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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辉煌的一页
——评《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

摘　要　由赖伯年主编的《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一书对陕甘宁边区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分

别作了详细介绍, 阐述了它们的基本特点、办馆经验、历史贡献与深远影响。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

究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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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赖伯年主编的《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一书

已由西安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和

陕西省优秀科学、文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课题完

成后, 我应邀参加了陕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办组织的成果

鉴定, 并以先睹为快的心情, 仔细阅读了全书。读后深感

它有以下特点:

1　发掘、抢救了一批珍贵的文献史料

本书的编写是建立在扎实的资料采集基础之上的。

课题组成员查阅了 2000 万字的图书、报刊及档案文献,

访问了近百名当事人, 挖掘整理出各图书馆的基本情况

和许多生动的历史事实。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均属首次整

理面世。尤为可贵的是, 访问这些当事人对作者来说, 不

仅增加了自身的感性认识, 同时也抢救了一大批第一手

资料。时隔半个世纪, 要想找到当年陕甘宁边区图书馆

工作人员的线索已属不易, 作者直接采访更是难能可

贵。这些老同志都已到了耄耋之年, 有些被访问者在接

受采访不久, 尚未见到本书的出版, 就离开了人世, 所以

这些资料更显得弥足珍贵。

在收集到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作者本着“尊重历史、

尊重事实、全面反映、客观评价”的严谨态度, 做到论从

史出、史论结合, 使本书言之有据, 增加了它的科学性。

同时, 也为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材料, 奠定了

基础。试看书中收录的几十幅珍贵的历史照片、陕甘宁

边区十几个图书馆的藏书印鉴照片, 以及书末的附录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纪事》、《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及部分

工作人员名录》等,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足见作者平时

搜集资料之勤奋和长期积累资料之苦心。

2　填补了中国图书馆史的一大空白,

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 过去也有过几篇零散的

文章, 有的书中也曾有所涉及, 但大都浮光掠影, 语焉不

祥, 全面反映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的专著还未曾见

到。这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本书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图

书馆事业发展脉络的梳理, 按公共图书馆、机关图书馆、

干部学校图书馆、中等学校图书馆、基层图书馆以及其

他系统图书馆的不同类型, 分别作了详细介绍, 全面展

示了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概貌, 并阐述了它们的基本特

点、办馆经验、历史贡献与深远影响。这是我国第一本系

统研究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的专著, 其筚路蓝缕之

功, 诚为可贵。

图书馆是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能脱

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它涉及到政治、文化、教育、新闻、出

版、印刷等方面, 其服务范围更是遍及机关、学校、军队、

工厂、农村、医院等广阔领域, 所以, 本书从不同侧面为

中共党史、陕甘宁边区史、中国现代文化史、教育史、出

版史以及延安精神的研究等都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3　探讨规律, 提供借鉴

作者在摸清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概况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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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于探讨其规律, 从理论上对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剖

析和精当的总结。

陕甘宁边区处于经济贫困、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的

黄土高原, 又面临着日寇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封锁, 在短

短的十几年时间中,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陆续崛起, 竟发

展到 100 多个, 这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它开创了

无产阶级革命图书馆事业的先河。书中还将陕甘宁边区

图书馆和国统区图书馆进行了比较, 可以看出, 由于两

地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文化政策不同, 图书馆的办馆目的

和发展道路不同, 两地图书馆的命运与结果也不大相

同。这为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建设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

借鉴。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 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延安时期, 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图书馆事业从多方面给予关心和

支持, 或题词、或捐款、或赠书, 甚至亲自兼任图书馆的

馆长。边区的好多图书馆都是由党中央或边区政府直接

决定成立的。在领导机关的一些文件中, 也有不少关于

图书馆工作的指示和规定。边区图书馆事业的繁荣, 与

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密不可分。

第二, 图书馆工作活跃, 社会影响很大。边区图书馆

千方百计地做好工作, 在革命队伍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 显示了图书馆的活力,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的读者回忆:“图书馆是理论和知识的宝库, ⋯⋯我常

去借书, 从中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增长了不少知识”

(见该书第 288 页)。有的读者说:“那时在阅览室读书和

借阅图书馆的书所得到的知识和收获, 并不比教师讲课

中得到的少。这对于一个人的成长, 能起很大的作用”

(见该书第 288 页)。著名作家李若冰在回忆当年的鲁迅

图书馆时, 满怀深情地写道:“这座书库给了我最初的启

蒙, 我从心底里感激这座以现代中国圣人鲁迅命名的图

书馆”(见该书第 32 页)。以上事例反映出图书馆在读者

心中的影响及其明显的社会效果。这也正是陕甘宁边区

图书馆能引起人们普遍重视和各方面支持的重要原因。

第三, 不拘一格, 采取多种形式办馆。正如书中所总

结的,“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既以动员与教育群众、满足

广大民众的文化阅读需求为目的, 同时也以群众的积极

参加和大力支持为重要条件”(见该书第 278 页)。当时

办馆的最大困难是缺少书刊, 为此, 他们从实际条件出

发, 依靠群众, 想尽一切办法扩大馆藏。书中总结的书刊

搜集方式有购买、征募、接受分配、征访、群众筹集、接受

赠送、交换、造书、借用和借抄、代管等 10 多种。这些经

验, 仍然值得今天借鉴。

第四, 有一批骨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

之所以得到发展, 还得力于有一批默默无闻地在图书馆

的岗位上为党工作的同志。他们克服种种困难, 想方设

法做好工作。譬如鲁艺图书馆建馆初期因为缺少馆舍和

书架, 就在窑洞外搭了个草棚作为阅览室, 把报纸如同

晾衣服一样搭在绳子上供人阅览 (见该书第 101 页)。这

些老一代的图书馆工作者崇高的思想品德、强烈的敬业

精神、踏实的工作作风, 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给新

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 我想说一点与此课题立项及完成有关的情

况, 也许对从事图书馆学研究的年轻同志会有所启发。

我的感想有两点:

其一, 全力以赴, 志在必成。申请到国家社科规划项

目, 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也是难得的机会。作为课题负

责人, 就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官一样, 既负有全面的责任,

又有具体部署协调的任务, 最后还要统稿把关。赖伯年

把这项任务作为一项重要的使命来对待, 为了集中精

力、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他毅然辞去了图书馆的行政

职务。要干成一件事, 往往总是有得有失, 正所谓“失之

东隅, 收之桑榆”。患得患失、顾此失彼是干不出什么成

绩的。我有时节假日或晚上打电话找他, 他总是在办公

室里辛勤笔耕, 真是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其二, 处处留心, 未雨绸缪, 抓住机遇。开展本课题

的研究, 作者充分利用了陕甘宁边区所在地——陕西及

党史研究重镇——党校的优势, 可以说是占据了“地

利”。另外, 从本书的“后记”中得知, 早在 1982 年, 赖伯

年在整理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的旧藏时, 发现了解

放前延安一些图书馆的藏书印鉴, 就产生了一些联想,

开始陆续积累有关资料。由此可见, 他是一位“有心人”。

当年见过这些旧印鉴的人应不在少数, 惟独他注意到其

中的价值, 正应了“处处留心皆学问”的古训。平时常见

他有文章发表, 这既是积累, 也是锻炼。加上他单位的一

些老同志与领导给予热情鼓励与支持, 这都可以说是

“人和”。等到 1996 年国家公布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指南

时, 正好有“中国现代图书馆史”的题目, 赖伯年抓住机

遇, 及时申报, 可谓抓住了“天时”。应当说这一项目早在

1982 年就已开始孕育, 申报获准并能在两年时间内顺

利完成, 实在是水到渠成。图书馆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

科, 图书馆是图书馆学实践的战场, 图书馆学的生命来

源于图书馆的实践。可见做学问重在平时积累、处处留

心, 要做到未雨绸缪, 不能临渴掘井。我常常听到一些年

轻同志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题目。相信从赖伯年同志的

经历中, 人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武德运　西北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教授。通

讯地址: 西安市。邮编 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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