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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序 言

’

1987年，我来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南图)工作后，对南图的

历史和现状有了更多的了解。南图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7年成立

的江南图书馆。如果从1907年算起，到1995年写成这本馆志，南

图的发展几乎经历了一个整世纪。人所共知，20世纪是人类历史

上风云激荡、天翻地覆的时代，中国社会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诞生，尔后风起云

涌，随着世纪风云历经艰难困苦曲折地向前发展．．而南图所经历的

。过程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发

展的一个缩影。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完全有必要组织力量编

写一部馆志，以便让世人更好地了解南图的历史和现状．

《南京图书馆志》(以下简称馆志)是按照专业志书的要求编写

的，它重于记述、重于当代、重于史实，力求在书中保存有关南图真

实可靠的资料。撰写时，编者坚持以材料为依据，力求寓规律与观

点于叙事之中。通览已成的书稿，我认为本书没有空洞的说教与套

话，而是将纷繁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处理，然后将可

以采用的材料秉笔直书整理而成。 7

这本专业志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

第一章概述，记述从江南图书馆与其沿袭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到建国后南图将近90年发展的历史轨迹，为世人提供

了研究南图历史沿革的背景材料，起到总括全貌的作用；第二部分

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十一章止，着重记述了南图主要业务工作的状

况，对研究南图业务工作的历史演进与变化颇有帮助，是本书的主

要章节；第三部分为十二章馆藏珍籍印行、第十三章著述(上)、第

十四章著述(下)，这一部分内容着重反映南图学术研究的状况。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南京图书馆志

关材料说明，从江南图书馆到建国后的南图，不仅在搜集、整理、保

存和利用人类文化遗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学术研究上南

图也是有建树和成绩的。南图从业人员中，有一批全国知名的专家

学者，诸如缪荃孙、柳诒徵、蒋复璁、钱亚新、朱懊、钱海岳、汪长炳

等，他们都曾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科领域为学术繁荣奉献过才

智、作出过贡献。’馆志反映他们，正说明南图的学术研究如同它的

工作一样，始终处于生生不息的继承与发展之中；第四部分，为大

事记和附录，附录又包括历届负责人一览表、部门负责人名录、先

后在职员工名录、与馆藏有关的藏书楼及机构、馆内同仁发表论文

总目等。大事记和附录是对正文的必要补充，充实这部分资料，可

以更好地增强馆志的使用价值。就本书的结构而言，采用的是先纵

后横的写法。第一章概述，实际上是纵述本馆的历史。第二章到第

十四章各章的内容，是从横的方面记述本馆各个不同的工作层面。

在横向开展各章时，一般也按历史顺序作如实地叙述。由此可以看

出，本志书内容的安排是先纵后横，而又横中有纵，从而构成本志

纵横交错的内容体系。s’’ 。
，·。

”

．。

有必要说明，馆志是一本专业志书，它不是一般性的学术著

作，也不是史论结合的图书馆专著。具体地讲，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1)本志书贯彻了详近略远的编写原则，主要写建国后45年

来南图的发展变化和工作情况，其重点又着重放在改革、开放以来

南图的变化。当然，树有根，水有源，作为一本馆志，建国前的历史

不能不写，但主要部分是写建国后南图的情况。 ．

。7

(2)按照“志”重于搜全的要求，本书涉及书刊采购、分类编目、

藏书、阅览外借、参考咨询等各个业务领域，并对其历史和现状分

门别类地作了详尽记述，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

’’，。’

(3)本书对资料的选用，重资料本身的价值，而不带编者个人

的偏见，比较客观、公正和真实。对馆志中涉及到的人和事，编者采

取尊重历史、述而不论的态度，一般不发表编者个人的见解和看

法。这和写学术专著不同，在学术专著里，著者可以阐明自己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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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t(4)本书为一馆馆志，所记叙的内容基本上只限于本馆的范围

之内。比如，有些人只在本馆工作过一段时期，记叙时也只能局限

于他在本馆工作期间的事。当然，本馆在任何时期都不是孤立存在

的，它的发展、变化总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环境，它与上级主

管部门、与基层市县图书馆、与兄弟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记

述本馆资料时不可能一点不涉及到有关的方方面面。、但本志编写

时仍贯彻以本馆资料为主的原则，较好地防止了馆内馆外资料轻，

重倒置和杂乱的现象。即使写到上级有关指示，本志记述的重点也

仍然放在本馆是如何执行上级有关指示方面。一’ -，

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南图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江南图

书馆与其沿袭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二是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央

图书馆；三是建国后的南京图书馆．但馆志并未按“三大块’’来写，

而是从建馆初期一直写到今天，一气呵成。这样处理可以使读者在

一章之内了解到南图各项工作的历史演进和全貌，从而避免了先

“块”后章、重复列类而使资料支离破碎、难以连贯的弊端。将江南

图书馆及其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和建国后的南图连

成一体写，使全书有一个好的布局，也便于读者了解各个工作层面

的历史全貌。．’’ 。t，j t 二1

‘’ 、

： 馆志的编写出版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 (1)它为研究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

料和佐证。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史上，江南图书馆成立于1907年，晚

于我国第一所近代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3年，早于京师图书馆

2年．江南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是著名的目录学家缪荃孙先生，尔后

他又曾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缪先生对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

的创建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也为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赢

得了声誉和应有的历史地位。1928年10月，江南图书馆在几度更

名后定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由著名史学家柳诒徵先生担任

馆长，直到1949年初。在柳先生20余年的从严治馆下，江苏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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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图书馆在馆藏建设和为读者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

丰富的办馆经验，柳先生和他领导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由此而
’

受到社会各界很高的赞誉。民国时期的中央图书馆，为当时国民政

府所办，它具有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因而更具影响力。建国后的南

图，由于是在中央图书馆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有着丰富的馆藏和良好的工作基础，建国后政府又给予大力

的支持和经费投入，因而，在国内仍不失第三大馆的地位．从江南

图书馆到现今的南图，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

历史资料。现在将它整理出版，无疑将为图书馆界奉上一份难得的：

珍贵资料。在迄今看到的记述图书馆的历史文献中，还没有见到一

本全面记述·馆资料的事业志。国内出版的有关中国图书馆事业 ‘。

史的论著，关于江南图书馆及其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中央图书馆

和建国后南图的研究资料也不多见。本志虽是一馆之记，但它的出

版在资料上填补了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研究资料的某些不足，对
’

国人研究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和现状不无裨益。． 。’．_。·
’

· (2)馆志的编写出版，除了具有较高的史料性和研究价值外， 一

更为重要的一点，可以作为南图全馆职工的爱馆教育的好教材。有

了这本馆志，全馆职工对本馆的历史、现状一目了然，对于本馆的

优良传统、工作基础、办馆特色、管理规章、成绩和问胚、经验和教 ‘．

训，都能透过资料加以认识和了解。这将有助于全馆职工以史为
’

鉴，继往开来，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更好地去创造未来．。兄弟馆

的同志阅读本馆志，也可以从中受到启迪和帮助。。 ．，1

(3)1948年底，前中央图书馆的部分人员去了台湾，后大多在．

：中央图书馆”等机构任职，有的后来去了国外。祖国大陆改革开放

后，前中央图书馆老人已有不少顺道或专程来南京成贤街“寻根”．

访友，并在中央图书馆旧址前留影，思乡之情，溢予言表。当海外同

仁、友人看到这本馆志后，是会为南图在继承中央图书馆的基础

上，发展至今日的规模，感到欣慰的。 ．'-

一，

一

我是编写这本馆志的负责人，我感到做好这项工作，不仅有着
●

——4一



序 言

上述所说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是南图几代从业人员的期盼。本馆业

务研究室包中协和馆志编写组的几位同志，没有辜负全馆同志的

期望，经过他们两年多专心致志地紧张工作，终于在1995年年底

拿出了近30万字的书稿。我拿到初稿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审定工

作，逐字逐句地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当完成全书的统稿工作后，

我内心的喜悦和欢快难以言状。我为书稿具有较高的编写质量而

高兴，更被馆志中所展现的南图丰厚资料的所震撼。在中国图书馆

馆史上，有着如此丰富资料的图书馆并不多见．当然，以往所做的

一切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未来。在处于世纪之交的今天，南图

人更应该放眼于未来。根据最近江苏省人大通过的江苏省“九五”

规触，省政府已经决定将重建南图新馆列入“九五”规划之内。这一

振奋人心的信息，将给南图带来十分诱人的美好前景。我们应当抓

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抓紧推进南图的各项工作，争取南图在事业上

能有更大的发展。此时此刻，我们推出这本馆志，必将激励和鼓舞 ，

南图从业人员为再创南图辉煌而加倍努力． ．

馆志编写体例得当，资料翔实可靠，文字简洁、朴实、流畅，有

着较强的资料性和可读性，是一部写得比较成功的事业志，故我以

负责的态度，将这本馆志推荐给广大读者． ．、

卢子博

写于1996年春节



凡例

凡 一 例

一、本志上限为1907年(江南图书馆筹建之时)，下限为1995

年12月。
“

··

二、本志遵循贯通古今、详近略远的原则，着重记载建国后，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馆的历史和现状。
’

．

三、本志篇目按平列分目体设计，全志计14章．章以下设节，

节下需设目的设目，不宣设目的直接以文字记述。大事记、附录捧

列于志后。4 ．
。

四、各章的设计，以图书馆业务性质的科学分类为依据，以类

系事。除第一章概述外，从第二章始，依次为书刊访购、编日、藏书、

阅览外借、参考咨询、图书宣传、业务辅导等；最后为学术研究。‘

五、本志内容以历史沿革、业务建设为重点。建国后的历次政

治运动以及政工等方面较少叙述。
一

，

六、大事记按江南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

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三个历史时期分别记述。对每条大事记中出现

。频率较高的以上三个馆的馆名，采取省略的办法，直接记事。

七、因另有计划编写馆史人物志，故本志不设人物传记。历任

馆长及研究员、研究馆员等领导和专家的履历、业绩、学术成就分

别在各章中简述． ，

八．本志资料，历史部分多录自《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

史》、《国学图书馆年刊》、《国立中央图书馆概况》等书刊，现当代内

容主要录自本馆历年的工作总结、各种专题总结、上扳材料、工作

简报等业务档案，以及个人采访记录等。本志还参考了《国立中央
‘

．

、

．

‘

、

，

．Z；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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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刊》、t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严文郁著)、《中国图书馆事业

论集》(张锦郎著)等港台地区出版的我国图书馆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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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

·

第一章概述

第一节一

第二节

。．第三节一
’

第四节

第二章书刊

第一节

第二节
’

第三节

．‘?第四节

i。第五节一

，一第六节

_第七节

第八节·

第三章分类

第一节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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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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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一 扣 -

’．：一 第一章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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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_‘～

南京图书馆是江苏省省级公共图书馆。馆本部坐落在南京成

贤街南端。她的前身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筹建的国立中央图

书馆。1950年2、3月间，奉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下称中央文化 ．

部)命，正名为国立南京图书馆，1954年改今名。1952年10月，江

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并入国立南京图书馆。国学图书馆的前身是清

末两江总督端方创建的江南图书馆。因此，南京图书馆的历史可追

溯到1907年． ’j、r‘t t．．．一+ j。
。’ 。。

“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宁(今南京)筹

建江南图书馆，聘缪荃孙为总办(相当于今馆长)、陈庆年为坐办

(相当于今副馆长)，购进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钱塘丁氏“八千卷，

楼”珍籍和武昌范氏木樨香馆藏书．辛亥革命后，屡次更换馆名。

1929年，复更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

国立中央图书馆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4月21日开始筹一

建的。筹备处设在成贤街48号(今成贤街66号)。+抗日战争爆发

后，西迁重庆，1940年8月1日，结束筹备，正式成立国立中央图

书馆，馆长蒋复璁．抗战胜利回南京后，奉行政院、教育部令，接收

了日伪泽存书库和东亚同文书院等藏书，使馆藏迅速增加至一百

多万册。1948年，淮海战役打晌后，馆长蒋复璁等人奉命携带13

万册古籍、公报等馆藏珍本去台湾。．
7

建国后，中央文化部予1950年2月27日发文，将中央图书馆

正名为国立南京图书馆，又于1954年7月，将国立南京图书馆改

为省级图书馆，仍用原名，直属江苏省文化局(厅)领导至今。(见示

意图)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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