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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教学科研设施

第一章图书馆

第一节 沿革

一、初建时期(1909—1937)

学校创立的时候规模很小，只办几种短训班，那时就考虑到教师和学生对图书的需求，但

还远远谈不上建立图书馆，不过是买几十册图书，占用一、二间房屋，供学生课外自习之用。

1913年4月，交通传习所时增设文案员，兼管图书，书籍多以教本为范围。在《铁道管理传习所

规定》中有如下条文：“⋯⋯在教务长下设文案员，专司办理来往函牍，兼管本所所藏图书。”

1917年1月，学校更名铁路管理学校，以造就铁路管理人才为宗旨，专业设置有所增加，学制

有所延长。在这种情况下，于1919年1月，开始设立图书室，仍由文案员兼管。1921年交通大

学成立，铁路管理学校与邮电专门学校合并，成立交通大学北京学校，两校图书室也随之合并，

派图书员张艺一人专司其事。1922年制订图书室细则，其中第二十条规定，图书室设图书员一

人，事务员一人或二人商承，具体掌理下列事务；图书之整理及保存；征集、编订中外文图书目

录；经理本校教职员、学生借阅书籍事务；经售本校所用各种讲义及教科书；注意阅览室内清洁

秩序等。1922年7月，交通大学撤消，学校成为唐山大学北京分校。在教务处预科主任下设图

书股，称负责人为领班。当时的领班是张铣，下设事务员，书记等职。1923年3月，校名改称北

京交通大学，图书股领班改称图书股股长，陈铣为股长。1924年12月，陈去职，由耿光接任。

1927年后学校经费紧张，遂裁撤了图书股，仍属教务处兼管。1928年9月，三所交通大学再次

合并，成立交通大学交通管理分院，根据需要成立了图书馆，这是学校第一次正式使用图书馆

名称。图书馆设主任一人，事务员一人，书记二人，共同管理。以后学校虽几次更名，但图书馆

建制不变。从1932年春起，图书馆服务更加正规化，增加了馆员数量；认真积极地整理、改编书

目；制定借阅章程；给读者发放借书证；布置阅览室、参考自习室；延长阅览时间；增购各科图书

等。图书馆规模的扩大，作用的加强使旧馆舍难以满足需要。1935年冬开始筹划建设图书馆

楼，1936年10月图书馆楼竣工。书库可收藏书刊文献10万多册。

新馆建成后，设主任一人，编目员、助理员、杂志管理员、事务员各一人，出纳员二人，分担

各部工作，同时完善管理方法，制定图书编目原则、借阅规则、杂志日报登记与插架原则和工作

程序。此时，图书馆初具规模，组织初步完善。当时所购书刊，以铁道管理及各学科教学参考必

用书刊为主。1934""1935年间，校图书馆派人去北大、北师大等校参加北平图协常会，并被选

为北平协会监委。

二、南迁时期和复员时期(1937—1949)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经教育部批准，1938年1月，北平铁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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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并入暂设湘潭的唐山工程学院。因校舍紧缺，不到半年时间，学校又于5月迁到湖南湘乡

的杨家滩。在“焦土抗战”、“长沙大火”的影响下，学校又南迁至桂林。1938年12月2日清晨，

日寇飞机轰炸桂林，学校部分驻地被炸毁，图书、仪器损失严重，学校不得不辗转迁到贵州省平

越县城，图书馆设在福泉山。福泉山图书馆历时约五年。1943年底，黔南战争形势日趋紧张，学

校难以维持正常学习秩序。只好在1945年1月又迁至四Jll省璧山县的丁家坳镇，图书室亦设

于此，但书籍已经少多了，仅有少量铁道运输专业图书，不要说供学生借阅，连教师参考都感到

不足。在校友金士宣倡议下，以校友名义向各地校友募捐购置图书，先后数月，即购书干册左

右，暂解燃眉之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着手复员工作。1946年4月9日，校名改称“国立北平铁道

管理学院”，7月北平原校址部分收回，师生陆续回到北平，校友捐赠之书刊也随之运回北平。

学校南迁后，留在原校址的图书有3万多册。但旧校址几次被其它单位占用，多次易主，图

书先后被移至怀仁堂和师范大学暂行存放。后日伪成立北平工学院(在原北平大学工学院校

址)，遂将怀仁堂所存图书移入该校使用。该校也5次迁移，留京图书多次搬动，损失严重。绝

大多数图书都已散失，难以恢复齐全。学校复员后，经与当时几所高等学校协商查寻，从北平大

学工学院收回图书数十册，从师范大学收回图书少许。但终不能达到原来图书馆的基本规模。

1947年4月28日，交通部为培养专业人才，允拨1亿元扩充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的图书和设

备。在这一阶段，图书数量又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三、新中国建立后的29年(1949—1978) ．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学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

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8月，图书馆即正式恢复工作。9月28日，铁道部就拨送图书18万

册充实我校图书馆藏书。这些图书是铁道部藤代远部长派人去东德、苏联为学校购买的图书，

以及伪满铁路大连图书馆图书资料及平津铁路局、华北交通学院和关赓麟所办私立铁路大学

藏书的总和。这些藏书后来部分赠送他校，部分保留至今，成为我馆珍善本藏书的核心。10月

25日学校成立图书委员会，设委员9人，由教务主任、各学科主任、中技科主任、会计科长、图

书馆主任等人组成，以教务主任为主席。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核关于图书馆的各项事宜。图书馆

仍属教务处领导，主任为余光宗。图书馆机构下设采编组、流通组、期刊组。

1951年全国性院系大调整后，我国所有运输学科的教育几乎都集中在北方交通大学北京

铁道学院，学校师生人数骤增，文献数量已达20余万册，大大超出原书库容量。为适应交通运

输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当年10月25日在西郊新校舍兴建新图书馆搂，新馆面积为2066平

方米，馆舍呈T型。

1952年2月23日，院务委员会召开第14次会议，决定撤消图书委员会，图书馆有关事宣

交由教务会议研究决定。4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复，同意将重庆大学铁道系并入北

京铁道学院，同时铁道部决定京唐哈三院系科调整办法，图书等一律并入京唐两院。

1953年10月，哈尔滨铁道学院与北京铁道学院合并，哈院图书馆的郭庆芳馆长率馆员8

入加入北京铁道学院图书馆工作，哈院的88783册图书(包括报纸合订本和杂志在内)同时移

交北京铁道学院图书馆管理。

院系调整后，学校专业设置明确，文献收藏重点突出。藏书的继续建设则依专业设置特点

进行采集，同时为适应北京铁道学院学科设置特点，编制了《北京铁道学院图书分类法》。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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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法共设28个大类，其中涉及铁路的类目就有15个，可见该图书分类法类分很细，而且具有

专业特色。依此法对馆藏文献进行分类、编目、排架，使图书馆藏书得以妥善管理，方便使用。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号召下，图书馆的管理力量有所加强，学校任命经济系教

授张协衷为馆长。1962年，图书馆又改为院直属领导。在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图书馆事业发展

迅速。截止到1963年的统计，北京铁道学院图书馆收藏的中外文图书约31万册，各处调拨来

未及整理的帐外书约8万册。总共约40万册的藏书使2066平方米的图书馆空间不胜负荷，虽

然也曾利用三四间空闲宿舍房间分流图书，仍难免提襟见肘之势。1965年12月，遂将原T型

图书馆馆舍接建为工字型馆，馆舍总面积扩大到3848平方米。．

为使图书馆管理和服务工作与学校发展同步，1963年4月27日，院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条例”，使图书馆管理工作有章可循。1965年图书馆又调整了组织机构，将

原有3个组改为采编、流通、期刊、阅览、资料5个组。为教师设立教师阅览室，为教授开辟开架

阅览服务，同时尽可能简化借阅手续，增开预约借书。接建扩大后的图书馆重新调整服务布局，

加开半开架阅览室及政治阅览室，为政治学习及阅读教学参考书提供了便捷条件。“文化大革

命”前夕，馆内工作人员共34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图书馆全部闭馆，业务工作停顿，人员全部支援“三线”建设工作。1971

年学校派闰受等8人回馆进行恢复整理工作，以后又陆续开放与读者见面。

四、“文化大革命”后的图书馆(1978—1997) ．

“十年动乱”后，中国进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提出，要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更

离不开情报信息的研究和传播。因此，学校比以往更加重视图书馆，加强了对图书馆的领导。

1978年恢复图书馆直属校领导的建制，并派卢静波为代理馆长，宗之龙、胡庆涛为副馆长，闰

受为正科级秘书。

进入80年代后经费投入逐步增加，由1980年的40余万元增至】990年的60余万元，

1993年突破百万元。经费的保证使文献收藏有了稳步的增长，读者服务工作的内容和水平也

随之有了显著的提高。1981年恢复了半开架阅览室，设有40个座席，室内展有社会科学、自然

科学、铁路工程技术及中外文工具书3000余册。1983年扩展为120个座席，可提供文献达

11500余册。每天来室阅览人次达200余入，大大提高了文献利用率。1984年又调整了布局，

部分书刊实行了开架借阅，增设了报纸、文艺期刊科普读物阅览室、期刊阅览室、教学参考书阅

览室、工具书检索阅览室等。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从每周开放35小时，增加到82小时，比教

委制定的“高校图书馆工作条例”规定的70小时，还多12小时，达到历史上图书馆开馆时间的

最高峰。为方便读者借阅，对4万册左右的图书实行开架借阅，占投入流通的馆藏文献量37万

册的10．8％。书库增加了晚班，允许教师和博士生入库选书。这些措施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尽快掌握知识信息，顺利开展“学分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尽快使图书馆分类工作趋于规范化、标准化、自动化，从1985年元月1日起，停止使用

已经使用了30余年的《北京铁道学院图书分类法》，改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并依图书

馆本身特点划定分类级别，制定有关规则。

1986"-'1989年，为了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缓解文献量急剧赠加造成的图书馆空间拥挤

的状况，学校增拨500平方米的临时建筑房屋(在第七教学楼前)，开辟为文艺图书开架借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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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和文艺期刊、报纸阅览室。1989年，临建房屋拆除后，该库室移至第九教学楼和临八教室，

1991年初，在馆外的这两个库、室迁回到图书馆中。

在铁道部的关怀、重视、支持下，自“八五”以来，北方交通大学迅速发展。图书馆在学校大

好发展形势下，从馆藏水平、科研水平、自动化水平各方面也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朝着现代化文

献信息中心的目标迈进。例如在藏书方面，确定了藏书规划和重点．要求重点学科文献收藏率

达到75％；弱电、管理学科、核心刊收藏率大于80％；铁路史料收藏率90％；适当加大教学参

考书的复本量。在科研方面，图书馆研制的“西文图书多用户自动化管理系统”通过校级鉴定，

并获校级科技进步奖，科研论文发表于《计算机世界》报；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参加了《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研制项目，负责交通运输类(含铁路、公路、水路)、测绘类期刊的遴选工作。该项

成果已通过专家鉴定。在图书馆自动化方面，1993年引进了日本富士通K650--30小型计算机

及图书馆管理系统，大规模数据库建设工作同时进行，至此图书馆开始了自动化管理的新阶

段。

为了创造条件争取北方交大通过“211工程”预审，要求图书馆以校园计算机网络为依托，

建设多功能、高效率的教学科研文献信息资源服务体系，并发挥学校学科优势，成为铁路乃至

国家以交通运输管理为特色的文献信息库之一。为实现”211工程”目标，改善办学条件，1993

年12月31日，在校园明湖侧畔建成12065平方米的八角组合式新图书馆。1994年元月，图书

馆搬入新馆，4月初新馆陆续对外开放，G月初开架书库全部对外开放，并实现了图书借阅流通

的计算机管理。至此，传统的手工式服务转变为计算机自动化管理，借、阅、藏一体化的服务体

系。1995年图书采编及典藏工作，全面实现计算机管理，为实现高校计算机网络化和文献资源

共享打下了基础。随后，馆内局域网建成并与校园网联通。10月成立声像室和光盘检索室，使

图书馆的现代化管理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1997年上半年，考虑到硬件故障、“千年虫”问题和网络协议的匹配，图书馆决定将原日本

小型机系统更新为丹诚DT—1000系统。1998年3月9日，新系统正式启用。9月在原光盘检

索室的基础上建成拥有30台计算机的大型多功能电子阅览室，可为读者提供上网数据库检

索、查询、光盘阅览等多项现代化情报信息服务。光盘与电子信息文献数据库的购入量大幅度

增长，学校图书馆成为全国第一批中文学术期刊检索一级站，并与北邮、人大、北师大、铁科研

等单位图书馆建立了光盘资源共享协作关系，实现了与西南交大、长沙铁道学院、兰州铁道学

院、上海铁道学院等铁路高校图书馆的网上信息共享服务。

表8．1一l 历届图书馆负责人名单

任离职年份 负责人 职务 任离职年份 负责入 职务

1921 张艺 图书员 1952—、一1956 王醒民 图书馆主任

1922．10．12 张铣 图书股领班 1956～1966 张协衷 图书馆馆长

1923．7～1924．12 陈铣 图书股股长 1970一--1980 闰受 图书馆秘书

1928～ 顾宝埏 图书室主任 1978．11～1982．12 卢静波 图书馆馆长

1931～ 张景澄 图书室主任 1983．6～1984．5 许庆斌 图书馆馆长

1934""1937 顾宝埏 图书室主任 1984．5～1987．6 于希江 图书馆副馆长

1946 万淮长 图书馆主任 1987．--．1993．9 刘兴北 图书馆馆长

1949．11～1952 余光宗 图书馆主任 1993～1998．4 石峻晨 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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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馆舍

图书馆馆舍历经三代。建校初期，书籍极少，只辟屋一、二间，供读者课外自修之用。1919

年专业设置有所增加，开始设立图书室。1928年学校改称交通大学交通管理分院，开始称为图

书馆。馆舍以旧屋改修。1935年筹建馆舍，1936年10月峻工，此为第一代图书馆。第一代馆，

位于当时北平府右街校舍的东北部，邻府右街。由上视之，为一飞机形，以原有群房两排拆除改

建而成，共三层，系钢筋水泥结构。楼的形式，仿照协和医院和燕京大学楼房的样子，外表是宫

殿式的屋顶，西洋式的窗户，可谓中西合璧，是近代东方流行的建筑模式。图书馆在二、三层(一

层为博物馆)，共占面积1018．495平方米，可收藏10万余卷书籍。二层北为“飞机”的腹部，南

北15．24米，东西10．70米，是图书阅览室。大厅西为杂志室及研究室各一间，各容20余人。东

为办公室三问，馆役室一间，书库一间。三层有教师阅览室一间，其余全部为书库。楼梯用钢筋

水泥制造，铁栏杆加铜扶手。二层书库中设钢板书架5行，每行4组，专门陈列参考书、新书及

常用书籍。三层设钢板书架14行，每行5组，陈列中英文书籍。还用少数木书柜和木书架，陈

列新到未编图书及合订本杂志与日报。书库楼梯由钢铁制成。室内及通道均铺水泥地面。大

厅阅览室加油毡，以减低走路声响。全楼建筑费用及暖气、电气、卫生、书架设备等费用，约7万

多元。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事业的发展，建设新校舍势在必行。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根据中

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铁总产(五--)第二三六号文件”及政务院房屋统筹分配委员会在1951年

7月20日函告的精神，决定北方交通大学北京铁道学院在西郊文化区重建校舍。红果园校园

就是那时开始建设的，新校舍1951年lo月基本建成，其中图书馆楼为2066平方米，此为第二

代图书馆。第二代图书馆座落在校园中心，初建时为T型，1965年12月接建为工字型，总面积

为3848平方米。一层两大一小三个房间为期刊组；二层以三分之一为目录室，三分之二为书

库；原二层西半部楼上为自习室，楼下为社科阅览室，东半部楼上为教材科占用，楼下为自然科

学阅览室。三层为内部、线装、特藏书库；新接建部分一层为交换书库；二层为常用中外文书库，

三层为呆滞书库(外单位调拨未及整理的书刊)。

第三代馆舍即现在的图书馆。馆楼落成于1993年12月，座落在学校教学区中心，校园东

北部的明湖东畔。由七座八角形建筑错落组合而成，造型新颖，别具一格，环境幽雅开阔。新馆

建筑面积为12065平方米，其中阅览室5714平方米，书库3886平方米，技术用房714平方米，

公共用房486平方米，工作及附属用房1200平方米。全馆设有1240个读者座位。设计藏书量

为120万册。新馆楼高28．9米，最高处为七层。该楼主体为现场浇铸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阅

览室及走廊为水磨石地面，门厅为花岗石地面。馆内装饰简洁明快、美观大方。一层为工作区，

安排设置了密集储藏书库、图书馆党政管理人员工作室及采编部门用房；二、四层为阅览区，设

有自习室、教学参考书阅览室、中外文科技期刊阅览室、文艺报刊阅览室、特种藏书和交通运输

阅览室；三层为开架流通书库；五层为技术用房，设有光盘检索室，六层为特藏、善本、珍本书库

和文献研究室；七层为外文旧号书库。馆楼造价为25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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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馆藏

学校初建时，藏书极少，仅数十册。1923年学校改名北京交通大学时，图书室藏书仅

12000余册，价值11000多元。使用中深感教学参考书籍缺乏，不能满足读者需求。为此曾向上

海交通大学借用书籍使用，其后逐渐添购新书。至1927年书籍渐增，组织略具。后因学校经费

紧张，不能多购书籍，致使图书馆发展缓慢。1932年春起形势渐好，才添购各类书籍，馆藏中文

书曾达到10589册，西文书3982册。以后五年中又极力扩充，馆藏成倍增长。1936年第一代图

书馆建成后，图书期刊购置费每月可达500元。所购图书期刊，以铁道管理及各学科教学参考

需用书为主。截至1937年4月藏书统计：中日文图书24751册，西文图书5208册，中西文合订

本杂志540册，中西文合订本日报1215册。

北平沦陷后学校南迁期间，先到湘潭，后到贵州平越，最后到达四川璧山。迁移过程中，所

携图书几经搬动，又遇“长沙大火”，日寇飞机轰炸，图书损失惨重。在平越的福泉山及四川壁山

都曾设立过图书室，但藏书很少。又因为与唐山工程学院合办，管理方面书籍更少。学校复员

时，将唐院拨给的3000余册图书，加上原有的1000余册及新添购的图书一起返回北平。

1946年复员后，图书馆初设于医务室处，后迁至办公厅。南迁时留在北平学校的30000余

册图书，先移怀仁堂及师范大学暂存，后日伪成立北平工业学院(即在原北平大学工学院校

址)，将这些图书移入该校接收使用。图书几经搬动，原册数已失散很多，收回时仅有图书数十

册。1947年4月交通部拨款1亿元扩充平院图书设备，才使藏书又有增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统计，馆藏文献为：中文文献18670册，西文文献463册，日文文献592册，总计19734册。

1949年9月，图书馆迁回馆楼。馆员积极购置各系参考书及政治、社会科学图书约干册。

铁道部滕代远部长对教育工作更是关心备至，繁忙中不断过问学校事务，并派人去东德、苏联

为学校购置图书仪器，还将伪满铁路大连图书馆的中、日、西文图书资料18万册拨给京院图书

馆，28000册拨给铁路专科学校。

旧社会对教育事业不重视，教育经费奇缺，图书馆购书经费更难保证。为满足教学需要，图

书馆赡书宗旨是依据学校性质购置铁道管理与经济类图书。藏书非常注重专业技术。除教学

课本外，有关铁道管理、经济类的一切新旧典籍，教学必用之参考书，凡力所能及者，尽量收集。

其他各类书籍刊物，则选择普及性强或特点突出者扼要收藏。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经费逐年增加，且有了坚实的保证。馆藏日见充实。1950年又先后

收到文化部分配的日文书310册，全国仓库物资清委会华东分会教育支会分配的英文书348

册。更可贵的是金士宣教授捐赠了45000册期刊。这些书刊，为我国铁路运输事业和路史研究

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1953年高教部通知，教科书由学生自备，学校不再承担费

用，图书馆购书量稍有下降。但京哈两院合并，哈院移交京院图书88783册，又一次丰富了馆

藏。据1956年统计，当时在编中外文文献约18万册，未整理之中外文旧书刊15万册，共藏书

约33万册。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图书馆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建国初期接管时馆藏仅有

16000余册，到1957年底已有各种书刊33万册，相当于接管时的20倍。1959年在“大跃进”的

基础上，购入图书20008册比1958年的9780册翻了一番还多。由于购书量和接受赠书数量的

急剧增长，造成当时人力不足、藏书空间拥挤，一度将未及整理之旧书移至第三、四宿舍楼暂

存。为充分发挥图书的效用，变死书为活书，学校曾向铁道部、教育部申请，将部分图书调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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