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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罔蒂彷彷丈

广化寺京师图书馆馆址



中国国家因二百仿仿丈

上 1917 年 1 月 26 日京师图书馆在

方家胡同情址举行开馆仪式

下国子监商学京师图书馆馆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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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因二百仿仿丈

上居仁堂国主北平图书馆大门

下 1929 年 1 月 1 0 曰国主北平图书馆在居仁堂馆址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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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931 年 6 月 25 曰国主北平图书馆在文津街举行新馆落成典礼

下 文津街国主北平图书馆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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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南大街新馆正面和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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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南大街二期馆舍外景和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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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分时段记述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发展轨迹的章节体馆史。全书分为

十二时段，每个时段各自成章，彼拉街接。第一章自 1909 年 9 月至 1912 年 8 月，

记述清末在西学东渐、图新求变背景下，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一一京师医书馆初

创成立的经过。第二章自 1912 年 8 另至 1931 年 6 月，记述建馆初期的京师围书

馆两易馆名、三迁馆舍，在动荡的环境中艰苦创业的历程。第三章自 1931 年 6 月

至 1937 年 6 月，记述时名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中E盟家理书馆，兴建文津街馆舍后

全面发展的概况。第四章自 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记述抗战时期国立北平

图书馆馆务播迁、战时服务的史迹。第五章自 1945 年 8 月至 1949 年 1 丹，记述

国立北平理书馆光复吕迁后维持办馆的情况。第六章自 1949 年 1 月至 1958 年7

丹，记述人民政府接管国立北平图书键后，改名北京图书馆的中富国家望书馆获

得薪生的基本情况。第七章自 1958 年 7 月至 1960 年 11 月，记述下放北京市领

导期间北京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概况。第八章昌 1960 年 12 月至 1966 年 5 月，记

述自归文化部领导后北京图书馆全雷发展的情况。第九章自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记述"文革"期间北京图书馆事业遭受挫折，排除干扰，坚持基本业

务的情况。第十章自 1976 年 10 月至 1987 年 10 月，记述"文革"后北京图书馆拨

乱反正，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图书馆工作，恢复事业发展的经过。第十一章自 1987

年 10 A至 2∞3 年 12 丹，记述迁入白石桥新馆的北京图书馆，更名中国国家图书

馆，通过管理机制改革，推动事业快速发展的事迹。第十二章自 2∞4 年 1 月至

2∞9 年 2 月，记述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建设白石桥二期馆舍和国家数

字图书馆，跻身世界先进图书馆的情况。第十三章，是总结百年，提取精神，弘扬

雷图位良传统。全书反映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走过的百年历程，也反映了中国

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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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币lÌs book is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nd breaks down into twelve 

perio啦， each period being described in one chapter. Chapter 1 covers the period from September 

1掬9 to August 1912. 在lis chapter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Library -

predeces盹'r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astward permeation of 

Westem Leam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Chapter 2 d臼cribes the hardships the Metropolitan Libra巧

阔.w between August 1912 and June 1931 , during which the library underwent two renaming and three 

mo材ng events. Chapter 3 reports the over窑II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from June 

1931 to June 1937 after its new site 。在 Wenjin Street was constructed. 霄le fourth chapter covers the 

period from July 1937 10 August 1945 and chronicles the operation and services of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apter 5 repo出 the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丘。m August 1945 to January 1949 after it retumed to Peiping. Chapter 6 covers thεperiod 

from January 1949 to July 1958 and describes the new birth of Peking Library after the takeover of 

Peiping National Library hy the people's govemment. Chapter 7 hegins in July 1958 and ends in 

November 1959 and describes the Library's operatio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Peking Municipal 

Authority. Chapter 8 introduc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Peking Library from December 1960 to 

May 1966 after it retumed to the Minis位y of Culture. Chapter 9 covers the period from May 1966 to 

October 1976 ，也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chapter describes the operation of 

Peking Library under the severe interference of the public movement , and how it overcame the 

obstacles and managed to keep running at a b困ic level. Chapter 10 covers the period from October 

1976 to October 1987.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orde黯 were recovered out of 也e chaos , and 

Peking Libr在ry submitted a report t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 and resumed the normal 

development. Chapter 11 covers the period from October 1987 to Decemher 2'∞3 ， during which 

Peking Library was moved to the new premises at Baishiqiao and renamed as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rough reforms in the m缸泪gerial mechanism ，也e Library develops quickly. Chapter 12 

cover琶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4 to F ebruary 2:∞9 ， when the new cent田y brings to the N 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 new site as the Phase 11 program and the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by this moment , 

the Library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libraries in the world. The final chapter is a conclusion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百 for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book not only records the experiences 

ofthe Libr缸y during the p部t 1∞ ye缸s ， but also reflects the joumey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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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典籍大国。《尚书·多士》记载"锥殷

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距今 3∞0 多年苦的商代就产生了书籍D 中雷

在世界上首先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历代典籍浩瀚，这些典籍承载了

中华民族教特的思想体系，记载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维系了

中华文明的发展，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迭经天灾哉乱摧残，

但典籍如坦汩甘泉，始终滋养着中华文明这棵大树，使其焕发着勃勃生

机和活力。

在典籍传承中，国家藏书机构一直起着主导作渭 o <周礼·外史》

记载中央专设官员职掌三皇五帝之书和四方之志。传说老子曾担任周王

朝的守藏史，这可能是最早有关昌家菌书馆馆长的记述。从西汉起，历

代王朝兴盛时期，都把广搜天下遗书、校锥整理典籍、发布经典正本、

编寨大型书籍，作为"文治"之道。但珍贵典籍多藏于金匿石室，虽得

自于吴，却难为民用 c 一旦遭遇战乱兵焚，王赣崩溃，多年珍藏往往被

摧毁殆尽，发生难lV-弥补的灾难。

国家医书馆是中 E 由古代向现代社会转变时诞生的。 15 世纪中叶，

"文明之母"印尉术传到欧洲并广泛应用，书籍数量激增，有力促进了

"文艺复兴"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意味

着知识为少数人垄断的局面开始瓦解。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

坚船利炮敲开了中望大门，惊醒了一批有识之士G 他钉在向西方学习的

过程中，认识到图书馆的作用 G 林则徐《四满志上魏源《海匮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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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中都曾吁建图书馆口梁启超《波士顿之图

书馆与摄馆》一文，认为西方为启迪民智商普遍开办的围书馆，成为学

校教育的有效补充，开辟了没有学年限制的永久课堂。 20 世纪初，嚣内

兴起创办新m围书信的浪潮，张之洞、罗振玉在京师，庞鸿书在湖南，

徐世昌在东北，袁树勋在山东，宝蒙在山西，增握在茹江，叶尔也在云

南，一些绅士在安徽，都倡议建立公藏菌书馆。

1909 年 9 丹 9 EI ，清政府批准张之濡《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结折》

中关于调拨文津阁《西库全书》并避暑山庄各殿座陈设书籍，在德胜门

内净业湖南北修建图书馆的建议，林志着国家围书馆的前身京部圈书馆

正式筹建o 1916 年，教育部伤京师图书馆，凡在内务部登记的出版盟书

均交一份入京师理书馆度藏，从南开启了京师盟书馆接受图书缴送的历

史，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开始体现。

早在罗振玉《京 g草创设图书信私议》中就指出"方今欧、美、自

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此事亟应由学部倡

率，先规划京翔之匪书馆，而挂之各省会。" 1909 年《学部奏拟定京师

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中更是明确规定，"京师图书馆业经亘部奏

明开办，各省图书结本须依限于宣统二年一律设立"，并规划了二十条

通行章程，费确菌书馆的宗旨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各项学专家

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民考证之用"。从此，大型公藏图书馆在中型正

式诞生。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民族迈向现代的一个标志。

雨先期建立的京!席团书馆作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国立图书馆，对近代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百年来，国家器书馆的荣辱兴衰与国家的命运息息关联。北洋政府

统治时期，社会动荡，馆址屡经变动，藏品灾损堪虞。馆舍先从什杀ù海

广化寺迁方家胡同前国子监甫学，又迁中南海居仁堂。 1928 年，京师图

书馆更名为富立北平图书馆后，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

合国立北平菌书馆和北平北海图书馆为一体，仍用吕立北平图书馆之

名。 1931 年，文津街薪厦落成，建筑采用欧美最新材料与结椅，形式仿

中国宫殿之 18貌，书库可容书 50 万册，民芫室可容 2∞余人，成为当

时全国最先进的国书馆。但就在开馆的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2 



序言

日本加抉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o 1935 年起，国立北平图书馆被迫将部分珍

贵馆藏南运上海等地避劫。 1937 年卢沟桥事变活，日军全西侵华，国立

北平型书馆沦入吕伪之手。 a 本文化特务机构兴豆院新羁宪兵闯入馆

中，拿走全部钥匙，接管医书馆。国难之痛，至此尤显 o 1945 年光复

后，又经历三年内哉，直到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型书馆才

由鬓人民手中，结束了 40 年多灾多难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北

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在原地扩建书库，并先后新建三栋附属

楼，总面积 3.4 万平方米。由于馆藏增长迅速，政府先后拨借故宫禅武

门城楼、故宫西路寿安宫、裆林寺等地储存罢书，暂解藏书燃眉之急。

1973 年 10 JJ 29 日，周恩来总理搓示另选址建立新馆。 1980 年 5 月 26

日，中央书记处第 23 次会议听取馆长刘季平关于理书馆工作的汇报， 6 

月 1 a 发出《中央会议决定事项通知)，指出北京医书馆新馆"按原来

周总理批准的方案列入国家计划，由北京市负责筹建，请万里同志抓这

件事"0 1983 年 9 JJ 23 a ，新馆在风景秀丽的紫传院公园长河北岸破土
动工。邓小平同志在百忙中为北京图书馆题写馆名。 1987 年 7 月 25 日

新馆落成， 10 月开馆接待读者。新馆建成后，北京图书馆馆舍总亘表达

17 万多平方米，在当时世界上排名第四位。 1998 年 12 JJ 12 日，北京菌
书信正式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江泽民同志题写馆名。 2∞8 年 6 月，国家

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国家数字型书馆工程竣工， 9 丹 9 自开馆。目前，国

家圈书馆总亩积达 25 万多平方米，成为亚洲第一大图书馆，位列世界

第三，为未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图藏书主要是靠国家拨交、藏书家捐嬉、馆员努力购求和出版单

位缴送c 京~哥图书馆建立之裙，政府即调拨清内黯大库、翰林院和圈子

监南学藏书，以及承德、文津民《四库全书上敦煌劫余遗书等珍贵文献。

北平和平解放后， 1949 年 4 月，由八路军拾救并保护下来的全部《赵城

金藏》串河北涉县运至吕立北平图书馆，成为人民政蔚正式拨交的文献

之一。新中望成立后，国家加大了对北京图书馆的支持力度。郑援锋和

王冶秋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期间，制定文物拴救法规，从疫纸厂抢救四

大量珍贵文献，将各地文保单位藏书调拨北圈。 1955 年和 1965 年，在

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和支持下，两度从香港瘸藏肆清华 18 藏珍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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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2∞4 年，又实现了第三批陈清华海外遗珍的自归。通过中央政府协

调，还实现了《示乐大典》等珍籍从前苏联、前民主德国的回归。在国

家图书馆发展史上，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岁丹，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有

众多有识之士为国家文化事业努力拼搏。社会各界支持E家文化事业的

无私无偿揭蹭延续至今，如傅增溜捐献了双鉴楼藏书的精华:张元济代

表商务~书馆揭赠了 21 册《永乐大典> ;周叔夜无偿捐赠了 4∞多部宋

元善本:郑撮锋一生枝藏的 10 万册珍贵藏书全部捐献给自家图书馆:

许广平捐嬉了鲁迅的全部书稿:郭沫若、色金、傅雷、吴啥等也捐献了

吉己的手稿。梁启超担任馆长的北京围书馆，首创寄存制度，号召社会

贤达、藏书家将书籍寄存图书馆，为民众所共享，他身体力行，遗嘱将

自己的藏书永久寄存在馆里。新中国成立后，梁启超家人又捐瞎了家藏

的大量书稿和金石碑性。国家图书结员工也不遗余力地努力采访各类文

献，古籍善本、名家手稿、新善本、外文善本、金石拓本、翼地围、少

数民族语文古籍、地方志和家谱、民国文献、博项士论文等都形成了特

色专藏。国家图书馆所享有的缴送制度，数十年来有效提高了馆藏数

量c 在国家菌书馆，前 40 年积累藏书总量不过 140 万册(件) ，南到

2∞8 年底，藏书总量已达到 27∞万册〈件) ，接身世界第五位c 髓着现

代技术的发展，国家因书馆还积累了超过 250TB 的数字文献，其中自建

资源达到 120TB o

国家图书馆先后有缪茎孙、江瀚、麦曾估、马叙伦、陈垣、梁启

超、蔡元培、袁同礼、冯仲云、了百林、刘季平、任继愈等知名学者和

行政领导相继出任信长，他11'1不仅在事业上各有建树，还医结了一批社

会贤达共襄馆务，并且由他11'1培养或任用了一就又一批的图书馆人才。

向达、王重民、刘国钧、严文帮、手占楷第、谢E祯、贺昌群、王庸、汪

长炳、李芳霞、谭其嚷、赵万里、杨殿萄、张秀民等等，都是从国家图

书馆成长起来的知名学者。还有一代代默默奉献的普通员工，他们立志

岗位成才，恪尽职责，甘为人梯，爱岗敬业，求实创新，支撑起国家图

书馆这座知识大厦，也形成了贯穿百年的圈圈文臆c 改革开放到年来，

国家图书馆大胆开拓，锐意改革，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同时承捏着

送书下乡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家数字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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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馆工程等多项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G

以史明志，鉴往知今。在自家望书信百年诞隶之际，这本馆史的出

版，使我们自颜其百年发展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历史责任，理清

工作思路，礁定发展方向;激励我们以更加超前的理念、更加先进的技

术、更加刻苦的精神、更加扎实的作风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思务，为

推动国家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c

文化部副部长 ß\吞了?
2009 年 8 另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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