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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娟

长春图书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老馆，它是由 1910 年"南满铁道株

式会社"创办的"长春图书阅览场" (后发展为"满铁长春图书馆")与

1928 年由中华民国筹建长春市政时创办的一所图书馆(名为"长春市

公立图书馆勺，于 1937 年日本撤消在东北的治外法权后，两馆合并而

成。从此， 1910 年创办的图书馆便成为"总馆"， 1928 年创办的图书馆

便为隶属于"总馆"之下的"分馆"。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曾一度合

并，又分开，一直持续至解放后的 1953 年"分馆"全部并入"总馆"，

发展至今。目前，长春图书馆的馆舍变迁，藏书建设等都是在此基础上

演变发展的。由此可见，长春图书馆的历史渊源应追溯至 1910 年。为

了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让读者和同仁了解长春图书馆的历史，我们

编写了这部《大事记》。

这部《大事记》是从 1910 年 11 月 3 日写起，一直记载到 1995 年

12 月，共八十五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时期，从长春图书馆馆舍的变

迁，尤其建国后，机构的沿革、经费的增长、编制的扩大、功能的延伸、

自动化的建设、对外交流的开展等几条主线，记载了长春图书馆的历史

发展和翻天覆地的变化 o <<大事记》共分为五个时期， np: "满铁时期的

长春图书馆"、"长春市公立图书馆时期"、"满铁长春图书馆与长春市公

立图书馆合并时期"、"长春解放时期的长春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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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图书馆"。

《大事记》的资料来摞:解放前的资料，是来源于伪满洲国时期的

历史文献、报刊和有关档案资料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如访谈记录。解放

后的资料，主要来摞于图书馆的业务档案、工作活动记录、各年度的工

作总结等。因此，所编列的条目是较为准确、可靠的。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按历史时序分条编写。条目中月、日不详

的，一般排在该年、月最后，用"同年"、"同月"字样表示。为全面突

出长春图书馆的馆舍面积的变化、 藏书的增长、馆长的变更，经费的增

加、编制的扩大，后附一览表等辅助资料。

由于长春图书馆的历史悠久，社会制度几经变化，难免资料不全，

特别是解放前的资料很难克全，故疏漏的史实在所难免，加之编者水平

有限，望读者和同仁予以批评指正。

1996 年 l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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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图书馆简史

长春图书馆简史

刘慧娟

-、长春图书馆的历史渊源

长春图书馆是一个历史较长的老馆，它的前身是于 1937

年日本撤消在东北的治外法权后，由"满铁新京图书馆" (下

简称满铁馆〉与"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 (下简称新京馆〉合

并而成。满铁馆是于 1910 年由日本人创立的，建于"附属

地"内，即日本人居住的地方。新京馆创立于 1928 年，是由

中国人创立的。由此对于长春图书馆的建馆时间产生了不同

的看法。一是认为建于 1928 年〈见《长春地区公共图书馆事

业三十年)))这种看法认为长春图书馆的历史应该从新京馆的

建馆写起，因为该馆是由中国人创办的 i 二是认为建于 1910

年〈见"从不同社会制度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载于《长图

通讯 )) 85. 1)，即满铁馆的建馆时间;三是认为建于 1921 年

(见《全国公共图书馆概况川，此说是从满铁馆正式形成之年

算起。笔者认为，满铁馆创立当时虽称为"图书阅览场"，在

规模上尚未形成图书馆，但是作为图书馆的雏形已经存在，而

且后来图书馆的形成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建

馆时间不应从 1921 年算起。至于前面的两种看法。究竟以哪

一种为准，笔者认为，应遵重客观历史，而不能因人而定 。

满铁馆虽然是由日本人创立的，但它毕竟是产生在我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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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之上. .它的创立与日寇侵略中国的政治野心是紧密相连

的，是日寇侵略的一个罪证。但是作为历史，它毕竟是属于

我国图书馆事业史的一个历史阶段，这是无可非议的。另外，

目前能代表长春图书馆藏书特点的是东北及满蒙地方文献和

旧日文资料，而这部份藏书正是该馆所遗留下来的。这不能

不说长春图书馆的历史与原满铁馆是紧密地联系着的。因此，

长春图书馆的历史应该从 1910 年写起。

二、解放前长春图书馆的沿革与活动

1904 年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次战争以沙皇俄国失败而告

终。 1905 年日俄双方签订了"扑茨茅斯和约"，日本从俄国

手中夺取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从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

路。日本侵略者把辽东接岛改称为"关东洲"，设立了"关东

都督府飞 1906 年 6 月 7 日日本以经营南满铁路为名，于大连

设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置本社于大连，设

支社于东京。"并以满铁"附属地"的名义，霸占了我国东北

的大片土地。于是，满铁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

的地方机关。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创立的第二年，也就是 1907 年，日

- 本帝国主义就开始了文化侵略，相继于满铁各地设立了图书

阅览场。当时的长春是南满铁路的北端，是日本人来往云集

的地方。到了 1910 年日本人增加到 849 户，人口达 2.482 人。

为了满足日本人的文化需要，同年 11 月 3 日创建了长春图书

阅览场。最初设在日本室町小学校内(现天津路).由该校校

长兼任图书阅览场主事，并设立了巡回书库，每巡回一次为

三个月，图书 150 册。后来由于学校学生增加，校舍狭小，便

将阅览场移至长春实业补习学校的一房间里(现站前).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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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迁至中央通 6 苟地(现斯大林大街 6 号长春市轻工设计

研究所) ，翌年 6 月改名"满铁长春简易图书馆"0 1922 年 6

月迁至三笠町三丁目(现黄河路)，这时该馆去掉了"简易"

二字，改为"满铁长春图书馆" 0 1926年该馆又迁至中央通 7

番地(现斯大林大街 7 号)01931 年 11 月新建馆舍竣工落成，
该馆又迁至中央通 30 番地(现斯大林大街 30 号)01932 年 3

月伪满洲国成立，伪国都定在长春，并把长春改名为新京。随

之，同年 11 月馆名改为"满铁新京图书馆"0 1933 年新京变

为特别市，该馆又改为 u新京特别市图书馆"。但该馆仍归属

于满铁管辖.

1928 年中华民国筹建长春市政时，吉长道尹孙其昌和长

春县长张彼齐于城内创办了一所图书馆，当时捐募本埠绅商

哈洋 21 ， 200 余元作为开办费，所收产的书籍基本是中文线

装古籍，这些书籍的来源大都是由社会上的一些名人学者捐

献的。最初定名为长春县图书馆，地点暂借长春县教育局西

院〈原为二马路道德会〉为筹备处，教育局长吴长春任馆长。

1929 年(民国十八年) 9 月市政筹备处处长周玉柄择定西三

道街道胜银行楼房为馆址，并改名为长春市立图书馆所用 

经费由市政筹备处支付，全年经费 3 ， 900 余元哈洋，采购图

书 15 ， 000 余册 。 经过两年的筹备工作，于 1930 年 9 月正式

开馆。开馆时挂出的牌子是"长春市立图书馆"，但是当地的

绅士不同意这个名称，其理由是，认为此馆最初是由本埠的

绅士和名人学者募捐创办的，而不是由市政创建的，因此，不

应该叫"市立"而应称"公立"。这样，又改为"长春市公立

图书馆"。但仍为市政领导。 1932 年 2 月，馆长吴长春辞职，

由市长金壁东委任馆员逮长芳代理馆长。 3 月因道胜银行做

为监察院，该馆便迁到道胜银行路南，有十三间民房做馆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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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随着新京特别市制的实行，该馆便更名为"新京特别

市图书馆"。同年 9 月遥长芳辞去代理馆长的职务，由武国权

就任馆长，张学孟为指导员。后因馆址偏僻，房间过小，于

1935 年迁至西三马路。

伪满洲国建国后， 1937 年 12 月治外法权撤消，将长春附

属地的权力移交给伪满洲国，日本移民也同属伪满洲国国民。

这时的满铁图书馆也划归新京特别市公署管辖，并于 1938 年

5 月与新京馆合并，统称为"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原满铁

馆为总馆，新京馆为分馆。总馆馆长一席仍由日本人占踞着，

而新京馆的馆长武国权改为分馆馆长。 1943 年武国权调到公

署行政科，章志和任分馆馆长。两馆合并后，分馆的经费、组

织机构、人员设置等全由总馆负责。原分馆有四名职工，全

都是中国人，后来为了将分馆也派进日本人，便以对换的名

义，将分馆的张学孟调到总馆工作，另派一名日本人到分馆

工作。从此，分馆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亦都以日本式为主，

实际上图书馆的权力全部集中在日本人手里。

1945 年东北光复后，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及分馆改名为

长春市立图书馆及分馆，馆址未变 。 1946 年 5 月 23 日国民党

军队进驻长春，并将长春作为国民党设置的吉林省政府所在

地。该馆即被吉林省政府接管，并更名为"吉林省立长春图

书馆"。国民党接管的三年多时间里，由于那些接收大员忙于

打内战，发光复之财，对文化事业几乎无人过问，当时藏书

仅有 70 ， 000 余册，其中中文书籍仅有 2 ， 000 余册。后来又

进行了一些征集和选购增加到 311 ， 195 册。而且三年时间仅

开馆一年多，读者甚少。 这二段时间，图书馆基本处于守摊

状态。

上述史料中不难看出，解放前的长春图书馆，按其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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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论，时间最长的是隶属于满铁，约占二十七年的时间，其

次是伪满洲国，约占八年时间。从其隶属可以证明解放前的

长春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设施，它始终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垄

断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他们一时一

刻也未放过图书馆这块阵地。从其治馆的方针到举办的各种

业务活动以及藏书都是在强行奴化教育，充满着侵略的色彩。

1938 年 5 月两馆合并后，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馆长山崎

末治郎在《新京图书馆月报》上发表了"移管图书馆的活动

方针"一文，其中提到"满铁沿线图书馆做为社会教育，在

满洲普及皇道文化，提供研究满洲资料，为满铁会社，为日

本人服务"，还提到"凡文化形态具有国际性质和国民性质，

文化意识是以其国家的政治、经济为基础。满洲国文化活动

是以五族协和、日满一心一德为国是"。此外，伪满洲国政府

还规定了社会教育的指导方针产彻底建国精神以阐明王道德

治之理想 z 彻底认识国家政治，助长日满两国的亲善确立东

洋和平之宏基 E 显扬东方文化之精粹"。等等。这些方针完全

贯穿着"皇道文化"、"五族协和"、"日满一德一心"、"王道

乐土"等内容。与其方针相呼应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图

书馆这个工具极力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贯彻其奴役方针、

政策，宣传其统治思想意志。

首先，设立了各种文库。如:战时巡回文库、阵中文库、

移民地慰问文库、林间文库等。这些文库的设立主要是为那

些在前线的侵略士兵和日本移民服务的。其次，举办了各种

展览会。如:建国资料展、时局照片展、宣传画展以及满洲

写真展览等等。此外，每月召开一次满洲学会，新京图书馆业

务研究会。再次，编印了各种书刊目录和资料。如:满洲各

学校校歌应援歌集，满洲农村经济资料目录，明治资料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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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等等。当时较有影响并属于省级刊物的是"新京图书馆

月报"，出版年眼为 1940 年至 1944 年前后，每月出一期，其

内容主要是刊登图书馆的活动。既介绍满洲国的图书馆事业

及满洲协会的例会"满人"读书座谈会的情况，也有介绍本

馆的沿革，读者阅览及藏书、分类目录、人事、经费、馆舍

等情况。

从其藏书重点和服务对象看，重点是搜集和保存大量有

关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中苏边境，中蒙边境地区的资源

情报资料，同时亦注意搜集朝鲜、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藏书是专为日本帝国主

义侵占征服中国，以至达到侵略亚洲各国服务的。主要对象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各机关团体和日本人。中国人

进入则加以限制。就是原由中国人创建的图书馆，合并后也

受到了控制，规定衣着不整洁者不能入馆。特别是当时日本

特务机关很注意到该馆看书的中国人，如发现有人看进步书

籍就进行询问审查，严重的就要定为思想犯。同时对馆藏的

一些进步书籍，如《中山全集》、《三民主义 》 以及鲁迅的一

些著作都视为封锁控制的书籍。

综上所述，解放前的长春图书馆就其性质而论，它始终

是属于为反动政权服务的文化工具，尤其是为日寇征服中国，

麻醉和腐蚀人民进行精神侵略效了力。这在其历史上是污浊

的一页。

三、解放后长春图书馆的发展

1948 年 10 月，长春解放了，图书馆获得了新生，回到了

人民的怀抱。 最初由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接管，同年 12 月移

交给市政府教育局，改名为"长春市立图书馆"。在党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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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怀和领导下，经过短期的修整和恢复，于 1949 年 2 月 1

日正式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开馆了。从此，长春市图书馆开始

以崭新的面貌书写着为兔和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篇章。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图书馆的领导，为了把这

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图书馆改造建设成为一个新型的社会主

义图书馆，首先确定了治馆方针、政策。规定图书馆"应以

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材、肃清封建的、买办

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

务"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在藏书建

设上，还是在为读者服务中，都以服务于党的事业和人民大

众为己任。

在藏书建设上，对所接收下来的藏书进行了认真的清理，

充实了进步的书刊 。 并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藏书约六万余册

进行了登记、分类、编目。 1952 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文化部制

订了"废旧书刊搜购规划"，遵照这一精神，长春市图书馆成

立了"废旧书刊搜购小组"，为挖掘祖国文化遗产，深入调查，

广泛搜集，抢救旧中文古籍五万余册。 1956 年对馆藏的敌伪

资料和东北地方资料约五万册进行了整理。此后，对这些藏

书又多次的进行整理修补。目前这些藏书，在社会主义建设

当中和科研工作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长春市图书馆根据本馆的性质、方针、任务和四化建

设的需要，经常研究、确定采购方向，不断地补充丰富馆藏，

使各部份藏书内容丰富新颖，自成体系，为科研生产和读者

服务奠定了物质基础。进入 80 年代，长春市图书馆的藏书由

解放初期的四十万册增加到一百二十万册，比解放前增长了

十四倍。

在为读者服务工作中，长春图书馆走过了从普及到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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