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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编者的话

《首都图书馆辖支》与大家见面丁，也是《北京文化，文资料

选集》中的一本专辑。

《是忆京文化，支资精选辑》是北京市文化党支的重妥内容，由

重大题材、多倒萄选编成各类专辑。

党支工作是党均思怒政治工作带重妥组成部分，总结和研究

党的历支，充分发挥党支的资政，存支和育人的作屑，是一件势

在必行并具有深远历支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顿导丁，北京市的立化事业有 j ，f在

大发展，遥步形成丁一支拥有多 i丁艺术品种，众多优秀立化，艺术

人才的文化艺术队伍。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艺、部

结和教育人民、鼓励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促进犀际文

化交琉等方岳友挥 7 重妥作用。

为丁以支为鉴、以支育人，根据文化部党支资择征集工作委

真会、市委党支研究室对党支工作提出的妥求，结合文化率统的

实际，市文化局先后于1991年 8 月和1994年 2 月l-'X局党组名义向

局属各有关单位发出《中共北京市文化局党组关于征集局属各单

位"单位文"萄通知》和《补充逗知>> ，对必单位文纱的撬写提

出丁具体的妥求。此项工作的提出，得到文化，部、市委宣传部、

常委党支研究室等主级领导部门的肯定和支持。

只4年来，局属各有关单位党政领导十分重视、支持这项工

作，精心组织、积极安排。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更是什出 7 大量

的心血和劳动。他们召开庭谈会、采访历届有关领导和同志、查

阅丁大量的趋案资料，在盈费紧张、人手短缺、档案资料匮乏等



一拿到困难条件下，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使命感顽强地工作并

取得 7 显著成绩。予计远期可全部完成初稿，并将陆续出成专

辑。

总之，我们的初哀是也通过编写"单位支"为后人留下一笔

珍贵的历文资择，既可存文又可育人，并反映市文化局成立以

来，在党的领导下，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发展变化的状况，从中

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和失敢锦教训，约党在今后制定新时期的文艺

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借鉴。

由于有的文择不够全面，加之人员调动、机构变迁等因素，

定会存在许多属润和问题，敬请各级领导、文化艺术界的老领

导、老同志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北京市文化局党支资耕征集舟公室

1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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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图书馆是我国最早建立的省〈市〉级公共图书馆，它经

历了我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因此，整理出

版首都图书馆馆史不仅可以了解u首圈"自身的发展历程，也可以

从一个侧面反挟各个相关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人物的

历史面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所幸"首圈"历史档案资料比较

完整，在北京市文化局党史办的支持下，我馆采取专业与业余相

结合、老中青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在详细占有资

料的基础上，(d.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力求使馆主编得真实、完

整、立类确当、使用方便。经过凡年的努力，由杨善政、石恩

光、韩朴、向东、刘立河、常林等人主稿，冯秉文等同志大力胁

助，终于使"首图"馆史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很高兴完成了这一

历史怪的编辑工作，但由于缺乏经验和组织方噩的一些原因，缺

点和疏漏也在所难免，请同志多提意见，以便补正。

全沛霖于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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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事业概况

〈一) 1913---1948年的概况

、初建时期 (1913---1927年〉

1.京 ÿ市医书分锥之建立

1912年 8 月教育部在京拥建立京师图书馆后，困馆蛙锦僻，

交通不便，读者霹廖无凡，菜之黠温严重不宜藏书等园，馆务难

于继续，应另觅结址，又不易一时奏效。曾于1912年 8 另 18日呈

报京师围书馆开馆事宜中，自教育部提出，建设京都地区图书

馆，应有全面规划的建议，文称z 现设之"京姆图书馆实属研究

图书馆之范围，只足资学坷家之便，益拟先於正雨，宣武二门适中

之地设一分信，略仿欧美通俗器书馆之制"(注z 见《北京图书馆

馆史资料汇编>> 33........34页)0 1913年 2 月 2 臼京黯圈书馆在呈教育

部文中又称"今于琉璃厂西门外前青厂地方租妥民房一所，地

势最为相宜，革房i闰赂少，然规划一切尚属敷用，现在筹备开信事

宜"并请发开办经费〈鬼;<<北京图书信情史资料汇编>>44-45页〉。

教育部接受建议于1913年 2 月 19日以上海中国图书有限公司股票

利息2290元为分馆开办经费，拨交京师图书馆管理。教育部报金

事关维震为筹办分馆的负责人，先租妥前青厂武阳会信夹道民房

一所计18闰为馆舍F 又从京蹄菌书信，教育部匪书室及国子监南

学之复本中，挑选学者必须浏览之普及书籍为主，又购置部分新

书，共计两千种，两万余册〈卷〉为藏书F 为节约开支从京师图

书馆借调部分职员，均兼职不开支，新任职员 2 人F 添置家俱设

备，维修房舍进行布置s 制订京部图书分馆办事规则和阅览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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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章程。于1913年 e 月试行开键，供众阅览，但阅览均须先购

券。待同年 8 另一切工作就结，为扩大影嘀又举行开情典礼，此

为京师图书分馆之始。

京师图书分馆是教育部的直属单位。 1914年 1 月教育部总长

指摄关维震为"分馆n主任，职员的任免均由教育部管理。教育部发

给"京师图书分馆"铃记一枚，对外独立行文。 1913年部挝准经

费 380 元t 1914年增为月经费 500 元，并建立完整的会计制度。

凡是公共图书馆的经费〈含京如通俗图书馆，中央公园图书阅览

所) ，均由教育部审批，确定金额后，将款项全数拨交京师图书

信代管代发，教育部不直接办理领取手续，此项制度延续至1920

年，才改为各馆直接到部领取。

京师图书分馆〈以下简称"分馆")开馆不久，于周年10月京师

图书馆停办，准备另觅馆舍，全部图书查点封存，奉部令一切馆务

移至分馆，由"分馆"代办，至1917年 1 另京师图书馆在方家胡同

新馆舍开馆，代管工作才结束。这几年"分馆"业务任务甚是繁重。

"分馆"系租用民房为馆舍，曾嚣故多次迁移。 1914年 6 月开馆

仅一年，郎自前青厂武陆会信夹道迁至承光寺街 1 号，叉子1916

年 3 丑迁至香炉营四条西口洋楼一所计22ì间，约 330m2 为馆舍。
由于馆舍扩大，增设新闻阅览室和杂志阅览室，各项业务工作均

得到一定发展。到1924年因经费欠去，托欠房超过多，无力支

付，兼之房主索要住房，只得于1924年 7 月迁至京师通俗图书馆

院内，两结同居一处，分别办公，分别阅茧，各项业务工作又有

收结。这一时期"分键"主任多次更换，关维震、钱稻孙、常国宪、

王主溪先后任职。职工人数自1913年开信时 8 人〈职员 5 人、工

友 3 人) ，增至15人〈职员11人，工友 4 人〉。月经费 500 元，

10多年没有变铭。接待读者人数自1914年日均阅览 5'-6 人次，

至1919年增至日均65.6 人次，至1925 年又减为日均拥览 42.4 人

次。藏书由1913年22456册至1922年增为35058册，增5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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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京师通俗图书馆之建立

教育部在建立京路图书分馆的同时，还在筹划建一所以通俗

为宗旨的图书倍。此馆自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负责承办，社会教育

司的第二科〈后改为一科〉是国书信事业的主管释，科长是鲁迅

先生，因此，鲁迅先生是京师通俗图书馆的主要筹办人。教育部

于1913年 8 月拨款2400元为创办费，觅型i宣内大街民房一所计21

间为馆舍。弘教育部图书室和京师图书馆的通俗读物和新购置的

通俗读物约一万多册为藏书， I面时委11民科长徐捧贞，主事王圣漠

负责经营，并报数名部员到馆兼职，于同年10月 21 日成立，举行

开馆典礼，同时开信阅览，鲁迅先生还亲临指导。(觅《鲁迅目

i己)> ) 

1914年又在馆的后院，程得民房一所计12间〈院落较大). , 

增设儿童阔览室和体育场。开馆的第 3 年(1915年) ，教育部才

正式任命王圣误为主任。

京拥通俗图书键是教育部直接管理的单位，是创办通榕菌书

馆的试点馆，能是我国较早的一个公共图书信，以普及文化为广

大群众服务为目的。通俗图书馆的特点有四z ①以通陪读物、民

俗文学、戏曲小说为主要藏书E ②设大众阅览室外，还设儿童阔

览室和公众体育场F ③以广大群众和少年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

④阅览书刊不收分文。由于办信方向正确，各项理务设量合理和

处培要冲等园，开馆后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迹，读者人数甚多，实

有拥挤之患，接待不暇之势。根据开馆后第 2 年(1914) 的统

计，日均接待620人次，_ 1919年日均阔览增到895人次。对一个藏

书商万册，职员 5-6人，随览崖位仅有lOO多席的小型图书馆来

说，工作强度达到何等程度了

由王圣漠、朱额锐、黄中挡先后任通俗图书馆主任。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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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13年开馆时 7 人〈职员 5 人，工友 2 人) ，增至15人〈职员

11人，工友 4 人〉。开馆时批准另经费500元，后增至700元。京

部通俗国书馆于 1926 年改名为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在lO多年

中，各项工作均呈上升趋势，己逐步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又有

特色的中型国书馆了。该馆收藏的戏曲小说.类图书有一千多种，

是全市之冠〈当时超过京师图书馆) ，鲁迅先生在撰写《中匮小

说史路》一书时，曾多次到信查阅目录和借阅图书〈见《鲁迅B

t己>> )。

3. 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之建立

1916年 9 月 21 日教育部咨内务部，拟就中央公园附注通俗图

书馆及教育博物馆，文中称"各国通倒，垣于公园中附设图书

馆，教育博物健等，使一般国民于藏修息游之际，无形自然之

中，得增选其常识，摇养其性情，所谓不召而来，无言哥哥化之国

民教育"， "本董事有鉴于此，拟就园中社理坛大殿二重附设通俗

图书馆及教育博物馆"0 (全文晃《教育公报》第三年第11期〉。

此后经鲁迅先生与内务部、中央公园等处数次浩离，多方努力，

确定在中央公自桂理坛大殿后的二重殿 5大间和平房 7 (1母为馆

舍。部援主事、京师通俗图书键主任王圣读来馆任主任，调拨京

师图书馆、京师图书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和教育部图书室等处

所藏之复本和社会各界捐赠之图书4500余种〈部〉为藏书，调摄

7 人为职员，参黯京师通俗围书馆的章程，制定各项规则，积极

进行各项筹备工作。由于各方条件的制约，设立一所正式"通俗嚣

书馆"的计划未能如愿，暂定名为"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

槐为公园内附设场所。于1始91η7年 8 月 2组18 筹备就绪，举行典礼，

同时对外开放阔览。鲁迅先生赤亲临指导〈见《鲁迅日记>>)。

1925年 2 月王圣嚣词任京师匪书分馆，部深主事戴克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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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职工在13-15人左右，自均阔览 60-150 人，由于设在公

园内，换旺季节游人的多少与图书馆人次多少关系密切，国进园

须购入居券，对来馆阅览的读者甚为不便，虽按月发给免费入国

券，但广大群众仍受人园券的限制。为解决读者来铺路览的不

便，子1922年11足开始办理外倍业务，凡欲外借噩书者，须按照

原书定价交纳保证金，还书时将款退回，不另收费。印有借书规

则寄往各机关单位，也可在出纳台前索取，此项工作很受读者欢

迎。历年馆藏书干过均有增加，其中购置的、捐赠的书刊各占半

数，截止 1921 年统计藏书 6368种〈部) ， 33192 跚〈其中日籍

972部， 17442册z 新籍5396种， 15750册) ，杂志200余种，报纸

42种。(觅: <<该馆民国 10 年年终报告>> ) 虽名为"图书阅览

所月，实际上己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普通图书馆了。经教育部批

准，于1925年12月改名为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注z 先于京师

第一、二普通图书馆〉。

自 1924年 7 月京师留书分馆和京师通俗围书馆两馆暂居一

段分别办公，分别开馆以来，甚为不窗，兼之房舍狭小，无法开

展工作，实有另觅馆址之必要。经查得宣内头发胡民22号前翰林

院讲习馆i日址，官房一历计61间空闲未用，呈准教育部于1924年

12月拨给两馆为馆舍。两馆于1925年韧迂人，从此两馆有了稳定

的馆舍。

为突出三馆均是"普通"桂质的图书信，教育部于1926年10

月提出阁议，将原京师图书分信改名为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原:

京师通俗图书馆改名为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锚，原中央公园图书阔

览所改名为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该馆己于1925年12月改此名〉。

至1927年 7 月教育部为撵节开支及两馆在一挠，业务工作重叠和

办公不便等国，又令京贿第一、二普适图书馆合并，改名为京师

第一普遥图书馆，原京~甫第三普通图书馆改名为京师第二普通图

书馆。 1922年后财政更为困璀，月经费时有欠发，到1926年已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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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持原额。 1927年要求各图书馆压缩经费，裁减人员，收结业

务。京师第一、二普通图书馆合并后，月经费由1200元〈原"一

普n月经费500元，原"二蕾"另经费700元〉减为月经费500元，

但实际每月仅发给 240 元。此时的图书结己处于维持状态。

以上三馆均是在鲁迅先生亲自主持和筹划下建立的，鲁迅是

三个馆的总创始人。这三个馆不同于以研究为目的的京郊图书馆，

也不同于教育部在各省建立的省级围书健。此三馆的共需特点是

以普及文化知识为宗旨的通俗图书馆，但又各有特色。原因书分馆

以经史子集的线装i日籍为主，并备有英文杂志，京京据通恪图书

馆以民俗文学、戏曲小说为主，并购置大量新平装书和儿童读

物z 震中央公理图书阔览所多为线装手装的普及读物，以供游览

人所需。从1913年 6 月京师图书分馆建立至1926年的13年中，虽

然时局动荡、财政不莉，由于鲁迅先生呕心沥血，多方奔走，苦

，心经营，使三个指均得到一定的发展和提高。据1925年统计，合

计藏书近10万琦，职工增到40余人，合计后经费1700元左右，年

均增加书刊 6-7 千册，月均阔览一千多人次。在规章制度、藏

书整理、吕录组织等方面均有了一定基础，使新兴的普通图书馆

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北平特别市管辖时期 (1928--1937年〉

北伐革命后国民政府接收北京，玫京师为北平特别市。北平

战地政务委员会于1928年 6 月 30日报员到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接

收， 7 月 18日大学院特派员办公处又派员接收，均封存文件、自

录，嘱仍照日常供众阅览。在 6 ---10J.)接交摆阔，因理书键的归

属未，寇，经费欠发甚多，京师第一普通理书馆主任王圣漠辞职，

由职员社瑞华等 5 人暂行维持〈其他职员均辞退) ，大学院办公

处仅发维持费50元，以教燃眉之急，尚不足 5 人工资的半数〈注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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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月工资为140元〉。杜瑞华等 5 人多次上书， "职等持鹿从

公，现已饥寒交迫，无法再行维持，请这示办法"1 (见zu一普"

杜瑞华等 5 人1928年 9 月 1813及10月 31 日呈大学院发文〉。

1928年11月大学院公函: "前属教育部管辖的京师第一、二

普通图书馆移交北平特别市政府管辖。前京师第一普通噩书馆更

名为北王在特别市市立第一普通图书信，前京师第二普通嚣书馆更

名为北平特别市革命图书馆'气 〈鬼z 大学院档案处1928年11月

文〉。北平特别市政府于同年11月 21 日委振王槌兼先北平特别市

革命图书馆馆长， 11另 2313 委派罗静轩〈女〉允任北平特别市市

立第一普通图书馆馆长。两结长均于当日到馆就职，办理接管事

项，并启用新锈记，两馆积极筹备复错。革命图书馆于1929年 3

月 31 日开馆阅览。北平特到市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以下简称"一

普" )于 3 月 24 日开信阔览。周年 7 月 1313 奉市政府令，北平特

到市革命图书馆改名为北平特别市中山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山

煌" ) ，任命郭耀宗为馆长。 1930年 6 月北平特黠市改隶河北省

政府管辖，改名北平市，因此两辖的馆名均去掉"特别"二字，

改为北平市市立第一普通圈书馆和北平市中山图书馆。

两馆:JC1j归北平特那市教育局管辖后的一段时间内，经费和业

务工作均有好转。"一普"在结长罗静轩的领导下，对馆务进行

了较大的整顿，摘要于下z

1.经上级揽准，确寇"一苦"是兼具通能及参考性盾的图

书馆z

2. J3经费增至1240元，每月有了国寇的购书费300多元，馆

内设"购置图书委员会"，全馆有计嚣的统一购书。

3. 机构整顿=馆长下设总务、图书两科，每科设主任 1

人。总务科分设文牍、会计、庶务三课〈段)图书科分设目

录、皮藏两课〈股) 0 (1 931'年又改为事务、图书、出纳三科〉。

4. 增加服务设置在原有公众阅览室(大提览室〉、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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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室、新闻阅览室外，又增设妇女阅览室，党义研究室，共有

阅览室 5 处s

5. 从新分编全部藏书z 原一、二普通图书馆合并后，共有

藏书一万余种，五万多册， I每未清点分辘，经请专款，集中人

力，用→年半的时间，对全部藏书进行整编，从新分类、编自、

登远、制片。 i日书〈线接书〉仍用"四库分类岳飞原新书按27

大类分编，不合图书键的通例，改用"杜定友民图书分类法"。

4一普"曾把1929年 3 月 24 吕定为建馆纪念 8 ，于1930年 3 月

24日曾举办建信一周年庆祝会。馆内停馆一天开会庆祝，并将一

年来所进仔之主要工作编成纪念刊一册，公告予众〈此币j现存北

京地方文献部〉旱。同时，北平图书馆协会的1930年第二次常会来

馆召开，进行专题讨论和学术报告，并参加纪念会，以资祝贺。

1931年10月罗静轩辞职，局派李士渠为馆长。 1933年 8 月李

士渠辞职，局报吕孝信〈女〉为情长。李、吕任职期间，馆的建

设和业务工作等方面没有发展，处于一般状态。

1935年 7 月吕孝信辞职后，市政府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借调李

文祷来馆任馆长，李到馆后勤于业务，经营得力，两年多来各项

业务工作有所进展，兹摘要于下z

1.调整组织机构z 馆长下设事务部、文书、会计、庶务三

组F 理书部分选购、登记、编吕三组事阅览部分出纳、典藏、统

计三组。还曾设立过儿童部。

2. 请专款修缮阅览室，更换新式阅览桌椅和书架，修饰藏

书库，使阅览室、书库符合现代蜀书馆的要求。曾刷全部房舍健

全馆面貌焕然一新。

3. 举办个人外倍业务，制定《北平市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

借书暂衍章程>> 22条，铅印后发至各机关学校，并置出纳台前供

读者索取，广为宣传。-

4. 举办巡回留书工作，制在《北平市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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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图书实施办法>>，增置巡回图书车，增置巡回图书籍24个，向全

市的18个阅书报处巡回图书，借期一个月，定期巡回，按月统计

阅宜人次、茄次报馅，汇总操局。并邀请各饲书报娃的管理员开

会，共同商讨加强巡回借书和相互协作等事宜。使全市读者在揭

书报处即可以阅览"一苦"的书刊，此项工作深受各路书报处和

广大读者的欢迎，曾是此时期的重点工作。

5. 呈准市社会局， 拨给己停办的民众图书馆在东铁臣葫

同的全部馆舍，开设专一的儿童阔宽室，增设儿童部，使儿童工

作得到发展。并担i订《北平市市立第一通普图书馆儿童读书会简

章>> ，增强儿童的阅读辑异工作。

6. 编fll全部藏书的总吕录。编印介绍"一普"的《图书错

概况》和《图书馆阅览指南>> ，向广大读者发放，以备读者查酶

图书。

7. 广泛征集全国各机关的出版物，及各省市的 B 振期刊

等。 1935年 7 月 --1936年 6 丑接受捐赔书刊1569种， 4862册，占

白期全部增加书刊的56%强。

8. 在本市广播电台，播送读书指导，每周一次。

9. t宫内成立"刊物编辑委员会"和必图书馆学术研究会霄，

开展有关图书馆资料的编辑工作和学术研究。

据"一普" 1936年统计，全馆有职工28人，其中职员20人，

工友 8 人，在职员中大、中专文化程度的占40% (见z 码职工名

册" )。藏书达到86237珊〈其中z 外文书 2347 册〉。设有公众

阔览室、新自阅览室、儿童阅览室，附设外借处和民众闰字、 i可

事处。设巡屈因书阔览18处。平均日阅览657人次〈不含巡回揭

览人次〉。此时期"一苦'声在组织建设，业务建设，人员建设等

方面都有发展，各项工作井井有条，是"一普"历史上的兴盛时

期。

设在公园内的中山馆，由于经费，人员，戴书等项规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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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又地处公园内，受人门须购券的摄制，馆长又多是市府秘书

兼代，各项工作处于维持B 常开馆，无大的发展。只是藏书有所

增加，根据1936年统计，藏书达到10113种， 47292册，较1921年

分别增加58.8%和42.5%.

三、北平沦路时期 (1937.8~1945.8)

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后， 8 月北平论蹈，被日军占

领。日伪于1938年1月成立"伪北京特别市公署"，因隶属机关名

称改变，原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信改名为北京特别市公署第一

普通图书馆〈注z 以下仍简称"一普吵z 原北平市中山图书馆改

名为北京特别市公署通俗图书馆〈注z 以下简稼通俗信〉。仍由

李文捷、崔麟台分任馆长。

1942年 9 月"一普"馆长李文挎辞职，任命何其苦为馆长。

1943年 4 月何其哲辞职，任命程明为馆长，程困在自盗卖信藏ffl

报刊，经人告密，被拘后病死在数中。 1944年 9 月任命汪勃为结

长。汪为一佛教徒居士，来馆后不理馆务，多交主任张廷志代

办。由于多次更换信长，工作人员调换频繁，多数人任职不足二

年，藏书革有 6--7 万册，国经费支结，基本上无钱购置新

书。原来建立的图书巡回工作和强立设置的儿童部等重点工作，

均在1942年后关闭。馆内设置的"购置医书委员会'人"刊物编

辑委员会押、 u图书馆学术研究会"等学术组织，也全部捧办和解

散了。

1939年李文椅任馆长期间，曾被人告密，谓"一普"内藏有

大批抗 a 书刊，曾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搜查，李也曾因此被指留。

李释放后， 运将大量进步书刊烧毁，埋藏， 1935........1937.7 所藏

的报纸、 期刊， 几乎被毁一空。 被迫对大量书尹j进行"清理审

查P 后，其继续揭览者均需加盖三位主任〈朱英、吕益、龚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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