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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百年历史阶段划分之我见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 ing of the 20 th cen tu ry, the developm en t

of lib rary science in Ch ina has had 3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from the be2
ginn ing of the 20th cen tu ry to the foundat ion of the Peop le’s R epub lic in

1949, there w as a tran sfo rm at ion from ancien t lib raries in to modern li2
b raries; in the second stage, from 1949 to 1978, there w as a fu rther devel2
opm en t; the th ird stage, from 1978 to the p resen t, is the best period of Ch i2
nese lib rarian sh ip , w hen num ber of variou s k inds of lib raries increases

rap id ly, and lib raries are develop ing tow ards modern isa t ion, au tom at ion

and netw o rk ing. 1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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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 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 回顾一下中

国图书馆事业百年来走过的历程, 我们都有一

种共同的感觉: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一条不断开

拓、向前的路。100 年来, 中国图书馆事业始终

处于生生不息的继承发展之中, 它所奠定的基

础, 为图书馆事业 21 世纪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

前提,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研究中国图书馆

事业百年史的目的, 正是探索中国图书馆事业

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发展、变化与转变过程,

从而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为此, 我们

正在组织力量编写一部《中国图书馆百年发展

史纲》。如何划分中国图书馆百年发展史的历史

阶段? 笔者认为, 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图书馆事

业经历了如下 3 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第一个历史阶段。从 20 世纪初至新中国

成立前, 中国图书馆事业经历了从古代藏书楼

到近代图书馆的根本性的历史转变。这个成果

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号角下取得的。五四

运动和辛亥革命唤起了中国民众的觉醒, 在西

方资产阶级民主文化的影响下, 国外图书馆的

先进办馆思想开始传入中国。1904 年, 以“图书

馆”命名的公共图书馆在湖南诞生, 而后京师图

书馆、江南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相继成立,

掀起了我国历史上兴办近代图书馆的热潮。在

中国历史上曾延续2000 多年的古代藏书楼, 尽

管它曾扮演过保存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角色,

终因它对藏书严加禁锢, 不对社会开放而受到

西方图书馆管理思想的冲击, 而无可挽回地被

时代抛弃了。

近代图书馆比古代藏书楼有着无与伦比的

进步: (1)在图书采集的范围上, 它不仅收藏古

代典籍, 更注重订购各类新书和报刊; (2) 在服

务对象上, 由供贵族阶层和少数知识分子阅读

转向社会大众开放; (3) 从图书馆功能上看, 古

代藏书楼以收藏为主, 重藏轻用, 近代图书馆则

是以用为主, 藏是为了用, 图书馆已成为传播科

学文化知识的基地, 社会教育的课堂; (4) 由于

新技术的应用, 图书馆管理方法更为科学先进,

也从封闭走向开放, 因此它作为一种文化机构

已对社会具有比古代藏书楼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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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阶段, 社会动荡也给图书馆事业发

展带来许多困难和不利因素, 尤其是战乱, 对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破坏更大。1936 年, 全国图书馆

曾高达 5196 所,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的 1943 年,

由于战争的破坏, 中国的图书馆数量已经下降到

不足 1000 所。解放前夕, 全国图书馆仅存 391

所。历史又一次向我们证明, 社会不安定, 包括图

书馆在内的一切文化事业无从谈发展。

第二个历史阶段。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到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止。这

一历史阶段,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通过对旧中国

图书馆事业的继承与改造, 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仅以图书馆发展数量为例, 解放前夕至1979 年

底, 全国县以上的公共图书馆由 55 所发展到

1651 所; 高等院校图书馆由建国初期的 133 所

增至 670 所; 中国科学院系统所属图书馆由建

国初期的 17 所发展到 150 多所。这 30 年, 中

国图书馆事业如果没有“十年浩劫”和极“左”路

线的干扰, 将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图书馆事业走上了新

的征途, 通过自身探索和向前苏联学习, 在办馆

理念上与旧中国图书馆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图书馆事业是党领

导下的事业, 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馆方向, 走

社会主义的办馆道路; (2)必须确认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图书馆一切工作的指导思

想, 党性原则是图书馆事业组织的基本原则;

(3)图书馆是党的宣传教育阵地, 它必须将宣传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

首位; (4)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由国家通过各级主

管部门集中管理, 必须在国家全面规划、统筹安

排下有计划地建设与发展; (5)图书馆必须贯彻

党的“二为”方针, 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

务的宗旨。上述办馆理念, 在今天看来, 尽管对

社会主义图书馆的办馆道路曾作过有益的探

索, 提供了可供历史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为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但也有

许多地方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反思。

回忆这 30 年难以忘却的岁月, 图书馆这

所知识的殿堂曾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 许多

原本可以让读者借阅的书籍也被打入“冷宫”,

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 他们被

剥夺了利用书刊的权利。在办馆指导思想上, 我

们曾把前苏联图书馆学理论当成教条照搬照

抄, 而对西方图书馆学一概视为“资产阶级图书

馆学”而拒之门外。凡此种种, 都使我国图书馆

事业发展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这一时期的历

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 1978 年直到现在, 这

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历

史上发展得最好的时期。据统计, 1996 年底, 我

国县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已从 1980 年的 1200

所上升到 2615 所。高等院校图书馆从 1979 年

的 670 所上升到 1000 多所。科学研究系统中

型以上的图书馆已从 1979 年的 150 多所上升

到 8000 多所。1980 年, 全国图书馆经费只有

6000 多万元, 1995 年达到了 7. 4 亿元, 平均每

年增长 20%。1980 年以前, 全国省级图书馆新

建馆舍总面积不过 2 万平方米, 改革开放至今,

全国所有省级馆都新建或扩建了馆舍, 新建扩

建部分每个馆都超过了 2 万平方米。新建的北

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已成为国际上为数不多

的超大型图书馆, 为海内外所瞩目。事实说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取得的成

就是巨大的, 图书馆事业已进入了我国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发展好时期。

这 20 年, 图书馆之所以能迅猛发展, 取得

新的突破, 取得显著成绩, 主要原因是党的改革

开放路线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

极好机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

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图书馆也顺应历史潮流, 适时地将工作重心转

移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

1980 年 5 月 26 日中央书记处第 23 次会议通

过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 明确提出今后图

书馆要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路

线和政治路线, 专心致志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为

“四化”建设多做贡献。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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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 充分发挥图书馆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的重要作用。1987 年 3 月 20 日, 中央宣传部、

文化部、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的“关于

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 强调了发展图

书馆事业是一项不可少的重要的智力投资, 有

力地推进了图书馆事业的新发展。在事业建设

上, 这几年我们坚持以大带小、分层推进的方

针, 重点建设一批大、中型图书馆, 同时带动发

展城乡小型图书馆。乡镇图书馆和家庭读书活

动的兴起, 更使人们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广大

农村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之路。在图书馆现代化

建设中, 各级图书馆不仅能自身应用计算机实

现各业务环节的自动化管理, 而且还在实施全

国性的“金图工程”计划, 促使图书馆现代化向

更高层次的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现在全国

大约已有1ö3 的大、中型图书馆上了因特网, 部

分图书馆还建设了一些数据库。由此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 20 年, 我国图书馆事业显示

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其发展速度在我国图书

馆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20 年我国图书馆

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已引起国际图书馆界的关

注, 1996 年第 62 届国际图联大会在中国成功

地举办就是有力证明。

百年巨变, 使人们得出如下的结论: (1) 一

个世纪以来, 中国图书馆在前进道路上虽多次

灾难降临, 图书资料几经劫难、毁坏, 但都没有

能阻挡我们事业的前进; (2) 国家稳定, 经济繁

荣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前提与条件。我国图书

馆事业发展得好的时期, 大凡都是处在国家繁

荣昌盛, 社会安定的太平盛世; (3) 中国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影响。 20 世纪

初, 近代图书馆运动的兴起, 建国初期前苏联图

书馆模式的导入, 近 20 年中国图书馆向现代化

图馆书转型, 无一不是受国外图书馆理论和技

术的影响; (4)图书馆从业人员是推动图书馆事

业发展的基本动力。100 年来, 我国图书馆事业

的精英沈祖荣、王重民、刘国钧、杜定友、蒋复

璁、汪长炳、钱亚新等人, 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 对推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都曾作出过

贡献。人是事业的真正创造者, 我国图书馆从业

人员, 用智慧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谱写出我国

图书馆事业的百年历史; (5)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新技术的应用, 也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断注

入新的活力。从书本式目录到卡片式目录, 进而

到今天的机读目录, 科学技术发展促使了图书

馆工作方式的变革, 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图书馆

工作方式向更高方向发展; (6) 善于抓住机遇,

促使图书馆事业乘势而上。这 20 年, 我们抓住

了全党将工作重心向经济转移、推进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科教兴国、“四个现代化”

建设等重要历史机遇, 抓住了国际图联在中国

召开第 62 届大会的历史机遇, 坚持改革开放和

发展的方针, 争取政府和社会对图书馆更多的

认同和支持,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 (7)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能离开中国

的国情。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 有着 12 亿人口

的发展中国家, 图书馆事业底子薄, 起步晚, 地

区间、城乡间、不同行业间图书馆事业发展存在

着较大的不平衡性, 不同类型图书馆的分布、文

献资源的收藏、读者群落都较复杂, 条条块块之

间如何整合, 文献资源如何进行整体化建设等

等, 都是我们研究的“国情”。不了解国情, 不从

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是难以找到中国图书馆

事业发展之路的。

本文对我国图书馆百年发展史三个历史阶

段的划分, 以及从中归纳出的初步结论, 只是笔

者的一孔之见, 不一定准确得当, 意在抛砖引

玉, 以期就此类问题在图书馆界同行中引起讨

论和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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