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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家圖書館原名國立中央圖書館。1927 年 4 月，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翌年 5

月 15 日，大學院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於南京，會中決議通過「籌備中央圖

書館案」。1933 年 1 月，教育部派蔣復璁先生為國立圖書館籌備委員，3 月制定

籌備處組織大綱，教育部旋於 4 月 8 日正式派蔣復璁先生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主任。1936 年 9 月 6 日，開放民眾閱覽，此舉轟動一時。惟原計畫於 1937 年

秋興工建築的國府路新館舍，卻因抗戰爆發未能實現。1937 年抗戰爆發後，中

央圖書館多次隨奉命播遷，自南京、武昌、岳陽、宜昌，最後到重慶。直到 1945

年 8 月，抗戰勝利，還都南京，該年 6 月 24 日閱覽室正式開放。1948 年秋，徐

蚌會戰後，首都感受威脅，故奉令將精選文物裝箱運臺。 

中央圖書館正式在南京營運的時間，主要在 1933-1937 年、1945-1948 年間，

在抗戰期間，當政府各部門紛紛疏散之時，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不僅要實踐建館的

藍圖，同時肩負搶救國家善本古籍的重要任務，在這期間中央圖書館的實際位置、

人員配置及營運情況，對於現今的國家圖書館館員是十分陌生，故以「戰時館藏

古籍文獻典藏與播遷之研究」為題，與本館另一位同仁，分別就前往南京及重慶，

從事館史研究。  

本研究計畫擬透過大陸與臺灣兩地機構檔案，採取田野調查法、歷史分析

法、歷史變遷研究與典範研究交互運用，在參考資料方面，除運用近人著作，並

參考國家圖書館與相關檔案、政府出版品、學報、年鑑為基礎，以歷史敘事（history 

narrative）呈現研究過程與結果。此次赴南京之目的有三： 

一、運用史料、老地圖、實地考察，以建構中央圖書館在此期間成立、播遷、實

際地點路線與執行期程。 

二、以檔案資料，探索中央圖書館在戰時聚散、徵集之圖書文物分佈典藏概況，

從館史瞭解館藏中華文物傳播之艱辛。 

三、由在南京所收集的資料，以建構館史之風貌，俾供後世學者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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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此次赴南京移地研究共計 8 日，基本上按照原計畫規劃的時程，共參訪南京

圖書館、南京市檔案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南京博物院等 4 個單位，並於南京

市區尋訪中央圖書館舊址 3 處。詳細行程及過程說明如下： 

 

 時間  行程 

4 月 15 日（三） 晚間 到達南京  

4 月 16 日（四） 全天 南京圖書館參訪並收集資料 

4 月 17 日（五） 全天 南京市檔案館收集資料 

4 月 18 日（六） 全天 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 

4 月 19 日（日） 全天 南京市區尋訪中央圖書館舊址 

4 月 20 日（一） 全天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收集資料 

4 月 21 日（二） 全天 參觀南京博物院 

4 月 22 日（三） 全天 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搭機回臺 

 

一、南京圖書館 

南京圖書館的前身可追溯到創辦於 1907 年的江南圖書館（由清兩江總督端

方創辦，1927 年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以及 1933 年政府委託蔣復璁籌

建的國立中央圖書館（1937 年西遷重慶，1946 年返都南京，1948 年底將部分書

籍遷臺）。直到 1950 年 3 月 19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文化部令改名為國立南

京圖書館，由中國大陸文化部文物局和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雙重領導。1954

年，將國立南京圖書館改名為南京圖書館，直屬江蘇省文化廳，為江蘇省省級圖

書館、國家一級圖書館。 

南京圖書館舊館位於成賢街 66 號，古籍部位於龍蟠里 9 號。2006 年建置完

成的新館，位於南京市中山東路 189 號，因該館 1928-1948 年間的館史與本館重

疊，故此行第一站就拜訪南京圖書館，在該館專業人員的協助下，收集到國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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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圖書館館刊、老照片、老地圖等資料。 

二、南京市檔案館 

南京市檔案館於河西新城夢都大街北側，新館於 2014 年 7 月建置完成，對

外開放使用。現有館藏檔案 329 個全宗，341,174 卷。其中歷史檔案包括：國民

政府南京市政府的檔案共 39,314 卷，分抗日戰爭前和抗日戰爭勝利後兩部分，主

要有市政府及其組成部門、直屬機構的檔案全宗。 

此行至南京市檔案館，主要查找國民政府時期，南京市政府與中央圖書館來

往的公文。在經過繁複的申請手續後，查找到 55 筆檔案 300 多頁資料，主要是

1930、1940 年間，中央圖書館與南京市教育局、社會局、財政局、工務局等來往

的公文書，內容主要與圖書館的新館規劃徵地案有關。對於當時中央圖書館於「成

賢街」、「國府路」館舍規劃建置一事，獲得進一步的瞭解及佐證資料。 

三、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設在原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舊址，該處先後

從廣州、重慶等地，收集、接收了國民政府中央政權機構的大量檔案，現為集中

保管中華民國（1912-1949 年間）各個中央政權機關及其直屬機構檔案的國家級

檔案館。該館館藏國民政府檔案共有 600 餘件全宗，140 萬餘卷，全面的反映當

時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諸方面情況。 

在出具介紹信後，依規定填寫登記單進入閱覽廳。因該館對於檔案的查找限

制很多，僅允許此行針對教育部檔案中有關「中央圖書館」部分進行查找，共尋

獲 34 筆檔案卷宗，每筆檔案卷宗內約有 100-200 頁公文資料。第二歷史檔案館對

於資料的複印限制嚴格，僅允許本研究案從 4,000-5,000 頁資料中，影印攜出 60

頁資料，故花費大部分的時間在做資料挑選上，挑選出的檔案資料主要分為 6

部分，包括人員的進用考核、報部資料（組織大綱、會計資料等）、申請人員薪

資（米代金）、新館建置及用地案、接收汪偽政府書籍財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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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國民政府教育部 1933 年始創的國立中央博物院，是第

一所由國家興建的現代綜合性大型博物館。於 1936 年 6 月開工，因抗日戰爭爆

發，直至 1948 年 4 月才完成第一期工程。此建築採用仿遼代建築風格，包括大

殿、露台和配殿三部分，古色古香。南京博物院的典藏品主要的來源有二：一個

是屬於早期考古發掘的物件、一為故宮文物。其藏品共有 40 多萬件，其中最多

的為宮廷文物佔有 10 萬件左右、其次為考古文物、還有部分蘇州文物，是一個

綜合型的博物館。 

除了原來的文物之外，該館於近年籌備設置「民國館」，特別針對民國文物

的部分進行徵集，共徵集到 1.3 萬件民國藏品和老物件，用以展示當時的生活特

色。「民國館」完整的 1930、1940 年代的街景被搬到了展廳內，繁華的街市、復

古的建築以及當年的老物件都呈現在眼前。例如，館內的新生活書局，出售民國

專題的紙質圖書，以及具有民國風的文創產品，其中，光是民國原版書就有 5000

餘冊，包括民國南京史料文獻、民國大家人物傳記以及金石考古類圖書。此外，

書店裡還有很多老報紙、外版圖書，就像是一座民國書業展覽館。 

五、南京市區尋訪中央圖書館舊址 

（一）中央圖書館成賢街舊址 

成賢街 66 號（當時門牌為成賢街 48 號），還保留著一座建於抗戰勝利後的

三層閱覽室，這也是中央圖書館保存至今的唯一建築。之前讀館史時，對於這棟

建築的歷史十分熟悉，但未有實際印象。但親自到訪後，發現該建築在南京圖書

館遷至新館後，已被當地居民佔據作為民房用，現在南京圖書館正進行追討中。 

 1933 年教育部派蔣復聰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同時訓令籌備處正

式成立於南京市沙塘園 7 號，1935 年增租雙井巷 12 號民房，經實際探查沙塘園、

雙井巷等地，皆在成賢街上。後來中央研院所將籌備處對面之成賢街 48 號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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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讓，館方遂於 1934 年 5 月底教育部透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 (Returned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Commission) 申請補助建築設備等費 150 萬元，並獲得同意。1936

年 2 月，籌備處正式遷入成賢街 48 號新購館舍辦公，同年 9 月 6 日新館閱覽室

正式開放閱覽， 初期藏書逾 10 萬册，分參考、報章、期刊、普通四部分閱覽。

至 1937 年，此時央圖籌備處圖書與期刊已經增加到 18 萬冊，同時開放閱覽、參

考、報章、期刊、普通書籍等四部份對外服務。此時的圖書館，還沒有正式的書

庫，圖書分藏在成賢街、網巾市等幾處小平房裏。 

中央圖書館在籌備期間，1937 年由梁思成等人組成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建

築委員會」，建築委員會勘定國府路（今長江路）的 46 畝土地作為建館基地。然

而，正當蔣復璁等人躊躇滿志想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大型圖書館時，抗戰爆發了。

1937 年 8 月，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奉命撤離。籌備處工作人員攜帶 130 箱圖書，踏

上漫漫西遷路。一路上，籌備處沿著長江流徙，每駐一地便設立辦事處，開放閱

覽，仿佛一所流浪的圖書館。直到 1945 年 9 月 9 日抗戰勝利，中樞各機構陸續

返回首都南京，中央圖書館也於 19 天後接收戰前南京市成賢街 48 號之舊有館址，

重返南京之路，整整經歷 8 年之久。 

（二）澤存書庫 

     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中央圖書館返回南京成賢街，收回了舊存南京的部

分書籍，同時還接收了位於頤和路的澤存書庫等處的圖書，此時中央圖書館的藏

書已達 120 多萬冊。「澤存書庫」是汪精衛（汪偽國民政府）時期的考試院院長

陳群的私人藏書處。1941 年 3 月，陳群開始在頤和路修建書庫，1942 年 2 月完

工。樓建成後，陳群請汪精衛題寫了「澤存書庫」的匾名，收集舊圖書達 40 餘

萬冊之多。 

    抗戰勝利後，陳群服毒自殺，自殺之前，他寫了遺囑，其中申明：「澤存書

庫藏書全部歸還國家。」其後，被中央圖書館接收，成為北城閱覽室。部分被運

送來臺灣的珍貴古籍，就出自這裡。沒來得及運走的澤存藏書，後來都收藏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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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圖書館圖古籍部，共約萬餘種。 

1954 年 7 月，頤和路 2 號作為南京圖書館古籍部。1990 年代初，南京圖書館

古籍部搬到虎踞路 85 號，頤和路 2 號被交給江蘇省作家協會使用。自 2008 年起，

原有單位陸續遷出。如今，這棟建築被荒廢在頤和路 2 號，南京最大的書店──

先鋒書店打算把該建築規劃成民國風書店。 

（三）中英庚款董事會舊址 

南京市鼓樓區山西路 124 號，有一幢黃色牆壁、褐色坡頂的中式建築，同周

圍的高樓大廈相比顯得氣度非凡。這座建築的設計者正是中國近現代建築設計開

拓者楊廷寶先生。大樓建於 1934 年，為中英庚款董事會舊址，是為管理英國退

還的庚子賠款而設。1908 年起，美國拿出所獲庚子賠款的一半退還中國，作 為

資助留美學生之用。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了爭取中國加入協約國

參戰，英國表示願意效仿美國，退還庚子賠款。1931 年 4 月，中英庚款董事會在

南京成立，除了鐵路建設外，董事會還大力資助教育、文化事業。其中一項便是

效仿美國，資助留英學生。此外，中央圖書館和中央博物院都是靠此董事會資助

建成。 

除了這三個與中央圖書館有關的舊址外，此行也尋訪了將文物西遷的碼頭

「中山碼頭」，抗戰時暫存文物圖書在朝天宮的倉庫等地。 

 

參、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心得    

（一）此次移地研究成果可喜，實地考察，可提供對於歷史背景的脈絡式理解；

而經由實地考察，及蒐集檔案與書面資料，對於館史有更深入理解，對於

將來撰寫研究論文有所助益。 

（二）在行前曾多方耳聞中國大陸檔案館行事作風有待改進，故先請南京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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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聯繫，並出具推薦信。此行所見工作人員，大多行事按照規定，並未

出現刁難情事。然就制度與效率而論，則不免美中不足，檔案的調閱及影

印都需要上級批准，每天能看的檔案數也有所限制，且檔案大都必須手抄，

對於短期研究者十分費時費力。比起檔案館，南京圖書館雖然資料不多，

但規則較靈活，工作人員為人和藹，服務效率不錯，是不錯的研究地點。 

二、建議 

（一）此行赴南京，受到南京圖書館的友善接待，本館與該館 1928-1948 年間的

館史重疊，未來可考慮與該館共同修訂館史，相互彌補館史疏漏之處。 

（二）依政府規定，赴大陸地區應於返國之日起一個月內繳交出國報告，對於從

事「移地研究」的人員，在時程上太趕，此次赴南京所收集的檔案資料都

來不及建檔分析，以致於從出國報告中，尚未能發表完整的研究成果，稍

有遺憾。建議主管單位可否考慮延長赴大陸地區出國報告繳交期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