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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次浪潮

———记“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冶及其协作、协调活动

张树华摇 赵华英

摘摇 要摇 1957 年《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的公布以及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图书小组冶的设立,使我国的图书馆事业

走上了全面规划,统筹安排,资源共享的道路,并以此带动了图书馆的干部培养与业务学习,逐渐形成了新中国图

书馆事业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发展高潮。 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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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国图书馆界尚没有

统一的规划与协调,彼此缺少联系和协作,很难

适应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 随着

1957 年《全国图书协调方案》 (以下简称 《方

案》)的公布以及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图书小

组冶的设立,我国的图书馆事业走上了全面规

划、统筹安排、资源共享的道路,逐渐形成了新

中国图书馆事业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

初的发展高潮。

1摇 “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冶的缘起和“图书

小组冶的设立

1956 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了

促进科学的发展,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于

1957 年 6 月 13—15 日在京召开“国务院科学规

划委员会第 4 次扩大会议冶,解决科学事业发展

中的各种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 针对肩负为

科学研究提供必要条件的图书资料和科技情报

工作,聂荣臻主任在会议讲话中作了重要指示。

根据聂荣臻主任的意见,会上制定并通过

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方案》于 1957 年 9 月

6 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57 次会议批准,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7 年第 45 号公布

实施。
《方案》载明:“为了改进为科学研究服务的

图书条件,决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

立“图书小组冶,由文化部、高等教育部、中国科

学院、卫生部、地质部、北京图书馆的代表和若

干图书馆专家组成,负责全国为科学研究服务

的图书工作的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冶。 并要求

“首先进行下列工作:1、建立中心图书馆;2、编
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冶

根据《方案》,当时首先进行了建立中心图

书馆和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的工作。

2摇 建立中心图书馆和中心图书馆委

员会

建立中心图书馆是将各地区,各种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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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组织起来、开展协作的一种组织形式和

组织基础。 根据《方案》,以当时收藏条件较好

的图书馆为基础,成立若干全国性的和地区性

的中心图书馆,并以这些中心图书馆为基地,搞
好全国图书馆的协调工作。

中心图书馆的任务是:淤为科学研究工作

服务;于搜集种类较多、质量较高的应该收藏的

书刊;盂编制联合书目和新书通报;榆开展国际

交换图书的工作 (由部分全国中心图书馆进

行);虞照相复制图书的工作(由部分中心图书

馆进行);愚规划和进行干部培养工作。
《方案》指出,“为了使中心图书馆能够负担

起它的任务,进口外文书刊应优先满足中心图

书馆的需要。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

会、财政部门、城市建设部门和各图书馆的领导

机关,在每年分配经费(有的要外汇),开展基本

建设和调配干部时,也应该给以必要的保证冶。
《方案》的这一规定,对中心图书馆的建设和全

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

作用。

2. 1摇 中心图书馆的组成

根据《方案》的规定,全国性的中心图书馆

由北京(第一中心)和上海(第二中心)的若干最

有基础的图书馆组成。
(1)北京(第一中心图书馆)的组成:由北京

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和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农业科学院图书馆和农

业大学图书馆、地质部全国地质图书馆、中国人

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

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组成。
(2)上海(第二中心图书馆)的组成:由上海

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图书馆、历史文献图书

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分馆、复旦大学图书

馆、上海第一医学院图书馆和上海军医大学图

书馆、交通大学图书馆组成。
其中,要求北京图书馆成为全国图书馆的

核心和图书馆业务的辅导中心。
地区性的中心图书馆,第一批确定在武汉、

沈阳、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兰州、天津、哈尔

滨等九个地区设立。 图书馆的名单由各省、市

人民委员会自行决定。
此后,湖南、河南、浙江、吉林、山西、青海、

安徽、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也先后成立了中

心图书馆委员会或协作委员会,这样,我国的图

书馆网初步形成,各地区、各系统、各类型图书

馆之间的协作和协调走上了由国家全面规划和

统一管理的道路。

2. 2摇 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组成及其任务

全国的和地区的中心图书馆由若干图书馆

共同组成,为统一步调、加强协作,由各图书馆

的负责人组成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北京的全国

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以北京图书馆为核心,吸收

各中心图书馆的负责人及文化部、高等教育部

的代表和若干图书馆专家组成,隶属于国务院

科学规划委员会。 上海和其他地区的中心图书

馆委员会隶属于所在省、市、自治区科学工作委

员会。
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任务是:淤协助科学

规划工作委员会或行政领导部门研究图书馆的

统筹安排和全面规划;于研究和解决有关中心

图书馆之间的分工合作,包括图书采购、调配、
交换、互借等方面的业务问题;盂研究有关编制

联合书目、新书通报等方面的问题,并制订计

划;榆研究有关干部业务提高的问题。
《方案》指出,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和地

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只有协调方面的工作关

系,没有领导关系。 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和

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应该经常交换协调工作

情况,互相帮助工作,进行全国和地区之间、地
区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工作。

“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冶成立后,立即着手编

制联合目录、调拨和交换复本书及不合理的收

藏,清理积压图书;在开展外文书刊的分工与协

调采购,进行集中编目与印制铅印卡片,开展馆

际互借、互阅,以及培养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

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3摇 全国联合目录的编制

编制联合目录是将各馆的藏书,按照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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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或专题揭示出来,编制成全国性的联合目

录。 我国地域辽阔,图书资料分散,各图书馆之

间缺乏联系,使得科研人员了解图书和使用图

书甚感困难。 而编制联合目录可使 “书为人

知冶,促进馆际互借,并达到“书为人用冶的目的。

3. 1摇 成立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在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下成立了全国图

书联合目录编辑组,附设于北京图书馆内。 它

的任务是:淤了解、调查全国各图书馆藏书和编

目情况。 于制订联合目录编辑计划。 盂起草联

合目录编目条例。 榆加强和各馆有关联合目录

工作的联系,布置、检查和督促工作。 虞综合各

馆书目,做最后的编排、校订、出版等工作。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得到了各地区图

书馆工作协调机构的密切配合和协助。
编辑组设工作人员 15 人,其中主要干部是

从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清华大学图

书馆和其他图书馆借用的,助理人员由文化部、
高等教育部负责调用。

参加编制联合目录的单位,以中国科学院

及其所属各研究所图书馆、各高等院校图书馆、
各省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为基

础,根据题目的不同,组成各个编制机构。

3. 2摇 进行步骤

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和各图书馆的馆藏情

况,进行步骤如下:
(1)督促和帮助某些正在进行或计划编辑

的专题联合目录,如:中国革命史联合目录、中
国医药联合目录、中国政法联合目录、水产海洋

联合目录、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全国方志联合

目录。
(2)从 1957 年 7 月起编辑组开始编制下列

各种专题联合目录:西文期刊联合目录;中文期

刊联合目录;日文期刊联合目录;西文数学、力
学联合目录;西文物理联合目录;西文化学联合

目录;西文机械工程联合目录;西文电机工程联

合目录;地质学联合目录。
自 1957 年至 1966 年的 9 年间共出版全国性

和地方性联合目录 300 余种。 联合目录的编制,

使各馆的藏书由“馆藏冶变为“国藏冶,不仅为科研

人员了解藏书提供了便利,而且为图书馆之间实

行资源共享创造了必备条件。 各图书馆以联合

目录为工具,辅导读者,开展“为人找书冶和“为书

找人冶的咨询活动,并广泛开展馆际互借,大大提

高了图书馆读者服务的水平和书刊的利用率。

4摇 外文书刊采购的分工与协调

根据《方案》的精神,各大城市都进行了地

区内的采购协调工作,特别是外文书刊采购的

分工与协调。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增加品

种,合理购置,节约国家资金,更可以促使各图

书馆逐步建立起适合本馆需要的藏书体系和藏

书特点。 书刊采购的分工协调,还有利于形成

门类齐全、内容多样、系统完整的地区藏书

体系。
北京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本着分工

合作,相互协调的精神,根据各馆的特点、服务

对象和原有的藏书基础,分别确定了各馆采购

外文书刊的范围:
(1)北京图书馆为国家图书馆,为全国图书

馆的核心,该馆收藏书刊的范围,应该是全面

的,但由于当时的条件,规定以采购人文科学及

科技一般理论书刊为重点,并注意有关亚洲书

刊的采购。
(2)科学院图书馆采购重点放在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学、技术科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新

兴学科 (如自动化、喷气技术、原子能等) 等

方面。
(3)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采购医药卫生

及其有关的必要书刊。
(4)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农业大

学图书馆采购农业及其有关的必要书刊。
(5)地质部全国地质图书馆采购地质学、地

理科学及其有关的必要书刊。
(6)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以采购社会科学

书刊为主。
(7)北京大学图书馆以采购理论基础科学

书刊(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为主。
(8)清华大学图书馆以采购该校所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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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技术及其有关的必要书刊为主。
(9)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采购教育科学及

其有关的必要书刊。
上海地区在外文期刊采购协调方面,除了

按出版物类型有所分工外(如科技情报单位只

订购特刊,不订购期刊),中心图书馆委员会成

员馆还按专业分工,如上海图书馆以收藏化学

化工、采矿、冶金、电工技术、仪器仪表、农业等

书刊为主;复旦大学图书馆以数学为重点;其他

医学、纺织等方面的书刊,则各归该系统的中心

图书馆收藏。
西安地区在陕西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组

织下,有 30 多个单位参加了外文期刊的协调。
通过协调,1963 年外文期刊的复本率下降了

3% ,基本上消灭了重购现象。
各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成立以来,在外文

期刊的采购协调过程中,由于各馆的收藏重点明

确,并进行了充分的协商调配,贯彻了既照顾各

馆的特殊需要,也要考虑书刊收藏的系统完整;
既考虑当前的需要,也考虑到长远发展的要求等

原则,基本上做到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增加了品

种,节约了外汇,适应了科学研究工作的需求。

5摇 复本图书的调拨

《方案》对中心图书馆提出了专门任务,就是

将各馆多余的复本和不合理的馆藏进行调配,并
对积压的藏书进行整理。 要求“在建立中心图书

馆的同时,应该有计划地逐步进行过多的复本和

不合理馆藏的调配工作。 必须从全国科学工作

的需要出发,打破本位主义,进行图书的合理调

配工作,以充分发挥现有图书的作用。冶
《方案》还指出:“目前图书积压的情况仍然

是很严重的,许多有用的,甚至珍贵的图书不能

被利用。 必须迅速组织一批力量,抢救这些图

书,整理和调配这些图书,使之能在我国科学研

究和图书馆事业中发挥作用冶。
根据《方案》规定,各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

会进行了书刊的清理、调拨和复本书刊交换的

组织工作。 调配的步骤是:先在各系统内调配,
然后进行各系统间的互相调配。 各系统间的调

配,先在本地区内调配,由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

会负责。 全国性的调配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

会图书小组负责。 例如,北京图书馆清理出积

存图书 200 余万册,并将其中复本 20 余万册,交
由图书调拨小组调拨给其他图书馆。 调拨的原

则是:照顾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以及

新建的图书馆。
各高等院校图书馆之间的图书调拨也做出

了很大的成绩。 除 1952 年院系调整时,各高校

图书馆之间曾作过合理的调拨外,在后来的调

配中,许多高校图书馆还以大批书刊支援边疆

和新建的图书馆。 自 1958 年至 1959 年 8 月,仅
从北京市各高校调出的书刊即达 41 万册。 这些

书刊大部分支援了边远地区的新建院校,如宁

夏回族自治区得到调拨图书 7. 2 万多册,青海

2. 3 万册,江西 5. 1 万册,延安大学 5. 64 万册,
广西壮族自治区 3. 39 万册,内蒙 3. 4 万册。

地质部全国地质图书馆调出图书 5 万余册。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1958 年将过去接收的复本日

文图书调出 4. 5 万余册,支援了全国省、区、市、
大专院校及中央各部等 90 余个单位的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也调出了 100 余万册图书,有力

地支援了吉林、黑龙江、甘肃、陕西、内蒙、新疆

等六个省以及自治区的图书馆及其他兄弟图

书馆。
积压图书的清理、调拨和复本书刊交换工

作,不仅使许多有用的图书资料,由“死书冶变为

“活书冶,节省了国家资财,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新

建图书馆和边远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根据

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各成员馆不完全统

计,从 1958 年到 1963 年,共调给 602 个单位 100
多万册书刊资料。

6摇 图书集中编目

根据《方案》精神,为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
1958 年在北京先后成立了“中文图书提要卡片

联合编辑组冶、“俄文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冶和

“西文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冶,分别由中国人民

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主持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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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摇 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联合编辑组

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联合编辑组由中国人民

大学图书馆主持,于 1958 年 6 月开始编印全国

出版的中文新书提要卡片目录。 目录的著录事

项比较完备,除书名项、著者项、版本项、稽核

项、附注项外,还增加了提要项,对每一种书的

内容作了提要。 由于当时各馆使用的分类法不

同,因此卡片标有人民大学图书馆分类号、中小

型图书馆分类号及科学院图书馆分类号三种分

类标识,以便各馆选择加注。 此外,为了推广汉

语拼音和便于各馆排检目录,自 1959 年 6 月开

始,在书名项上加注了汉语拼音字母。

6. 2摇 俄文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

俄文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由北京图书馆负

责主持。 1959 年由北京图书馆与有关方面联合,
成立了“苏联图书卡片译印社冶。 除新华书店外

文发行所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外,还有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

京外国语学院五所高校图书馆参加。 至 1960 年,
共发行俄文图书卡片数百万张,有订户 678 户。

6. 3摇 西文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

西文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由中国科学院图

书馆负责主持,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

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市外文书店

等单位共同协作,于 1958 年 8 月成立,负责对进

口的西文图书进行集中编目。 集中编目的对象

主要是北京国际书店进口的西文图书,而各图书

馆从国外交换来的西文图书及积存的西文图书,
则由各馆自行编目。 至 1959 年共有订户 98 个。

几年之间,我国图书集中编目工作,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 三个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分编图

书 25 万多种,印片 6000 多万张。 全国各地有

600 多个单位订用图书集中编目卡片。

6. 4摇 图书集中编目的作用

6. 4. 1摇 促使图书编目规范化

由于当时我国缺乏统一的著录条例,各图

书馆的著录规则很不一致。 印制了统一编目铅

印卡片后,许多图书馆就利用铅印卡片组织目

录。 没有经过集中编目的图书,也依照集中编

目的规则编制目录,规格基本统一,促进了图书

编目的规范化。
6. 4. 2摇 健全了目录组织和目录制度

在利用集中编目卡片的基础上,各图书馆

都开始注重目录质量的提高,许多图书馆健全

了目录制度,明确规定了目录的种类、数目和范

围。 一般图书馆都建立了分类、书名、著者三种

读者目录以及分类、书名两种公务目录。
6. 4. 3摇 节约了人力

以每一订户平均节省分编人员 1 人计算,全
国共可节省分编工作人员 600 余人。 可见,集中

编目是改善我国图书编目工作,提高目录质量,
节省人力的一项好办法。

7摇 培养图书馆在职干部

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仅有北京大学和武汉

大学两个图书馆学系,每年毕业生仅有几十人,
所以各大图书馆很少有系统学过图书馆学专业

的干部。 在向科学进军,大力加强图书馆工作

的形势下,培养和提高图书馆在职干部的专业

素养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北京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于 1958 年

10 月成立了图书馆红专夜大学,吸收北京地区

各系统图书馆的在职干部参加学习。 第一届招

收正式学员 154 名。 课程内容包括:政治、科学

基础知识、图书馆业务等三个方面,授课 215 小

时,其他教学活动(包括讨论、课内复习、参观

等)共 52 小时。 第二届于 1960 年 2 月开学,共
有学员 212 人。 红专夜大学为北京地区培养了

一批业务骨干,并带动了各馆的干部培养与业

务学习。

8摇 组织参观交流活动,促进全国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

《方案》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图书馆界

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 1962 年 12 月,国家科

委和文化部共同发布了《1963 - 1972 年科学技

术发展规划(草案)》,其中对于图书馆界做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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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书刊进口、分配、影印、复制、交换、图书

调拨和读者工作以及清理积压等方面,进一步

提出了明确要求。 同时,国家科委和文化部准

备于 1964 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图书馆工作会

议,总结从 1958 年全国成立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以来的工作经验,进一步调动各图书馆为科学

研究服务的积极性。
为了准备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经国家科

委和文化部批准,由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

会组织三个参观学习小组,分赴华东、东北、西
南参观学习。 其主要任务是了解各地图书馆在

为科学研究服务、培养干部、编制联合目录、积
压书刊的整理、复本调拨、交换以及外文书刊采

购的情况和经验,并推动各地的图书馆工作。
参观团同时具有调研和沟通的性质。 在参

观过程中,不仅了解各地区执行《方案》的情况

与在协作协调方面的经验和成就,也在沿途介

绍了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工作,包括联合目录

的编制、外文书刊的采购协调、干部培养等情

况。 虽然参观团没有指导工作的任务,但通过

相互之间的报告、座谈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各地图书馆的协作和协调活动。

9摇 《方案》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

的作用

(1)《方案》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

里程碑。 它是国家科委制定、国务院发布的重

要文件,是由国家直接组织、协调,实现资源共

享的重大举措。 它使我国图书馆事业摆脱了彼

此孤立的状态,建立了图书馆网的雏形,走向了

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的道路。
(2)《方案》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

保证。 它对政府职能部门提出了保障图书馆的

经费、基本建设和干部的要求,这对中心图书馆

建设和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物质保证。
(3)“图书小组“是 20 世纪中叶图书馆事业

发展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 虽然名义上只是一

个“图书小组“,但它直属国务院科委领导,是属

于中央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机构,是指导全国

各类型图书馆开展为科学研究服务的领导机

构。 它可以调动各个系统、各种类型的图书馆

及图书馆专家,把他们共同组织起来,全面规

划,统筹安排全国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图书工作。
因此,它能高屋建瓴、非常准确地抓住关系图书

馆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在各类型图书馆之间

成功开展各种协调、协作活动。
(4)《方案》首次倡导了资源共建、共享的先

进思想。 我国图书馆事业长期处于彼此孤立的

状态,各种“重藏轻用冶、等客上门、本位主义等

旧思想比较严重。 《方案》则站在全国科学发展

的高度,提出的各项规定和措施均体现出资源

共建、共享的思想,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指导思

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文化革命冶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

成立的“图书小组冶销声匿迹,没有再组织或开

展过各图书馆之间的协作或协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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