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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百年沿革与传承

李致忠

摘摇 要摇 2009 年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诞辰。 百年来,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主要从馆名、馆
舍、缴送制度、藏书建设和服务能力诸方面进行梳理回顾以作纪念。 参考文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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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09 年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华诞。 探寻

百年来国图发展的轨迹,大体呈现出前 40 年和

后 60 年的阶段性,而后 60 年中又表现出前 30
年和后 30 年的明显差异。 前 40 年,社会动荡,
政权迭更,战争连年,山河破碎,纲坠国殇,国图

只能在夹缝中苟延残喘;后 60 年中的前 30 年,
发展虽然不算很快,但进展平稳,脚步扎实;后
60 年中的后 30 年,伴随国家的改革开放,国图

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跻
身于世界国家图书馆的先进行列。 站在国图百

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其百年的发展,理顺其百

年的沿革传承,令人思绪万千,心情激越。

1摇 馆名的沿革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名京师图书馆,创建于

清宣统元年(1909)9 月 9 日。 16 年后馆名始发

生变化。
1900 年 8 月 14 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

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 这一年是中国干

支纪年的庚子,故称“庚子之乱冶。 翌年,即 1901
年 9 月 7 日,美、英、法、德、意、日、俄、奥等 11 国

强迫清政府与他们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
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向各国赔偿“战争损失冶4. 5

亿多两海关银,分 39 年偿清,年息 4 厘,本息合

计 9 亿 8 千 2 百多万两银,史称“庚子赔款冶。
然列强并不满足,故于条约签订后,各国都虚报

战争损失,索要赔款总额高达 4. 6 亿多两银,比
条约规定的 4. 5 亿两多出 1000 余万两。 并在如

何分配赔款问题上,列强纷争,多次谈判。 美国

政府则从刚确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出发,强
调“更多的优惠和行政改革要比大量的金钱赔

偿更合乎需要冶,因此,不但表示愿意按比例削

减赔款数额,还多次指示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说

服其他列强,在将各国的赔款总额削减至 4. 5 亿

两之后,美国愿意做出进一步削减,同时也希望

其他各国按比例削减,但未得到其他列强的响

应。 美国游说失败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

翰和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柔克义便开始考虑率

先由美国单独退还庚款中虚报、高报的部分,想
用实际行动促使其他列强一同退还。 1908 年 5
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议案,授权美

国总统退还中国部分庚款。 12 月 14 日美国总

统发布退款令,12 月 31 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

通知清政府,退还部分赔款。 此次退款是从

1904 年 1 月算起美国摊得庚款多余的 1078 万

美元,本息合计 2892. 2 万美元。 这是美国退还

的第一笔庚款。 1924 年 5 月,美国国会参、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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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再次通过议案,决定将从 1917 年 10 月算起的

庚款余款 1254. 5 万美元全部退还,此为美国的

第二笔退款。 两次总计为 4146. 7 万美元。
美国既率先退还部分庚款,其用向当然要

贯彻美国政府的意图。 1907 年 12 月 3 日,罗斯

福在为争取国会支持退还部分庚款而写给国会

的报告中表示:“我们这个国家应在中国人的教

育方面给予十分实际的帮助,以便中国这个幅

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逐渐适应现代形势。
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鼓励中国学生

来我们这个国家,吸引他们在我们的大学和高

等教育机构里就学。冶可知早在美国退还部分庚

款之前,已经确定了庚款退还后的使用方向。
美国最初退还的部分庚款,都委托美国在华

之花旗银行进行管理。 按照前边所约“先赔后

退冶的办法,清政府每年要先将该赔付的庚款,汇
入美国在华的花旗银行,经该行理收后,再由它

按照美国政府的旨意进行退还,而中国政府收到

“退款冶后,又被限定存储在花旗银行的一个账户

(后被习称为“清华基金冶)。 1924 年 5 月,美国

退还第二笔庚款。 为保证退款不被中国政府纳

入国库,经美国国务院同意,要求中国特设一个

机构来进行管理,名称就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会冶,也称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冶(以下简

称中基会)。 中基会于 1924 年 10 月 1 日正式成

立。 1925 年 6 月 2 日至 4 日,中基会在天津裕中

饭店举行会议,会上通过了美国退还庚款当以

“(1)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形之

应用,其道在增加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试验与

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2)促进有永久性质

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冶 [1]两项决议案。
为贯彻上述第二项决议案,1925 年 10 月 22

日,中基会与中国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

“国立京师图书馆冶。 11 月 26 日,教育部下达第

206 号令,谓“原设方家胡同之京师图书馆,应改

为‘国立京师图书馆爷,暂移北海地方。冶 [2] 127 - 129

12 月 2 日,教育部训令第 313 号又谓:“此次本

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协商,组织国立

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将该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

书馆爷,并经派定委员在案。 现经本部函聘梁启

超为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

合亟令行该馆,仰即遵照可也。 此令。冶 [3]1 - 6 这

是京师图书馆馆名的第一次变更,即在“京师图

书馆冶之前加上了“国立冶二字。
1925 年 10 月 22 日,中基会与中国教育部合办

国立京师图书馆议决并签契约。 契约规定:“馆中

经费分两种:‘(一)临时费,为一百万元,供开办时

建筑、设备及购置书籍之用,由董事会完全担任,分
四年支出。 (二)经常费,第一年度内暂定为每月

五千元,由董事会与教育部各任其半爷。冶“旋即于

11 月依约成立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订定委员

会章程,聘定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袁同礼

为图书部主任。 并租定北海公园内之庆宵楼、悦心

殿、静憩轩、善安殿一带房屋;拨京师图书馆原有职

员之一部,组织国立京师图书馆筹备处。冶[2]137 -139

这些举措表明中基会与教育部合办“国立京师图书

馆冶之初进展十分顺利。 契约中明文规定,教育部

只需支付图书馆日常费用两千五百元,应该说这样

的契约大概已经考虑了中国彼时的经济社会状况,
似无难为教育部之意。 然彼时中国军阀混战,国无

宁日,国库空虚,连每月两千五百元的日常经费也

拿不出来,无法履约。 故于1926 年1 月13 日,中基

会致函中国教育部,要求履行《合办国立京师图书

馆契约》。 1 月 26 日,教育部正式复函中基会,曰:
“因国库支绌,难于履约。冶[2]137 -139中基会于1926 年

2 月 24 日再次致函教育部,“正式声明在教育部未

能履行契约规定条件以前,应即暂缓实行契

约。冶[3]142 -143“而原定计划中之图书馆,则暂由董事

会独立进行,并改名为北京图书馆。 所有原定之临

时费一百万元,仍分四年支付。 并聘梁、李二君为

正、副馆长,袁君为图书部主任。 又由董事会派委

员五人,组织北京图书馆委员会,以为管理机构。
本馆遂于十五年(1926)三月一日成立。冶[3]1 -6此为

“北京图书馆冶名称之所由来,也是梁启超、李四光

又任北京图书馆正、副馆长的由来。 可知“北京图

书馆冶名称的第一次出现,是由中基会擅改“国立

京师图书馆冶之名而来,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

“北京图书馆冶之名有本质的区别。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8 年 5 月,

北京政府解体,由南京国民政府接管。 6 月 21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改北京为北平,北
平、天津为特别市。 7 月 18 日,南京大学院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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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图书馆,谓“旧京师图书馆奉中央命令改为

北平图书馆[2]218冶。 7 月 24 日,南京大学院又通

知京馆“京师图书馆应改为北平图书馆,属大学

院。冶 [2]229这样,京师图书馆又改名为“北平图书

馆冶了。 而中基会独办的“北京图书馆冶亦不得

再行用“北京冶之名,而只好于是年 10 月改名为

“北平北海图书馆冶。 这是“北平图书馆冶及“北
平北海图书馆冶名称的由来。

1929 年 6 月,中基会在天津举行第五届年会,
会议议决接受当时中国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的提议,
继续执行前北京教育部与中基会合办国立京师图

书馆的契约,将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

组,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冶。 但在谁合并谁的问

题上,又几经周折,后经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陈

垣等人的据理力争,始将中基会之“北平北海图书

馆冶向“北平图书馆冶合并,称为“国立北平图书

馆冶。 此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冶名称的由来。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 9 月,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决议改北平为北

京,并定都于此。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改“国立北平图书馆冶为“北京图书馆冶。
这个“北京图书馆冶,与 1926 年中基会独自改

“国立京师图书馆冶为“北京图书馆冶的那个馆,
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本质上的差别。 说它有

一定的联系,是因为中基会的那个“北京图书

馆冶后来改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冶,1929 年“北
平北海图书馆冶又与“北平图书馆冶合组而成为

“国立北平图书馆冶;而建国后的“北京图书馆冶
是改“国立北平图书馆冶而来,故其中含有中基

会之“北京图书馆冶的影子,但本质有别。
1999 年,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在是年

9 月 9 日 90 周年馆庆时举行揭牌仪式,正式更

改“北京图书馆冶的馆名:对内称“国家图书馆冶,
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出席揭牌

仪式并讲话,热烈祝贺国家图书馆 90 年的发展

和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2摇 馆舍的沿革

1909 年虽经晚清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了京师

图书馆,亦曾计划在北京德胜门内净业湖南北一

带辟建新的馆舍,但中经辛亥鼎革,事遂中辍。
1912 年民国政府成立,京师图书馆归教育部领

属。 经过一番考察,是年 8 月 27 日始在今什刹海

东北隅的广化寺开馆。 此为国家图书馆最早的

馆舍。 可是开馆不足两个月,即同年 10 月,教育

部又“部议本馆馆址湫隘卑湿,不宜存贮图书,拟
更诸爽闿者,以谋永久。冶 [4]并于翌年派本部社会

教育司“佥事周树人、沈彭年、齐宗政,主事胡朝

梁、戴克让前往,会同该馆馆员王懋镕、乔曾劬、
秦锡纯、雷渝、王悳醇、杨承煦,迅将收藏图书,按
照目录检查,装箱封存。 其存款、帐册,亦应逐一

清理,悉交周树人等接收报部。 该馆人员务宜交

代清楚,以便迁移,听候改组。冶 [2]54 -55此表明在广

化寺开馆一年多一点,又闭馆待迁。
既然广化寺不宜开办图书馆,就要另谋他

处以开之。 经过鲁迅等人将近五年的努力,到
1917 年 1 月 26 日才又在安定门里方家胡同原

清代国子监南学旧址开馆。 此为国家图书馆历

史上的第二处馆舍。
清乾隆二年(1737),刑部尚书孙嘉淦掌管国

子监事,因国子监原有号房损坏,无法住人,便奏

请将国子监以南也就是方家胡同的官房,让给国

子监助教及肄业诸生居住,这就是所谓的南学,
也称为南监。 以后经嘉庆、道光、同治,至光绪二

年时学生最多,共 60 名。 但因为管理不善,入南

学的人越来越少。 同时,“贡生冶又可以花钱捐

纳,这样,南监事实上就停办了。 国子监南学馆

舍总计房屋 119 间,较广化寺宽敞得多,地势也不

低洼潮湿,作为图书馆馆舍并无不可。 但四周民

户杂居,火灾隐患较大,并不利于消防。
京师图书馆在国子监南学办馆 12 年,仍不

断遭到批评。 批评的焦点是认为此地偏居北京

东北一隅,交通不便,读者寥寥。 故到 1928 年

10 月又将方家胡同馆南学舍改为京师图书馆分

馆,而本馆则搬到了中南海居仁堂,于 1929 年 2
月重行开馆。

居仁堂原名海宴楼,是庚子年慈禧从西安

回北京后所建,专为招待女宾之用。 门外陈列

十二生肖兽首人身像。 1911 年,袁世凯曾在此

殿恫吓隆裕,迫使清帝逊位。 袁世凯窃取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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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职位后在此办公,于是将该殿改名为居仁堂。
1915 年 12 月 13 日,袁世凯在此殿做复辟登基

准备,受百官朝贺,因而又改总统府为新华宫。
冯国璋执政时,又把居仁堂改做家属住宅,堂门

改名为宝光门。 居仁堂后有福昌殿、延寿斋、福
寿轩、延庆楼、福禄居等建筑。 曹锟时在延庆楼

办公,在福禄居会客,居仁堂、延寿斋、福寿轩等

处则成了他妻妾们的住房。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

发后,1924 年 11 月 2 日,曹锟辞职,被冯玉祥软

禁在延庆楼。 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在居仁堂

办公。 此为国家图书馆的第三处馆舍。
中基会成立后,1925 年与教育部签订契约,

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 契约中规定两项费用,
其中临时费为 100 万美元,供馆舍建筑、设备及

购置书籍之用,由董事会完全负担,分四年支

出。 后因日常费用教育部不能履约,终止了合

同,但临时费用并未改变。 中基会与教育部商

办契约之初,曾择定北海公园西墙外御马圈空

地,与养蜂夹道迤西之公府操场为新馆地址。
该地本属官有,故契约原有无偿拨用之规定。
其后契约既未实行,乃由中基会出资 2 万元,购
定御马圈空地,先行筹备,委托北平长老会建筑

师丁恩氏( S. M. Dean) 丈量基地,拟绘设计草

图。 至征募图案之事,则托协和医院建筑师安

那氏(C. W. Anner)主持进行。 安那氏参酌美国

建筑学会前例,拟订征募条例十八条,经图书馆

委员会议决后,公布征集。 1927 年 3 月,收到图

案共计 17 份,全部装箱,邮寄美国建筑学会审查

评定。 是年 8 月,接到该会电告,莫律兰氏

(V. Leth鄄moller)获膺首选,遂照条例聘为建筑工

程师,而以获第四奖之安那氏充监督工程师

任务。
1928 年 9 月 5 日,天津复新建筑公司中标承

建新馆,17 日举行破土仪式。 1929 年 5 月 11 日

新馆建筑举行奠基仪式。 1931 年 5 月 20 日,北
平馆呈文教育部报告新馆落成。 “该馆以绿瓦红

墙围绕,正门为三间琉璃门座式,体量高大,气势

宏伟。 门内庭院开阔,环境疏朗,主楼前矗立石

碑、华表、石狮(由圆明园安佑宫迁来),增强了庭

院环境气派。 主楼二层带前廊,配楼一层,楼间

连以平顶连廊,书库在主楼后部,各楼均有地下

层。 造型仿自清宫式大殿楼阁,绿琉璃庑殿顶,
汉白玉须弥座石栏杆,半拱梁枋施青绿彩画,柱
身也漆绿色(仿自故宫文渊阁)。 比例端庄,色调

雅致,总体权衡与细部做法基本合乎则例,是此

类设计中比较成功的一座。冶 [5]这是张复合《北京

近代建筑史》一书对文津街老馆的评价。 1931 年

6 月 25 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文津街新馆举行开

馆典礼。 是日教育部等机关官员、国内外学术单

位代表、名流学者、社会贤达,以及各国驻华公使

两千多人前来参加开馆仪式。 蔡元培馆长专程

从上海赶到北平,主持开馆典礼,并致开幕词。
教育部代表蒋梦麟、中基会代表任鸿隽等贵宾也

分别致辞,表示热烈祝贺。 袁同礼副馆长致答

辞。 仪式后,全体与会人员进楼参观,而后是社

会公众参观,前后持续 4 天,达 1 万多人,盛况空

前,轰动一时。 这是国家图书馆建馆以来第一次

有了专门的馆舍,它是当时北平地标性的建筑之

一,不但国图人感到由衷的高兴,图书馆界同人

也为之欢呼。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图发展很快,虽然在原

地又扩建了书库,并先后新建了三栋小楼,但总

计不过 3. 4 万平方米,与书刊增长速度不成比

例。 书刊无处收藏,就由政府先后拨借神武门

楼、北海松坡图书馆、故宫西路寿安宫、柏林寺、
甘水桥皮肤病研究所及其门诊楼等,作为北京

图书馆的临时藏书之地。 但书分多处,管理不

便,阅览不宜,加之周围环境复杂,更构成了安

全威胁,故国家图书馆一直想在文津街老馆院

内进行扩建。
1973 年 10 月 29 日,当国家图书馆老馆扩

建计划呈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时,总理看了北

图的扩建计划和模型以后指示说:“只盖一栋房

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

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冶 [6]

但那时还在“文革冶当中,无法落实总理指示。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

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国力不断增

强,才有了为国家图书馆建设新馆的可能。
1980 年 5 月 26 日,中央书记处第 23 次会议

听取了馆长刘季平关于图书馆的工作汇报。 6
月 1 日发出《中央会议决定事项通知》,指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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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建北京图书馆问题,会议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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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 [7] 其后经过一系列

的筹划和准备,到 1983 年 9 月 23 日下午,新馆

在风景秀丽的紫竹院公园长河北岸破土动工。
同时,邓小平同志也在百忙中为北京图书馆题

写了馆名。 1987 年 7 月 25 日新馆落成,10 月开

馆接待读者。 新馆总建筑面积达 14 万多平方

米,设有 3000 个阅览座位,可容纳 2000 万册

(件)藏书。 这样,连同文津街老馆 3 万多平方

米,国家图书馆就拥有了 17 万多平方米的馆舍,
在当时排名世界第二位。 这是国家图书馆在馆

舍建设方面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国图人的

夙愿。
2001 年,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国家数字

图书馆工程获准立项。 2004 年 12 月 28 日举行

了奠基仪式。 该工程设计总建筑面积 8. 0353 万

多平方米,国家总投资 12. 35 亿元人民币,目标

是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中文文献收藏中心、中文

数字资源基地和国内最先进的信息网络基地。
工程于 2008 年 6 月竣工,是年 9 月 9 日开馆。
国家图书馆又新增 2900 个阅览座位,每日可再

增加接待读者 8000 人次。 这样,国家图书馆就

拥有了 25 万多平方米的专门馆舍,成为亚洲第

一大图书馆,排在世界第三位。
从 1909 年到 1987 年,时间长达 78 年,国图

积累自己拥有产权的馆舍面积只有 3. 4 万平方

米,平均每年增加不到 436 平方米。 而从 1987
年至 2008 年的 21 年间,馆舍面积就猛增 22 万

多平方米,平均每年增加 1. 1 万平方米,是前 78
年每年净增量的 25 倍多。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三

十年国力增强的有力表现,是国家在文化建设

方面大力投入的有力证明,是掀起文化建设新

高潮的坚实基础。

3摇 缴送制度的承传

1916 年 3 月 6 日,教育部片奏北洋政府,要
求饬下内务部,凡立案出版之图书请该部分送

京师图书馆庋藏。 片奏称:“查国立图书馆为一

国图书渊府,网罗宜广,规制务宏,非并纳兼收,

无以极坟典之大观,供士民之搜讨。 今世欧、
美、日本各国图书馆所藏卷帙,皆多至以亿万

计。 京师图书馆现藏旧籍尚称富有,自应益求

美备,广事搜罗,以验社会与时进化之几,而彰

一国文物声明之盛。 惟是时贤新著,海内名篇,
辄以鸠聚为难,不免珠遗之憾。 查英、法各国出

版法中均规定,全国出版图书依据出版法报官

署立案者,应以一部送赠国立图书馆庋藏。 日

本自明治八年设立帝国图书馆后,亦采用此制。
法良意美,莫尚于兹。 京师图书馆正在筹备进

行,似可仿行此制。 拟请饬下内务部,以后全国

出版图书依据出版法报部立案者,均令以一部

送京师图书馆庋藏,以重典策而光文治,似于教

育政化裨益匪浅。 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具陈,伏
乞圣鉴。 谨奏。冶教育部片奏送呈之后,北洋政

府“政事堂奉批,令交内务部查照办理。 此令。
洪宪元年三月八日。冶 [8]这是京师图书馆接受国

内出版物缴送的开端,也由此确立了中国图书

出版缴送的最初制度,亦进一步确立了京师图

书馆乃国家图书馆的明确地位。
1929 年 10 月 14 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

会呈文教育部转咨内政部,要求内政部修订《著
作权法实施细则》时,增加新出版图书寄存平馆

条款:“查民国五年三月由前教育部陈明政府,
凡新出版之图书依据按照出版法报部立案者,
应以一部呈缴国立图书馆庋藏,通令照办在案。
惟行之未久,遂等具文。 十六年十二月,前大学

院曾颁新出图书呈缴条例,十七年六月重申前

令。 现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改组伊始,旧藏卷帙

尚称富有,新刊图籍尚待收罗,自应接受此项呈

缴图书,以供阅览而广文化。 拟请通令全国出

版机关依例照办,并请转咨内政部修订《著作权

法实施细则》,凡新出版之图书应以一部寄存本

馆为必须条例。冶 [2]3111930 年 1 月,教育部函告

国立北平图书馆,闪烁其辞,未予正面答复。 在

1930 年 3 月 28 日教育部公布的《新出图书呈缴

规程》(以下简称《规程》)中,也未规定向平馆

缴送。 为此,平馆再次致函教育部,要求修改

《规程》。 教育部又致函平馆,谓《规程》公布不

久,不宜遽改。 平馆再次致函教育部,申明前

规,呼吁教育部修改《规程》。 1931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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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复函,谓:“顷准大函,请将国立北平图书

馆与中央图书馆规定于《新出图书呈缴规程》第
三条之内,并先通令全国出版机关,先行缴寄北

平图书馆;或将本部保管中央图书馆之一份,悉
数拨借,以供众览等由。 查《出版法》及《新出图

书呈缴规程》所规定,凡新出图书,应行呈缴之

数,已在六份以上,似未便再行增加。 所请将国

立北平图书馆规定于《新出图书呈缴规程》第三

条之内一节,碍难照办。 惟拨借本部代管之中

央图书馆一份,在中央图书馆未成立以前,尚属

可行。 除分别咨令青海省政府及各省市教育厅

局,将呈缴新书检出一份,迳寄北平图书馆;并
饬本部图书馆,将暂代中央图书馆保管之呈缴

新书 整 理 检 寄 外, 相 应 函 复, 即 希 查 照 为

荷。冶 [2]316显然这是在形式上作的某些变通,但
本质上还是答应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合理要

求,从而保留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接受呈缴本的

资格。
1955 年 4 月 25 日文化部(55)发出文钱秘

字第 138 号文,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

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冶。 办法称:“凡公开

发行的书籍、图画、杂志(以上均包括汉文、民族

文字、外国文字的,装订成册或单张的,定期出

版或不定期出版的,以及杂志的临时特刊),均
应在出版后三日内由出版者按照左列规定缴送

样本:1. 从第一版起,每出一版均应缴送文化部

出版事业管理局二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

一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一份,国立北京图书馆

一份。 当地文化局(处)一份。 2. 同一版次而印

次不同的,每一印次缴送本部出版事业管理局

一份。 3. 如同时或先后有不同装帧、开本、版式

的版本出版时,其中一种版本按上列规定缴送,
其余版本只缴送本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一份。 4.
影印外国出版的外文图书、杂志,第一次印刷应

缴送本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一份,国立北京图书

馆二份。冶 “三、各机关、团体、学校用机关、团
体、学校名义出版的书籍、图画、杂志除须保密

者外,按照第二条第一项规定缴送样本。冶 [9] 此

为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门颁布的关

于书、刊缴送的法规,又一次明确了当时北京图

书馆接受书、刊缴送的资格。

1956 年 7 月 12 日文化部(56)发出[文陈出

字]第 348 号文,修订全国报纸缴送样本办法。
办法称“一、全国县、市级以上(包括县、市级)报
纸和各地厂矿、高等院校定期出版的报纸,应定

期(日报按月,其它刊期报纸按季)向我部出版

事业管理局(地址: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缴送

合订本 2 份,向北京图书馆缴送 1 份。 有目录索

引者,应附寄目录索引,份数同上(缴送时间不

得迟于该报出齐后两个月)。冶 “三、本办法自

1956 年 7 月份起实行。 县、市级报纸以及各地

厂矿和高等院校定期出版的报纸,自创刊至

1956 年 6 月底以前出版各期,应补送合订本 2
份 ( 1 份 寄 出 版 局, 1 份 寄 北 京 图 书

馆)。冶 [9]248 - 249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主

管部门对县市及县市以上单位、各地厂矿及高

等院校所出版报纸的缴送,也做出了明文规定,
当时北京图书馆同样享有此项受缴的资格。 至

此,北京图书馆对国内出版物有了全面接受缴

送的权利,建设国家总书库的天职光荣地落在

了国家图书馆的肩上。
改革开放后,出版体制虽无多大变化,但出

版机制不断创新,各出版社缴送出版物状况参

差不齐,为此,新闻出版署从国家大局出发,不
止一次发文,要求各级各地出版社及时如数地

向国家图书馆缴送各自的出版物。 近年来,随
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版介质多样化,电子

出版物层出不穷,新闻出版署亦适时发文,规定

缴送制度,确保国家图书馆的受缴权利和国家

总书库建设。
从“洪宪冶元年(1916)3 月北洋政府批准建

立出版图书呈缴制度,迄今已历经 93 年,中间虽

履经波折,但却赓续未断,传承有序。 从单纯缴

送图书,到相继缴送期刊杂志、报纸、电子出版

物,出版介质虽不断更新,但缴送规定也与时俱

进,使国家图书馆在接受不同载体出版物上也

能赓续不断,承传有序。 国家总书库建设更加

宏伟和有声有色。

4摇 藏书建设的传承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图书馆,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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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年。 但到 1949 年,也就是在 40 年的时间

里,虽然迭经馆员百般搜采,到北平和平解放

时,所积累的藏书也只不过 140 万册(件),平均

每年净增书刊 3. 5 万册(件)。 其中还包括 1929
年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到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藏

书,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北平光复后接

收敌伪单位的一些藏书,以及 1949 年松坡图书

馆合并到北京图书馆的部分藏书,真真正正京

师图书馆自己的藏书还不及此数。 但它的藏书

品类、文种在当时还算齐全,形成了国家图书馆

初期的藏书基础。
1949 年,伴随新中国建立,国家图书馆回到

了人民的手中,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0 年

至 1978 年的 28 年间,国图各方面都有了新的进

展,其中藏书净增 755 万册(件),是建国前 40
年累计总藏量的 5. 4 倍;平均每年净增书刊 26
万册(件),是 1949 年以前年均净增量的 7. 5
倍。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跨越。 但截止到 1978
年底,也就是国家图书馆走过 69 年历程时,其藏

书总量也只是 891. 5 万册(件),平均每年净增

12. 9 万册(件)。 而从 1979 年到 2007 年,又是

一个 28 年,藏书净增量则是 1748. 0842 万册

(件),年均净增 63 万册(件),是 1950 年至 1978
年那个 28 年年均净增量的 2. 4 倍,是 1909 年至

1949 年年均净增量的 18 倍。 截至 2008 年底,
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总量已达到 2696郾 7 万册

(件),较 1978 年底增加了 1803郾 2 万册(件),30
年走出了 1978 年以前 69 年的两步半。 这是何

等惊人的增速!
上述几组数据清晰说明国家图书馆藏书发

展变化最快的时段是 1978 年至 2008 年。 这个

时段,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神州大地

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三十年。 人们可以用诗的

语言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也可以用数字编织

出一幅幅豪迈的蓝图。
世界上任何类型的图书馆,尤其是国家图

书馆,其藏书量的增加,大概缘自三个方面的支

撑:一是购书费的不断增加从而提高自身的购

藏能力;二是本国出版物缴送率的不断提高从

而增加免费入藏的数量;三是公私捐赠热情高

涨从而增加公益助藏的数量。 但放眼全世界国

家图书馆的藏书建设,这三者当中最本质、最重

要、最有效、最可靠的还是政府对国家图书馆购

书经费的不断增加投入。 没有这种投入作保

障,藏书量持续增加是不可想象的。
1978 年国家图书馆的国拨购书经费是 210

万元。 第二年增至 275 万元,比上一年增加了

65 万元。 而到 1988 年,国家改革开放已经十

年,国家图书馆紫竹院新馆也已经落成开馆,读
者量陡增,书刊流通量成倍增长,该年政府财政

拨款 1655 万元,专供国家图书馆购置书刊报等

文献信息资源,比十年前的 1979 年多拨 1380 万

元,年均增拨 138 万元。 而到 1998 年,政府下达

给国家图书馆的购书经费已到了 8000 万元,较
1988 年增拨 6345 万元,年均增长 576. 8 万元。
到 2008 年,国拨购书经费已达 14500 万元,是
1978 年购书经费的 69 倍,1979 年的 53 倍,1988
年的 8. 7 倍,1998 年的 1. 8 倍。 这种表面上不

合逻辑的增长速度,反映的则是党的工作重心

有效转移、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等合乎逻辑的投入。 当然,
三十年来书价上涨也不少,有一种不太准确的

说法,世界书价大概每年以 15% 的速度上涨。
我们扣除这些涨价因素,国拨购书经费仍然保

持着逐年增长的态势。 这是国家图书馆藏书量

倍增的根本原因,也是国家图书馆藏书建设赖

以传承的生命线。

5摇 服务能力的提升

传统图书馆的阵地服务能力,一是取决于

藏书量多少,二是取决于阅览座位多少,三是取

决于每年开馆天数及每日开馆时间的长短,还
有就是利用书刊外借外延阅览范围。 1931 年至

1978 年,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座位,总计不过 1300
个,读者接待能力受到严重制约。 1987 年紫竹

院新馆落成后,增加了 3000 个阅览座位,使多年

排队领号入馆阅览的窘况得到了根本改观。
2008 年 9 月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国家数字图

书馆落成,又新增加 2900 个阅览座位。 这样,国
家图书馆所拥有的阅览座位达到了 6000 个,其
接待读者能力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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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读者服务是任何类型图书馆的天职,是
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所以任何图书馆都要千方

百计地创造条件,提高自己的服务能力,改善服

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当然,主观服务意识

强,可以弥补一些客观条件差的缺失,但要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还得两者兼备。 改革开放三十

年来,不仅仅是国家图书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各省馆及大城市图书馆,也先后新建或改扩建

了馆舍,提升了读者接待能力。
1978 年至 1987 年,国家图书馆还在文津街

老馆办公,但通过挖掘潜力,延长每日开馆时

间,接待读者总计达 597 万多人次,年均接待量

接近 60 万人次,但日均不过 1600 多人次。 1987
年 10 月迁入新馆后,从 1988 年至 1997 年的十

年间读者接待总量为 1370 多万人次,是前十年

(1978 - 1987)的 2. 29 倍。 如此巨大的变化,原
因很简单,就是 1987 年新馆落成,馆舍面积净增

14 万多平方米,读者阅览座位增加到了 3000 多

个,接待读者能力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1998 年

国家图书馆实行全面改革,特别是 1999 年始实

行 365 天全天候开馆,加之突破多年来大学三年

级以下学生不得进馆的陈规,18 岁以上公民都

可以来国家图书馆阅览,来馆读者逐年猛增。
1998 年当年尚未看出明显效果,1999 年则跃升

到 298 万人次,比前一年多接待 127 万人次,一
年等于前十年年均接待读者的两倍,日均接待

量是前十年的 2. 18 倍。 2001 年全年接待读者

453 万余人次,是 1998 年全年接待读者人次的

2. 7 倍。 2002 年接待读者 498 万人次,日均接待

13644 人次,一年接待的读者差不多与 1929 年

至 1948 年 20 年接待读者的总人次、与 1949 年

至 1977 年 29 年接待读者的总人次相埒。 这只

是读者服务工作中的一种统计,尚不是全貌,且
统计的只是来馆读者,也就是图书馆自己所说

的阵地服务。 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就是服务,服
务就有效益。 读者来馆阅读,就会增长知识、陶
冶情操、获取资料、解决难题、促进创新、做出学

问,这些既是读者的成果,也是图书馆的服务

效益。
当然,这还只是传统服务的一面,伴随国家

图书馆二期工程馆舍的落成,国家数字图书馆

也同时建成。 国家数字图书馆,构建了数字资

源采集、加工、发布、保存技术支撑平台,配备了

软、硬件系统设备,可满足公众通过网络索取数

字资源的需求;构建了数字图书馆与服务所需

的网络、服务器、存储和通讯平台,不但能实现

自己馆区的网络连接,还要实现与教育网、科技

网以及中国电信的连接,并实现卫星、数据广播

的有线传输及双向网络连接,接通短信网关和

呼叫中心接口,从而实现广泛的网络服务;同时

还将陆续完成馆内各个数图业务子系统的建

设。 国家数字图书馆配备了 1500 台读者使用终

端计算机,8000 个信息节点,有线网、无线网同

时覆盖,每日可以满足网站读者 5 万人次的点

击,实现“让读者回家去冶、“国图随时在你身边冶
的新型服务理念。 这种发展,是国家图书馆革

命性的变革,是又一历史性的跨越。 它将带领

国家图书馆进入真正复合型图书馆的时代,并
继续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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