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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小學教科書典藏機構參訪紀要 
 
王立心、林沛潔 

進行中小學教科書歷史或內容研究，第一手的教科書文本必不可

少，目前兩岸及港澳中小學教科書典藏分屬不同機構或圖書館，並各有

其特色與發展重點。本文為筆者於 2016 年 3 月及 11 月參訪北京首都師

範大學教科書博物館、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之報導，

研究團隊為執行科技部「百年來中學歷史教科書國族想像的勾勒」研究

計畫（甄曉蘭教授主持），於北京移地研究蒐集相關教科書史料文件，

並與相關人員交流討論所得，以下簡要介紹其藏書特色，以饗讀者。 

壹、首都師範大學教科書博物館（籌） 

位於首都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之教科書博物館（籌），典藏自清末以

來各類中小學教科書 3 萬餘冊，為該校石鷗教授個人多年的收藏，純粹

為學術研究而開放，近年來以教科書為基礎發展出多樣的研究課題。石

教授於湖南師範大學任教時，即關注中小學教科書在教育上的影響力，

也開始在各地舊書市場蒐集老課本，成就了今日教科書博物館的豐富典

藏。有此一說，舊書商無人不知石教授的名號，並開始重視老課本的市

場價值，也讓石教授感嘆現在是買得起老課本的人不會做研究，想做研

究的人則已買不起老課本了。 

教科書博物館內最具特色者，典藏了中共革命根據地教科書、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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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教科書，華北及東北的偽滿、偽蒙政府教科書等，相當完整齊

全，也是其他收藏單位罕見的，其它還包括女子教科書、鄉土教科書等

等系列，這麼豐富的一手文獻，要透過學術研究的闡釋，才能理解這些

教科書中在當時產生的作用、意義與價值。目前，由石教授所主持之研

究團隊整理藏書，同時進行相關課題的研究，並陸續出版相關成果，譬

如《百年中國教科書圖說》、《中國近現代教科書史》、《中國教科書發展

史叢書》、《新中國中小學教科書圖文史》等；此外，也發行《教科書評

論》以集結教科書研究領域的相關研究，題材與內容都有相當參考價值。 

在學術研究與出版之外，首都師範大學每年舉辦海峽兩岸及港澳地

區教科書高峰論壇，也辦理教科書展等活動，如配合對日抗戰 70 年舉

辦的「烽火教科書」專題展，以及為中國共產黨成立 95 周年所辦理的

「革命根據地教科書展」等，別具特色。 

首都師範大學已規劃擴大教科書博物館的展示與研究空間，使珍貴

的教科書能有更好的條件存放與展示，並進行學術研究。石鷗教授也期

待有更多研究者投入此一領域的研究，讓教科書的精神內涵重現、風華

再生。目前研究人員可由教科書博物館（籌）官網（http://www.textbook 

museum.cn/）查詢相關活動訊息，如果有參訪或研究需求，也可透過電

話或電子郵件先行聯繫預約。 

貳、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於 1950 年，以研究、編輯及出版基礎教育教科

書為其重點特色，也因此典藏相當完整的教科書史料與文獻，該社位於

中關村南大街的現代辦公大樓，設有圖書館及陳列館，蒐藏及展示自清

末至今的中小學教科書，並已進行數位化，其他亦包括各類教材研究用

書、各國教科書以及其他出版社所發行的教科書等，藏書量相當豐富。 

該社的「中國百年中小學教科書陳列館」是以編年的方式，展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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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以來各時期教科書的演進，從傳統啟蒙讀本到現今多元化的教科書，

展現不同時代脈絡下的教科書樣貌。譬如清末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全

書》，即為西學東漸之時融合新世代與傳統知識的學堂用書；而民國時

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系列教科書》彩畫精緻，天然墨彩經百年而

不減，其他還有上海會文學社，出版啟蒙女性的《女子教科書》，內容

以修身與國文為主。此時如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局等也相繼

成立，開啟教科書發展的黃金時期；另外如抗戰時期各地區政府與占領

地發行的教科書，以及如視障教科用書、蒙文、維吾爾文及華僑教科書

等，都呈現教科書的不同風貌。 

有這樣豐富的教材研究資源，以及實務的編輯出版業務為基礎，人

民教育出版社的課程科研部門也負有盛名，該社出版《課程•教材•教

法》為中國大陸該領域權威期刊，近年進行「中國百年教科書整理與研

究」並於 2016 年發布成果，後續也規劃建立教材資料庫。研究人員如需

使用該社圖書館館藏，可由在學或任職單位出具公函，說明研究計畫與

需求，經同意後該社同仁會代為搜尋與複印部分教科書內容。 

參、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北京師範大學前身為京師大學堂，其圖書館亦歷史悠久，雖經歷幾

次的併校與戰亂，仍保存許多珍貴教科書與善本。圖書館也已陸續將這

些資料建置為數位資料庫，並可自圖書館網頁查得，如「民國圖書全文

庫」、「中文珍稀期刊題錄庫」、「線裝方志書目資料庫」、「50 年來整理出

版清代詩文集書目」等，以及與中小學教材相關的「解放前師範學校及

中小學教科書全文庫」，即 1949 年前中小學教科書的數位資料庫。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的「解放前師範學校及中小學教科書全文

庫」，已完成清末到 1949 年前教科書共約 3,000 多件資料之數位化，從

幼稚園、小學、初級、高級中學乃至師範學校，收藏包括各科目的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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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教材、參考書、課程標準內容。資料庫以課程標準與學年級分類，

並能夠從各種關鍵字檢索，例如題名、作者、出版社等搜尋相關資訊。

數位化資料庫的優點在於不破壞教科書善本，搜尋資料便利且方便讀者

查閱與使用，但僅限圖書館內電腦下載或列印，或經館際合作申請文件

傳遞；另外，該校圖書館亦設有基礎教育教材陳列展示區，展出學堂章

程、童蒙教材及不同特色的中小學教科書。 

肆、心得與展望 

首都師範大學教科書圖書館（籌）、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圖書館與「中

國百年中小學教科書陳列館」，以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的數位資料庫

展示，各自有其特色與徵集重點，實為教科書研究者不可多得的寶庫。

然而，為使教科書研究資源完整充實，為教科書研究打好第一手文獻的

基礎，本文提出心得與未來展望如下： 

一、館際合作互補 

基於不同的歷史沿革或蒐藏旨趣，各典藏機構的中小學教科書圖書

館有所異同，而資料流通也受限於各館的經費人力，無法完全開放對

外。在上海辭書出版社王有朋館長的努力下，兩岸 17 所圖書館曾合編

《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總目》（2010），現今數位技術發達，可就此基

礎建立線上公共目錄，互補缺漏，也方便研究者查考書目，進行研究。 

二、建置數位典藏庫 

部分中小學教科書的紙質、裝訂及保存條件不佳，酸化蟲蛀情形嚴

重，又因為天候及空間改善不易，重要文物消逝的速度極快。因此，各

典藏機構應爭取經費進行教科書的掃描與數位化，若能進一步將圖文區

別及進行字元辨識，有系統的納入語料庫分析，或能使教科書的研究能

有新的進展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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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首都師範大學教科書博物館石鷗教授與其珍稀藏書合影 

圖 2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國百年中小學教科書陳列館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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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及研究團隊北京之行，承蒙首都師範大學石鷗教授、張增田院

長、張文博士，人民教育出版社張廷凱老師、任長松老師、劉翠航老師、

陳兵老師、李莉老師，以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弓建華副館長、劉蘭老

師等師長提供協助，特此致謝。

圖 3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展出清末學堂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