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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枫林

一座百年图书馆，犹如屹立在人们心中的文化丰碑。因为她是百年巨

变的见证者，又是百年巨变的记载者。今年，是山东省图书馆建馆九十五

周年。也就是说，山东省图书馆建馆的百年喜庆，正向我们走来。山东省

图书馆同人编纂的这部《山东省图书馆志》，是他们对建馆百年的隆重迎

接。

山东省图书馆，是国内创办最早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从山东省图

书馆发展的历程中，细心的人们可以辨认出古代齐鲁文明的传承。古代齐

国，是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的封国，稷下学宫的士人云集、典籍荟萃闻达

天下；而鲁国的藏书，则居于周王朝诸封国之冠。从山东省图书馆由小到

大、历尽沧桑的发展中，人们更为清晰地看到，步入近现代社会，山东的

社会变迁同山东的图书馆事业的兴衰，总是相伴而行。不言而喻，图书馆

事业的兴旺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结果。其实，未尝不可以说，图书馆事业

的兴旺又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和标志。

山东省图书馆1909年创办时，馆舍不过数十，图书不过数万，发展至

今，具有馆舍6万余平方米，馆藏文献453万册，成为功能先进、服务全面

的现代化公共图书馆，并且正在向“一流人才，一流管理，一流环境，一

流服务”目标迈进。对于山东省图书馆的发展，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是

依据于有形的馆藏，也是依据于无形的“馆藏’’——山东省图书馆历代同

人所具有的炽热的爱国精神、执著的敬业精神和向上的创新精神而做出

的。他们为中华文明“图生存，谋发展’’而迸发出的无穷力量，他们号召

民众“到图书馆中去"的高亢呼声，他们为保护图书免遭战火涂炭的大义

之举，他们在编目方法上的诸多创新，至今历历在目，并正在演化成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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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省图书馆志

东省图书馆的“馆风”。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正是这种软性“馆藏”与

硬件馆藏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山东省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的主力驱动。

迎接山东省图书馆百年纪念，要有回顾，更要有迎接挑战的前瞻：图

书信息处理的现代化，要求图书馆具有“物相图书’’珍藏的功能，又要充

当现代文化信息前沿推进者的角色；还有，图书馆事业面临着从未有过的

开放性交流，这是中国藏书从“宸室"到公共图书馆之后，又将面临的一

次巨大推进；而适应现代社会的科技普及和知识结构变化，更加贴近读

者，服务读者，是图书馆事业必须随时做出回应的课题。

公共图书馆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她以自己的强大引力，吸引着知识

的汇集，吸引着知识摄取者的汇集，也吸引着以文化传播为职业的文化界

仁人志士的汇集。从事公共文化事业，必然带来身份的公众性。或者说，

图书馆工作者应当成为面向公众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人

们也应当放弃以“官本位"的观念去看待他们，从而创造出为公共文化事

业献身的社会氛围。当我阅读这部《山东省图书馆志》的时候，当我以一

个普通读者去搜索自己心中印象的时候，我承认，我为这里人们的敬业精

神所深深打动。是的，他们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作为山东省图书馆的

名誉馆长，与他们为伍，我引以为荣。

为迎接山东省图书馆百年喜庆的到来，我向这座百年书城敬礼。

甲申之冬于济南

．．●●J■■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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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专用以记述山东省图书馆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编排按内容分章，每章分若干节，节下按照需要设目。

三、本志记载时限，起自1909年，迄于2002年。

四、本志体裁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

五、本志只为已故人物立传，在世者的事迹在有关章节中予以记

述。

六、本志纪年一般使用公元纪年，清代及清代以前采用年号纪年并

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

七、本志记载的各种称谓一如当时所用，必要时夹注今名。

八、本志所用数字，除辑录的文献照原样及习惯用汉字表述的以

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字体，一律采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和

1986年国务院批准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中规定的简化字。

Z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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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

年底 山东提学使罗正钧上书巡抚袁树勋，力陈创办图书馆的必要性

并提出了可行性方案。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

农历正月二十五日 山东巡抚袁树勋上《奏东省创设图书馆并附设金

石保存所以开民智而保国粹折》。

二月二十日 朱批“学部知道”。

三月二十日 山东提学使罗正钧主持在大明湖西南隅(今大明湖公园

遐园)依宁波天一阁旧制兴建图书馆。

九月二日 荣成孙葆田撰《山东创建图书馆记》。

九月 图书馆工程竣工。主要建筑有“海岳楼"、“宏雅阁”等，罗

正钧题额日“遐园”。

十二月十三日 《山东官报》第32期公布《山东图书馆章程》。

十二月十六日 图书馆落成，抚宪孙宝琦题写馆名“山东图书馆”。

安徽歙县张百城出任第一任坐办。

十二月二十日 《山东官报》第33期公布《山东图书馆附设金石保存

所暂行章程(续前)》。 ．

宣统二年(公元1 91 0年)

年初 昆明陈荣昌继罗正钧任山东提学使，聘江苏通州保厘东任第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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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坐办。

六月 保厘东主持于馆西偏北建筑博物馆。

十月 博物馆落成， “购集博物标本、理化器械及各种动物，分别布

置’’。

宣统三年(公元191 1年)

是年保厘东编纂成本馆第一部书本式目录——《山东图书馆辛亥年

藏书目录》，收书9．1万卷。

1 91 2年

是年 《山东图书馆辛亥年藏书目录》由本馆石印出版。

1 91 3年

9月 改为馆长制，光绪癸卯科状元潍县王寿彭任馆长。

是年岱北观察使夏继泉以沾化古刹经典1872册送馆。

1 91 4年

3月 安徽歙县刘宝泰继任馆长。

8月 接受山东高等学堂图书110箱及山东通志局征求之本省县志府志

若干。

1 91 5年

冬改称“山东公立图书馆"。

1916年

4月 南通袁绍昂编成《山东图书馆重编书目》。分经、史、子、

集、丛书、科学、别录、山东艺文八类九卷，共收书13万卷。

8月11日 《山东图书馆章程》一册及藏书目录八册报送教育部备

案。

11月12日 教育部“咨各省区请通饬各省县图书馆QOIllI亟宜参照山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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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办法，于本地艺文刊本广为搜集，即未出版者，亦宜设法借抄藏庋”。

1917年

1月 印行《山东图书馆重编书目》。

10月 刘宝泰去职，莒县庄陔兰继任馆长。

1 91 8年

3月 教育部公布《中国全国图书馆调查表》，本馆藏汉文103472

卷，日文626册，西文432册，每季阅览人数1600余人。

是年滕县陈名豫、胶县赵文运先后任馆长职。

1 920年

2月9日 日照丁麟年来馆主事。

1 928年

3月 接收政府移交马惠阶家藏书籍286种6875册，内有宋元旧椠以及

抄校善本三、四十种，为本馆收藏善本之始。

5月 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日军炮火横飞，本馆损失惨重，馆藏

中西文书籍仅乘1J62770册。

1 929年

夏改称“山东省立图书馆"，隶属于省教育厅。

8月2日 日照王献唐任馆长。

8～12月 进行全面整顿工作，清查馆藏书籍、字画、古物，按类归

架；修缮房屋，设置三个阅览室、四个展室。

11月18""25日 在王献唐带领下， “海源阁藏书清查委员会"去聊城

检视整理“海源阁"劫余书籍。

1930年

1月1日重新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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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山东省名胜古迹古物保存委员会’’成立，王献唐任委员。

3月18日 “山东图书馆协会"成立。

3～5月 收得滕县、泰安等地汉画像石35方。

4fl “山东省图书馆委员会”成立。

7月20日 晋军占济，赵正印接收本馆，王献唐卸职。

8月20日 王献唐重新接管本馆工作。

11月7日～12月12日 本馆参与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发掘工作。

1931年

3月 《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创刊，出版第1集第1期。

7月 举办“秦汉砖瓦展览会”和“善本图书展览会”。编印《砖瓦

图书为什么要开会展览》、《到图书馆去》等小册子，呼吁民众“共同努

力，为自己中华民族的文化图生存、谋发展"。

1 932年

春海源阁劫余之书50箱运抵济南，王献唐为保存此文化遗产，提出

三种方法：由图书馆代为保管、半捐半卖或平价收买。

9月 购得潍县陈氏藏砖瓦石刻等藏品。

秋史学家吕振羽来本馆参观馆藏历代出土文物。

是年王献唐与本馆编藏部同仁合力完成《山东省立图书馆图书分类

法》。

是年接受河南扶沟柳堂藏书1033种14674册。

1 933年

8月 编印《山东省立图书馆概况》。

同月 购得蔡邕书一字石经，唐人写本《鹃冠子》，海源阁藏《经典

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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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34年

3月 开始筹建新的藏书楼——奎虚书藏。

11月21日 “山东省立图书馆藏书楼建筑委员会’’成立。

1 935年

3F]9日开工兴建“奎虚书藏"，10月竣工。

1 936年

]2FJ 13日 举行“奎虚书藏”落成典礼，并出版《山东省立图书馆季

刊》第1集第2期《奎虚书藏落成纪念专集》。

1 937年

9月 《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编成。

10月12日 因抗战爆发，华北危急，王献唐将馆藏善本、古物及书画

装成10巨箱，派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工人李义贵历四日运抵曲阜至圣奉祀

官府保存。

10月23日将书籍2箱运往曲阜。

12月20日将书籍、古物19箱运往曲阜。

12月27日 从第一次所运10箱书籍中选其半南下，其余留奉祀官府。

同日 日军侵占济南，本馆于此前后惨遭焚劫。玉佩桥以东的“海岳

楼"、“宏雅阁’’等建筑全部焚毁，绝大部分书籍荡然无存。

1 938年

5月 日伪政府拆除本馆破屋颓垣，修葺所余房舍，并搜集图书，派

员管理。

5月24日 伪教育厅科员程仲宏担任本馆管理员，馆内暂分保管、阅

览、陈列三部。

6,E120日 伪教育厅科员袁惠亭到本馆查看，布告各界收回本馆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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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6月29日 袁惠亭会同程仲宏前赴维持会、警察局点收所存古籍876种

及文庙祭品，运回本馆保存。

7月 组织图书古物审查委员会，聘于丹缓等7人为委员，皆为义务

职，审查本馆搜集的散佚图书，并拟购新书。

11月24日王献唐、屈万里、李义贵三人经过历时逾年，行程七千余

里的载书播迁，终将图书文物存放于四川乐山大佛寺天后宫中。

1 939年

3月 日伪政府拟修复本馆并建抱璧堂，提请省政第十九次会议审

批，照案通过。

5～9月 于海岳楼旧址改建抱璧堂。

9月19日 辛铸九(葆鼎)被伪政府任命为馆长。

9月25日重新对外开放。

9月 汉画堂、罗泉楼、古物陈列室等各处门窗安置齐全，普通阅览

室及报刊室实行开放阅览。

]oPl 20日 山东省公报第11期公布由9月29日省政第七十六次会议通

过的《山东省立图书馆整理委员会组织规则》，共12条。

12月20日 山东省立图书馆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并举行第一次会

议。

1 940年

3月28日 山东省立图书馆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议决选购图书、

金石等6件。

3月31日 《文教月刊》第l卷第3期载《山东省立图书馆委员会组织

规则》，并委员会名单、职员名单。

3月 伪教育厅派督学王惠如、指导员袁惠亭到馆整理前济南乡村师

范学校运送本馆收存的12箱书籍，该批书籍原寄存于本市洪家楼天主堂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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