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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获得的荣誉称号

一九八八年银川市

图书馆新馆舍落成

银川市玉皇阁。曾11次作为银川市图书馆馆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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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祖国大西北的银川市图书馆，在人员、资金都不

宽裕的情况下，毅然抽调专人，划拨专款，用了整整三年

时间，编纂完成了这部<银川市图书馆70年纪事>，无疑是

一重大举措，也是他们为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

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银川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东临黄河，西靠贺兰

山，土地肥沃，河渠纵横，自古以来就有“塞上江南”之美

称，历史上就是东西客商交汇之处。唐宋时此地被称为

怀远、兴州，西夏政权建立时，曾选此地为都城，改名为兴

庆府。明清以来城市又有发展，或称卫、称镇，或称府、称

道，或称宁夏，或称朔方o 1929年宁夏建省，此地定为省

会，其名称先为“宁夏省城”、“宁夏省垣”，直至1947年4

月18日，经当时的中央国民政府批准，才正式以“银川市”

定名o 一

银川市图书馆的历史确实可以追溯到大约70年前o

．1929年宁夏建省，近代图书馆也随之出现。1930年前后

!的“民众图书馆”、1934年的“宁夏省立图书馆”以及1948

年的“宁夏介寿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名称虽异，分别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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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建设厅或省教育厅，但实际上均可认作是银川市图书

馆的前身，因为上述几所图书馆的馆舍、设备、藏书、人员

虽然几经变迁，但大体都是延续使用的。直至1949年9

月银川解放，银川市军管会明令宣布将其更名为“宁夏省

立银川市人民图书馆”o

银川市图书馆的70年是极不平凡的70年，它不仅经

历了两个时代，而且几经更名、迁址、关闭、合并，也许正

因为如此，这部书的编写才更有意义，当然也更为困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拔乱反正，政通人和，改

革开放，经济发展，图书馆事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

局面。银川市图书馆正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以恢

复重建的。此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它们不仅重新兴

建了馆舍、充实了藏书、增加了编制，而且各项工作也都

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本书按照建置、沿革、机构、人员、藏

书建设、读者工作、业务辅导、规章制度等分章分节据实

记载了该馆的历史和现状，资料是翔实和可靠的。

图书馆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广泛收集、保存各种类

型的图书资料，这些资料中显然就应该包括图书馆本身

的各类资料。而遗憾的是银川市图书馆由于历史上的种

种原因，它的许多资料都已散失，有许多知情人和当事者

又分散全国各地，但编写组不畏寒署，走访数十人，行程

几千里。先后在银川、南京、兰州等地查阅了大量档案资

料，终于理清了脉络，形象地描绘出了该馆几十年的发展，

历程，忠实地记录了大量历史资料，这就为研究中国近代

图书馆史，为研究银川乃至宁夏的文化史、社会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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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书中还有些不尽完善之处，但

瑕不掩瑜。

笔者深信，本书的出版必将给图书馆界内外的朋友

以极大的启迪。温故知新，继往开来，为迎接新世纪的到

来更加奋力进取。是为序。
’

高树榆
1998年12月写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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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宁夏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在省城(即银川市)

诞生，从此结束了宁夏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历史。虽然较

之发达省份成立公共图书馆晚了十几年、甚至二十来年，

但它毕竟为宁夏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宁夏图书馆发展史上描了重重的一笔。这就是银川市

图书馆的前身——宁夏省立图书馆。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宁夏省立图书馆，到现在的银川

市图书馆，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和数次更名迁址，多次改

变隶属关系，但它对促进宁夏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丰富人

民群众文化生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它的发展历史，

更是我们不可忽略和忘记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决

定编写<银川市图书馆70年纪事>，旨在向广大关心和爱

护我馆的读者群展示银川市图书馆从1934年成立至今的

发展和演变过程。尽管它仅是一馆的发展历史，但对了

解宁夏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概貌不无较大参考价值。

本书记录了从1934年至1997年底银川市图书馆的

建置沿革i馆名馆舍的变迁，以及不同时期的机构设置、

人员编制和重大事件。对于和图书馆自身业务无关的活‘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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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及离馆人员的活动和任职情况则不予收录。本书的

纪事部分，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年、月、日排列，没有具体

日期的，按“是月”、“是年”记述，并用“△”符号区分多件

事情。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略古详今”，“重记叙，不重

议论”o强调地方性“志笔不能越境而书”，尽可能体现时

代特色，保证资料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对所记叙的事件，

都经反复考证，以求叙事有据。

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加之资料收集困难，书

稿中疏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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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置与沿革

本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在中国兴起。

清朝后期在废科举、办学校的同时，于1910年在北京设立

了京师图书馆。辛亥革命后，各省也逐渐设立了公共性

质的省立图书馆。

宁夏在清朝前期是甘肃的一个府，民国初为朔方道，

仍隶属甘肃，至1929年元月宁夏省制正式建立。因此，宁

夏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各省迟缓o 1930年，也就是

宁夏建省的第二年，中央政府教育部颁发了《图书馆规

程>，规定各省及特别市应设立图书馆。这个规定对新成

立的宁夏省的图书馆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不无促进作用。

其时的宁夏，虽然天灾战祸频繁，但当局也还提倡教育，

又由于“五四”运动后，各省除设立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

馆以外，一些机关团体和私人创办的图书馆也有所发展，

并形成了一种风气，而这种风气也传到了宁夏o 1930年

后，先后有省建设厅在省垣中山公园内创办的“民众图书

馆”、吕氏私人创办的“吕母图书馆”、宁夏省公安局主办

的“民众阅报社”，以及各学校办的图书馆如宁夏省立师

范的“兰江图书馆”等，都相继成立或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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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省教育厅鉴于本省图书馆事业落后，“向由机关

附设办理”，故在1933年拟筹办省立图书馆，并划拨了经

费，用以筹建，至1934年9月，宁夏省立图书馆成立，并由

教育厅职员义务筹备。此时由省教育厅制定了省立图书

馆章程及预算计划，经省府核准备案。预算中书籍购置

费有11896元，由省府拨给、地方摊集及各界募捐各占三

分之一。宁夏省立图书馆成立以后，即向各地征购图书，

同时，严格按教育厅制定的章程积极筹备。宁夏省立图

书馆创立的设想比较正规，按既定体制设馆长1人，承教

育厅之监督，指挥综理全馆事务，下设总务、图书2个部，

各部设主任1人，由馆长聘任。总务部下设文书股和庶

务股，图书部职掌采购、征集、保管图书、补辑装订、借阅、

收发、检查图书、整理、分类、编目以及编制阅览事项。各

部主任下设干事或职员若干人，总务主任由馆长兼任。

1935年初，宁夏省教育厅为使宁夏省立图书馆早日

建成，向民众开放，积极着手筹备。同时为扩大规模，决

定将“吕母图书馆”和建设厅“民众图书馆”并归于省立图

书馆，并于4月起聘任郑淑婉为宁夏省立图书馆馆长兼

总务主任。下设图书部主任1人、干事3人、书记2人，全

馆计7人。馆址设玉皇阁之上o 7月上旬，宁夏省立图书

馆经过积极筹备，已初具规模，遂正式向社会民众开放，

一时前往阅览者踊跃o ’

1936年，<宁夏省政府二十五年度行政计划>中曾提

到“本省省立图书馆之购置、编目、保管等不合图书馆学

之原理，拟须积极改进扩充，今后即宜增购书报杂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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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富有经验之人员，扩充经费，力加整顿，以期达于完

善”o可见当时宁夏省政府对省立图书馆还比较重视。

但由于宁夏省立图书馆自成立后，馆长更迭过于频繁，人

．员很少。从1935年4月郑淑婉任第一任馆长开始，到

1946年4月的11年中，馆长之职就先后由郑淑婉、王宗

杰、金文焕、张敏、栾荫、曹书春、丁友仁、崔文杰、焦凤鸣、

薛恭五、崔炳炎、潘俊、米良普等13人担任。任职时间最

长的3年3个月，最短的仅4个月，其中1939年一年之中

就换了三任馆长。领导人的频繁更换，对宁夏省立图书

馆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影响。建馆伊始，全馆有职员7人，

。而到了当年年底减为3人。之后在1943年曾一度增为5

人，但很快又减为2人，一直到1949年9月宁夏解放。

1941年6月因宁夏省立图书馆馆址玉皇阁年久失

修，当局决定重新修葺，另一方面，也为了方便市民的阅

览，故将宁夏省立图书馆自玉皇阁搬迁到省政府对门(今

银川市解放西街宁夏外文书店西侧)，共有房屋12间、场

地7分。

1946年，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为蒋介石祝寿，“庆

祝元首六旬华诞”，在全省发起所谓“献金祝寿”运动，至

年底，党、政、军、绅、商、学等各界共捐款1．4亿元，并于

．1947年元月的宁夏省第三次全省行政会议上决定，将全

部捐款拨作在银川市中心区改建“介寿图书馆”，地址在

省垣中正西街(今市群艺馆址)，1947年4月，成立了介寿

图书馆筹建委员会，负责筹建和向社会募捐并征集图书。

筹委会成员有：肖祖荫、周佰锃、柴成霖、黄光贫、赵熙、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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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国、张丕俊、杨作荣、石生琦等。介寿图书馆馆舍于

1947年5月初动工，经过半年多的修建，于12月顺利竣

工。该馆舍系宁夏省立图书馆和宁夏省立实验民众教育

馆混合馆舍，正式定名为“宁夏介寿图书馆”o馆舍布局

为中国传统建筑“四合院”式，共计房屋50间，馆内设有藏

书库4所，科学仪器、标本模型陈列室1所，乡土文物陈列

室1所，阅览室2所，游艺室1所，馆大门外门楣上方，镌

刻着由马鸿逵题写的馆名。1948年2月15日，宁夏介寿

图书馆举行落成开幕典礼，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及各

界要员参加了开幕庆典。至此，宁夏省立图书馆遂改建

成为宁夏介寿图书馆。

由于宁夏介寿图书馆系宁夏省立图书馆和宁夏省立

实验民众教育馆的合称，故当时社会、新闻媒体乃至一些

政府部门对其称谓存在混乱状态，有称介寿图书馆的，也

有称宁夏省立图书馆或宁夏民众教育馆的，这种称谓上

的混乱状态一直持续到宁夏解放。

1949年9月，宁夏和平解放。9月23日解放军进驻

银川的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通知介寿图书

馆负责人：保护财产安全，留住馆员，待命接受军管。9月

26日，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李中、赵怀玉为军代表，

负责接收宁夏介寿图书馆，并在全体馆员会议上宣读了

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将原宁夏介寿图书馆(即

省立图书馆)改为“宁夏省立银川市人民图书馆”，将原宁

夏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改为“宁夏省立银川市人民教育

馆”o自即日起两馆人员及所有财产等由银川市军事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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