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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出 口箱

馆藏《=

四库全书￥



李均飞在本馆查找养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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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派出所郭相义所长为青少年学生上法制教育课

离体老千部张武为青少年学生讲革命光荣传统误



■
序 言

《仙居县图书馆志》，是我县文化事业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

数易其稿，编纂成册，完成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值得庆贺，值

得自豪。
、

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和流通图书资料，以供读者进行学

习和参考研究的文化事业机构；是人类知识的宝库和精神文明的窗
口；是重要的宣传教育阵地。仙居县图书馆事业从创立到发展经历

了一段不寻常的过程。她为勤劳、朴实、勇敢的仙居人民提供了丰

实的精神食粮，孕育出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建立了自己的丰
碑。而今，仙居县图书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改革大潮

的洗礼，新馆舍坚实大方、新颖壮观，藏书已激进到io万余册，这

给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学文化、攻科技、
增知识、长才干，创造了幽雅的环境和优越的条件，成了他们的良

师益友；为关心仙居建设和进步的人们提供优质服务。因此，深受

全县人民的青昧。

《仙居县图书馆志》编纂成册，给后人提供了我县图书馆发展

的翔实史料和考证的依据，这对今后加强和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建
设，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仙居县图书馆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县政府、省地文化主

管部门和县志办等有关单位的关心、支持，渗透着图书馆领导和全

馆同志的心血，特别是离休老干部顾荣乃同志膺任主笔，不辞艰

辛。借此，我代表仙居县文化局向所有为馆志修成间世而尽心尽力

的各界人士致谢!

徐 华 山

I 9 8 9年6月2 6日

。厂|’
／j



凡 例

一、本志分设县图书馆(县文化馆图书室)机构沿革、藏书建

设、读者工作、网络建设和业务培训等4章15节。前冠概述、大事

记，后殿附录，组成整体，以文为主，辅以附表和照片。

二、本志取事上限，除私人藏书楼从清代嘉庆年间开始，和

“民国时期仙居县公立图书馆”从民国十六年开始外，其余都从
1 9 4 9年7月仙居解放开始；下限到l 9 8 8年6月底止。

三、本志因县图书馆的历史仅l o余年，而县文化馆图书室的历

史有2 8年，所以机构沿草将图书室阶段也包括进去。

四、本志概述，以叙为主；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其余各章

节，只记事物，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五、本志的历史纪年，建国前用旧纪年、民国时期夹注公元纪

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的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

惯用语、词汇、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概用汉字；旧纪

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不单独立人物传，采取“叙事记人斗、 “以事系人’’

的方式加以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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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国时期，才有城关东门大夫第王逢钊家数代人和横溪小埠头村

李芳春家数代人重视购置和收藏图书，总数均逾万册，供家属和好
友研读。但也未向社会开放。 (附： 1、私人藏书楼简介)

现今的仙居县图书馆事业，系经历民国时期仙居县公立图书

馆、民众教育馆、建国后仙居县文化馆图书室和仙居县图书馆的历

史发展阶段，逐步形成金县公共、科技、学校、工会和机关图书室

组成的图书馆事业。

一、仙居县公立图书馆(民众教育馆)

民国十六年(1 9 2 7)城关水孔头村王施教以所捐助的5 0

元和田1亩为基金，创设书报阅览处，搜集图书，订购报纸、杂志，

以备民众阅览。同时，佥呈县政府进行社会捐募，并请派员筹设。

经县政府召开各界人士会议，商定设立仙居县公立图书馆，择定文

明楼为馆址。经费由县教育部门拨款补助。王施教任馆长，负责图

书征集、募款和修葺馆舍等事务。图书来源，接管安洲高等小学藏

书阁全部线装古籍，内有《十三经》、《二十四史》、苟子，管子、
韩非子等诸子著作和历代名家诗文集等，经、史，子，集计l O只

书箱。王施教还赴上海向仙居旅沪工商业者募书和募款购书2000余

，册，分藏6格l 2只书橱，并在每册书加盖捐助人姓名戳记。设备



书箱，还有长板桌1 0张、石板桌4张、会议桌1张、板凳

、方凳4只、椅1 0把和写字台等。报纸，有杭州《民国日

海门《椒江日报》，后增订上海《申报》；’杂志，有《东

》月刊。图书以押金和担保方式出借，报刊开放阅览。经

月县里拨给2 0元，用于馆长月薪8元，馆员1名月薪6

报费6元。后由王均化继任馆长。

固十八年八月，奉省令设立县立民众教育馆，县公立图书馆

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部，开展书报阅览。馆舍仍设在文明楼，只

楼中堂原有文昌帝君和魁星泥塑像，二楼的朱熹泥塑大像，概

，改用木牌位靠壁悬挂，以扩大馆舍场所。经费，每月由县里

元，用于馆长1人月薪1 8元，馆员1人月薪1 2元，工役1人月薪

事业费8元。省教育厅核委首任馆长张恂，馆员张钦才；民国

年张恂自动离职，由王志云继任，馆员张旭晤；民国二十四

育厅改派金飞任馆长；民国二十五年省派王士民继任馆长，

毓麟；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后，馆长由安洲小学校长朱镇山兼

月，继又改派县政府指导员叶永华兼代；民国二十七年王士

馆长。实际业务，基本上仍停留在书报阅览范围，对民众教

育、艺术等活动，仅开一个头。图书部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购

有文库》一套计l 0 0 0余种，其中正编分装2 0 0 0册，

装l 0册，书价5 7 0元，新购置2只书架藏列。旧藏图

照省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编号，并在书脊粘贴书

书采用开架自由取阅，外借由借书人缴纳保证金。报纸杂

日战争开始后，向各报社、杂志社请求赠阅，有报纸4种、

0多种。同时，接收县政府治虫陈列室 玻璃橱、药品、器

型、图表等，由民众教育馆开设陈列室，以供观览，向农民

治虫害知识。 ，

国二十七年，本省遭日寇侵略，县裁撤民众教育馆，改设流动

；并将图书部改设县立图书馆，接管民众教育馆一切财产、

图书、4设备。王士民仍任图书馆馆长。

国二十八年二月，奉令裁撤流动施教团，。陕复民众教育馆，．



以文庙为馆址。馆长郑春暄。同年八月，郑雨屏继任馆长。县立图
书馆并入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的一切图书、设备，也由文明楼搬移

到文庙。

民国三十四年底，民众教育馆馆长由徐仁彩继任。直到民国三

十八年七月，仙居解放前夕，全馆人员离职，图书散失。(附：2、

民国时期仙居县公立图书馆、民众教育馆负责人)

二、仙居县文化馆图书室

1949年9月，仙居县民众教育馆残存的线装古籍书1207册，书

橱等器具1 5件，保管在文庙，并筹设新馆。1950年8月，仙居县

人民文化馆成立。8月9日，又接收仙居县立初级中学《万有文

库》一套(少量残缺)，加上动员各界人士捐赠，增加了藏书数
量，馆址搬至文明楼，8月1 8日正式对外开放。

1 951年，图书增添较多，有藏书6500册、报纸8种、杂志2 1

种。确定专人管理，定时开放。4月1日，建立了凭证借书的制

度，发放借书证l 76本，至6月底，借阅图书437人次，阅览报刊3000

多人次。7月以后，建立了凭单位介绍信集体一次可借阅图书l 5

一一6 0册的制度。8月，图书室从文明楼迁回文庙。这年，在工

商联大门外和西门街司前设立阅报栏，让群众阅览《人民日报》、

《解放日报》、《浙江日报》。为配合农村扫盲、普及科学知识、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县人民文化馆还开展图书流动服务活动，在岭

下张、船山、杨府、石井等村举办图书展览，组织农村集体借阅图

书，提高图书流通率。
1 954年，县文化馆分别设立图书室、阅览室，规定每逢星期

二、三、四、五、六、日下午开放图书外借和报刊阅览，组织业余

图书服务员轮流管理。1 955年后，图书、杂志、报纸逐年增多，读

者随之增多，为改善图书管理和简便借阅手续，改过去登记借阅为

借书证借阅，当年发放借书证4 0 2本。1 958年，县文化馆图书室对

室藏新旧图书进行整理、分类编目，设置卡片橱，实行凭借书证用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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