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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一书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七

嚣万规戈{l研究项目之一。本项目自1986年开始，对北京各类蛩

图书馆进行了广泛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成《北京各

类型图书馆手册》一书，作为本项目的阶段成果，已于1987年

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

1987年以后，又先后调查了几百所图书馆，走访了北京图书

馆界的专家、同行数十人，计算了几千个数据，历时四年，写

成此书。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编为第一部分，介绍了北京地区图

书馆的产生、发展及各类型图书馆的现状，这一部分是全书之

-纲一。第二编至第八编为第二部分，按系统分别介绍了北京

地区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系统图书情报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网书馆、国家机关及其所属科研机

构∞图书馆、工会圉书馆(室)、t}l学怒书馆<室)等七种类型

图书馆。在介绍每种类型图书馆时，先有一篇。略劳，概述该类

型图书馆的现状。然后介绍几个具有典型意义f：0图书馆(即在

该类型图书馆中规模较大，能够起中心作用，或在菜一方蕊具有

代表性的图书馆)。最后附有一个能够较全面地反映该类型图书

馆坫本情况f．i0统汁表。这部分是全书之“经"。第九编至第

十二编为第三部分，从曦向分析了北京各类爱胬二抟馆的藏书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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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读者服务，图书馆新建筑以及图书馆自动化的现状，并用

大量图表反映出北京地区图书馆事业的进展情况及新的面貌。

这部分是全书之叠纬乃。

参加本书撰写工作的有t张树华、沈仪琳、陈源蒸，李广

建、王志刚，董焱等同志，张树华对全书做了统一编纂工作。

冯秉文，朱南．杨善政，李晓明等同志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很

大帮助。顾廷龙先生特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周玉清同志对书稿

进行了誊写，在此一并致谢。

撰写专业性的。志刀书，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缺点和

错漏之处一定很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

张树华

1991年3月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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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历史沿革

第一章北京古代藏书事业的

渊源及其发展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有悠久

的历史。唐虞时称为幽都，夏殷时划入冀地I周封召公予燕，

秦设广阳，汉设幽州刺史，晋称范阳，唐为范阳节度，宋称燕

山，辽时称南京，金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改名中都，

这是北京建都之始。元朝于中都之东北建城，改称大都，明洪

武6年(1373年)，改元大都为北平府I明永乐元年(1403

年)立为京都。

北京地理形势雄伟。它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

南襟河济。物资富饶、天险地利。自金、元定都北京后，八百

多年间每个朝代都聚集了全国书籍的精华，形成了绚烂多彩的

藏书事业。

，北京古代藏书事业以宫廷藏书为主流，官府藏书次之·私

人藏书在明，清两代得到很大发展，但私人藏书家大多集中在

江，浙一带，北京的私人藏书家较少。书院藏书自宋以来也很

盛行，但：l匕京的书院不多，其藏书尚未形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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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代

金王朝为女真族建立。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即

位，国号金。1125年灭辽，尽收辽宫廷藏书。金太祖重视图书

典籍的收集。天辅5年(1121年)，金太祖下令l 。若克中京，

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阁"(见《金史·太祖

纪》)。金太宗天会4年(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次年，掳

徽、饮二帝，将。宣和馆阁之储矽，押运北方。后来南宋与金

议和时，金对。明堂九鼎观之不取弦， 。止索三馆文籍图书，

国子书版刀(见《靖康要录》卷15)。因此，宋代馆阁藏书被金

索取北运。 ．

金不仅收集宋宫廷藏书，还广泛搜集民问藏书。金章宗泰

和元年(1201年)，命有司购遗书，官偿其价。如有珍惜所藏

不愿送者，由官府抄写后，发还本人，仍给书价之一半，以资

鼓励。 ．

金设秘书监，管理朝廷书籍。此外，设有译书院译书，用

女真文译《五经》，《史记》、《汉书》、《贞观政要》等书，

使宫廷藏书数量大增。
。

金代北京私人藏书家极少，仅知元好问为金代最著名白：藏

书家。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兴定5年(1221年)进士，官

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天兴初，入翰林，傲过编修官·金亡，

不仕而卒。元好问认为，金得天下后，典章制度与汉唐几乎相

同，惟有金朝实录，存于顺天道张蔡公府。他立志要编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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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 -金源届臣青行录’’。为编写这两本书，他往来四

方，广泛搜集、抄录史书，记录史实、史料。如有所得，则以寸

纸小字记录下来，积累了百余万字。这癌资料捆束累积，塞满

数屋，起名日《野史亭》。

二、元 代

公元13世纪初蒙宵族兴起，灭金，南侵术，远征欧亚大

陆，建立了大元帝国。
‘

元太宗时(1229--1241年)，曾在平阳建立经篇所，采集

经史书籍。世宗至元3年，将平阳经籍所迁到大都。至元9年

(1272年)设秘书监，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新元史》

卷s1)。至元12年(1275年)，元兵攻入临安，得督府图籍。

同年9月，玉昔帖木儿为御史大夫，收江南诸郡书及临安秘书

省乾坤宝典等书。至元13年(1276年)，命焦友直收秘书省禁书

图籍，又命孟祺收宋朝国予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等处的

图书文物。南宋宫廷和官府藏书大部分由元人北运大都。因

此，元朝的_秘书所藏，彬彬可观矣井。

元统治者还遣史四方，旁求经籍(《元史》卷24)，致使

元宫廷藏书大增。元设艺文监，专用蒙语翻译和校定儒家著

作。下设艺林库，掌藏贮书籍。元宫廷藏书于奎章阁、崇文阁

等处。

奎章阁为天历2年(1329年)所建，位于兴圣殿之西廊，

建尾三间，以栖图书。用以。辑熙典学，傅项祖家诫{)llt毋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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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

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一。 (见《光绪顺天府志·富禁》)．

崇文阁为元之国学，即后来的国子监彝伦堂。元仁宗令建

．重屋以庋藏经书。予是在国子监之北盖书冈。延祜s年(1319

年)建成，雄伟壮丽，焕然增监学之辉，名日崇文阁。此外，

其他机构。如宏文院，集贤殿亦有藏书。

元代藏书数量虽多，但不注意校勘，整理，其管理较差。

北京之有书院，始于元代。元中书省杨惟中建太极书院，

延请师儒赵复等讲学。但太极书院的藏书情况未见记载。

三、明 代

明太祖朱元璋早在建立明朝之前就很重视知识和图书的作

用。元至正26年(1366年)。朱元璋命有司t 。博求古今书

籍殄(《明史纪事本末》)，藏于秘府。明洪武元年(,1368年)，

大将军徐达攻克元大都，即命_大将军收秘书监图书、太常法

服、祭器、仪象、版籍黟(《国史·经籍志》序)．将元代奎

章阁，崇文阁等秘室图书尽载南京。洪武元年，诏求遗书于民

问。同年，又命“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洪武3年，

。置秘书监，掌内府书籍弦(《明会要》卷20)。洪武13年，

又撤消了秘书监，改由翰林院掌管典籍。

永乐4年(1406年)，明成祖问及文渊阁藏书情况，解缙

回答说t 。尚多缺略修。明成祖说： _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

积书，况朝廷乎?"。遂遣史四处购求图书。凡有价值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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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重金收购，所得甚多。当时的。延阁，广内之藏，如触目琳

琅，莫可注视，何其盛也"(《国史·经籍志》序)。

永乐6年(1408年)修成《永乐大典》，凡22937卷，装成11095

册。辑入图书约七、八千种，包括上自先秦，下至当时的各种著

作，其规模之宏伟，实属空前。迁都北京后，藏于文楼。嘉

靖41年，由于。遭回禄之灾⋯⋯幸未致焚一，遂令照抄一份。

隆庆元年(1567年)告成，贮于皇史成。

明代宫廷藏书予文渊阁。永乐19年(1421年)明迁都北京

后，成祖命。取文渊阁所贮古今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

取一部北上一(《明会要》卷26)。共得一百柜运至北京。故

明代文渊阁集中了宋、金，元，明四代藏书之大成。所贮书籍

刻本占十分之三，抄本占十分之七。据宣德10年(1435年)杨

士奇编定的《文渊阀书目》，藏书计有43200余册，列朝实录，

宝训数千卷，缥缃之富，古所未有。但由于明朝取消了秘书

监，统归翰林院执掌典籍，削弱了官藏管理的力量。 _规制庳

陋，所储书帙，仅以待诏、典籍等官司其事，职任既轻，散侠

多有一(《日下旧闻考》卷11)，致使许多珍贵书籍被窃。至

万历33年(1605年)，孙能传等人校理纂辑《内阁藏书目》时，

发现书籍大半残缺，与宣德年间所编《文渊阁书目》相核，

囊十无二、三弦。崇祯甲申之变，散佚更多，秘本几不多见。

明朝除内阁藏书外，两京的国子盟，翰林院也有部分藏

书。

明朝于京师设首善书院。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南皋)，

副都御史冯从吾(少墟)二先生于遇朝之余，入院i非学。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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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魏忠贤矫旨，毁天下书院，首善书院亦毁。据文献，不见

有关藏书的记载。

明代北京的私人藏书家仅知有孙承泽。孙承泽字北海，又

字耳伯，号退谷。明崇祯年间进士，官吏部侍郎。承泽筑退谷

子西山，耄而好学，通晓明代典故，博古精鉴，一时图书之寓，

比之宋田氏(《畿辅通志》列传)。叉据《平津馆鉴藏书籍

记》t元版《春秋纂例》有北京孙氏研山斋图书朱文方印。据

此推测，孙氏的藏书处名日。研山斋，，。

四、清 代

清代北京的藏书事业比明代有很大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

宫廷藏书的充实和丰富。私人藏书也较前有所发展。

(一)清朝的宫廷藏书

清兵入关前，皇太极于后金天聪lO年(1636年)建立国史

院、秘书院、弘文院，编纂国史，收藏图书，此为清朝国家藏

书的开端。进京后承袭了明宫廷的全部藏二持。顺治年间，曾诏

求遗书。康熙时，开展了大规模的编书工作，如：编纂了一万

卷的《古今图书集成》，还编纂了《佩文颇府》、《康熙字

典》。等工具书，这些巨著都是在大量藏_辂舶基础上编成的。乾

隆年问纂修了举世闻名的《四库全书》。为修《四库全书》，

乾隆下令全国提供珍本书籍，以供选择。四方进呈秘籍图j1弓甚

众，先后约及万种9其中私家藏书进呈尤多。乾隆以后的宫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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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主要是甩I绕《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和收藏进行的。

《四库全书》自乾隆38年(1773年)开始纂修，至乾隆46

年(1781年)第一部缮写完毕，贮于故宫文渊阁内。

清宫廷藏书贮于下列几处t’ 、

1．文渊阁 ．

乾隆39年(1774年)，于文华殿后创建文渊阁。仿天一阁

建筑，外观两层，其下层复分为二，上下各六楹。内贮四库全

书。下层中三楹贮图书集成12架。左右二楹贮经部20架。中层

贮史部33架。上层中贮子部22架，两旁贮集部28架。总计203

架，36275册。每册首页盏有_文渊阁宝"，末页盏有。乾隆

御览之宝劳·书皮，书带均以色区别，经部·绿色，史部。红

色，子部。蓝色，集部l灰色。函以木牍。
’

‘四库全书》编成后，次年又抄写三份，分别藏予圆明园

的文源阁，辽宁行宫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这就

是内廷四阁。故北京除文渊阁有一套《四库全书》外，圆明园

的文源阁亦收藏一套。乾隆53年0788年)，又缮写三部，分

藏于镇江的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是为江南三

阁。

长期以来，宫廷藏书只准皇帝及纂修大臣等少数人观阅使

用。经过漫长的岁月，随着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和印刷技

术的进步，宫廷藏书的使用范围逐渐有所扩大。乾隆皇帝弘历

在扩大藏书使用方面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乾隆41年，下诏-

_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摘，非徒广金匮石室

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锈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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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仅十之一，而抄录储藏者，外间仍无由窥观，岂朕上文本意

乎?翰林原许读中秘书，即大臣官员中有嗜古勤学者，并许告

之所司，赴阁观览，第不得携取外出，致有损失。劳(见《日

下旧闻考》国朝宫室)。而江南三阁，明确提出允许文人士子

入内抄阅， 。令好古之士欲读中秘书者，任其入览一。

2．昭仁殿

在乾清宫东，原名弘德殿。明万历14年改为昭仁殿。乾隆

9年(1744年)，诏令将宫内各处藏书中的宋，金，元、明善

本图书集中于此，并赐名_天禄琳琅黟。据《国朝宫史》记

载，昭仁殿收藏宋版书71种，金版书1种，影宋版20种，元版

85种，明版253种。嘉庆年间，又增加663种·总计藏书12285

卷。后因嘉庆2年乾清官失火，殃及昭仁殿，损失一部分珍

藏。余下的一些珍贵图书，由末代皇帝溥仪送给他的弟弟溥杰。

至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时，属于一天禄琳琅一者，仅剩下

310部图书。

。天禄琳琅"的藏书均装以锦函。每册首页，末页盖有

。乾隆御览之宝弦。首页有鼻天禄继鉴弦自文方印，末页有

。天禄琳琅一朱文方印(见施廷镛· 。故宫图书记弦载<图书

馆学季刊>1卷l期)．

3．捕藻堂

在钦安殿东稍北，御花园堆秀山之东．搞藻堂向为藏贮秘

籍之所。乾隆38年(1773年)，命择四库全书中之精华，录为

荟要。‘四库全书荟要>抄写了两套，一套贮于搞藻堂，另一

饔贮于圆明园中长春园的。瞻腴书室弦·据‘四库全书荟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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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记载I经部173种，史都70种，子部82种，集部139种，总

计12266册。搞藻堂藏书仍以四库为序。书内首页盖有“搞藻

堂一椭圆朱文方印，末页盖有。乾隆御览刀及。四库全书荟

要一之印。书皮仍以色区另IJ，其形式如四库全书。

4．宛委别藏
。

是四库未收书，贮于养心殿。把这些书妥善收藏是由阮元

促成的。他向嘉庆皇帝陈述了保护这些未收书的重要性，遂立

宛委别藏。它包括正编，续编和三编中的167种四库未收书，

分贮103函。其中有的是缮写，有的是原刻。其度藏法与装订

式样与四库全书栩同。

5．武英殿

殿广五楹，左右廊房凡63间，皆贮书籍。内藏饮定命刊各

书(见《光绪顺天府志·宫禁》)。

6．皇史成

在重华殿西，建于明嘉靖13年(1534年)。匾额以鼻史一

为。安刀，以。成"为。残"。内藏列朝实录及宝训。每一帝开

局，纂修告成后，正本贮于此。嘉靖41年(1562年)，抄写的

一部<永乐大典》副本贮于皇史或。清雍正年问，将此副本又移

翰林院。清袭明制，凡列朝实录．．玉牒，圣训皆藏于皇史宸，

由旗员年老者八人守之。

(=)清代的官府藏书

1．翰林院 ．

． 在玉河西岸．清初并于内三院，后复专设院署。翰林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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