书馆在普及知识、提高文化方面的作

用不可忽视。

５　 结语

作为美国早期的图书馆形态，主日学校图

书馆伴随着美国领土扩张、经济转型、文化和政

治变革，经历了萌芽、发展和衰落的过程，进而

被公共图书馆儿童服务或学校图书馆的新形态

所取代。 今天讨论美国儿童图书馆的发展，学
者们多从五大要素入手（专门空间、专门馆藏、
专业人员、专门服务、合作网络）。 虽然主日学

校图书馆没有专门训练的儿童图书馆员，也没

有专门针对儿童开展的服务项目，与公立学校

的合作也不紧密，但无论藏书内容还是读者对

象，都以儿童为主，应是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先

声。 然而，与学术界对公共图书馆史的高度关

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图书馆史学家往往

对主日学校图书馆采取漠视甚至贬抑的态度。
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美国主日学校图书馆运

动承载着复杂的社会功能，是各宗教教派和社

会力量应对当时社会需要所做出的努力。 虽然

不应过分强调它们对公共图书馆形成的贡献，
但将阅读材料带入美国最偏远的地区，取消种

族、年龄、性别、阶层限制，也在美国社会中宣传

了免费、平等和自由利用图书馆的理念，为公共

图书馆运动做了思想、管理上的准备。 应该认

为，它们对公共图书馆的产生起了间接的催生

作用。 另外，其与美国农村图书馆起源的关系

则极少有人关注。 １９ 世纪末期的美国公共图书

馆运动主要在城市兴起，而当时农村图书馆服

务主要由主日学校图书馆提供，它们在基层图

书馆事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不应当被否定

或低估。 总之，主日学校图书馆奠定了美国儿

童图书馆以及农村图书馆事业的基础，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初等教育的普及和现代公共

图书馆服务理念的传播，尽管它们已经退出历

史舞台，但其成就是值得尊敬的。 对于美国图

书馆进程中的这段历史，我们应该给予客观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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