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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图书馆建设研究

陈 景 娜

( 洛阳理工学院 图书馆，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积极推进图书馆事业建设，

接管和改造旧中国保留下来的图书馆，成立国家图书馆，保护、充实和丰富图书，推进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

馆、工会图书馆和农村图书馆等建设，在发展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专业干部和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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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国家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为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知识信息，

在启迪民智、传播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

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积极推进图书馆事业建设，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图书

馆事业建设，学术界已有一些成果，李英珍和蒋俊

玲论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图书馆建设思想，周恩

来肯定图书馆在党和国家文化事业建设中的地位和

作用，为图书馆建设做出战略安排和制度设计，推

动了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① ; 郑兰和黄宗忠从

管理规章的制订、管理体制的发展、高校图书馆的

规模建设和经费投入等 4 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成就② ; 但总

体来说，学 术 界 对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 1949 年 ～

1957 年) 国家图书馆事业建设的研究不多。笔者

不揣浅陋，对此进行研究，请教于方家。

一、接管旧图书馆，保护图书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

和战乱不断，近代意义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据不完全统

计，科研系统的图书馆有 17 所，工会系统的图书

馆有 44 所，私立图书馆有 44 所［1］21。而且图书馆

藏书少，馆舍简陋，经费紧缺。新中国的图书馆事

业就是在接管旧有图书馆的基础上开始的。

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往往是珍贵图书文物流

失严重之时期，保护图书免遭战火涂炭是当务之

急。1948 年朱德总司令指示解放军在解放山东时，

注意保护聊城的著名藏书楼———海源阁; 1949 年

解放上海前夕，陈毅要求组织力量，加强对上海文

物和图书的保护［1］369。1949 年 5 月 7 日，周恩来要

求对“南浔镇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特予保护，以重文

化”及 “太原城内普善寺藏有开宝 ( 北宋初) 藏

数卷及宋藏全帙 ( 疑即碛砂藏) ，希望解放军特予

保护”［2］326。辽宁图书馆接收原伪满洲国宫内藏有

的一批 珍 贵 的 宋、元 善 本 和 北 京 图 书 馆 接 收 的

4 300余卷金版大藏经都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抢救保存下来的［1］370。随后，人民政府又发布

征集民间图书资料的通知，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

散落在民间的古书、旧版书。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城市回到人民

手中，人民解放军接管了旧中国留下的图书馆，并

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派一批干部到

图书馆担任领导工作，把图书馆事业置于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教育图书馆干部职工树立



第 4 期 陈景娜: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图书馆建设研究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二是对图书馆资产，特别是藏

书进行清点和登记; 三是集中力量恢复图书馆各项

业务工作。1949 年 2 月 1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

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北平图书馆，3 月

5 日任命王重民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 10 月

31 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改名为北京图书馆。

二、成立管理机构，调整和充实藏书

图书馆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人民

政府、地方各级政府和各系统成立管理机构，领导

和管理图书馆建设。1949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

文化部文物局成立，负责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

图书馆，任命郑振铎为局长，王冶秋 为 副 局 长。

1949 年 11 月 31 日，中央人民政府将原由华北高等

教育委员会管理的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移交文

化部领导。各大行政区设有文化部 ( 文教部) ，各

省市地方人民政府也设有文化部门，负责领导各级

公共图书馆事业，中央各部委也分别成立了领导本

系统图书馆事业的相关机构。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图书馆，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较少，不能适应新中国文化建设的

需要。各级人民政府和图书管理部门大量补充马列

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书刊，有计划地搜集根据地的

出版物，并根据政务院和文化部关于处理反动、淫

秽、荒诞书刊的指示，对旧有藏书进行审查和清

理，让人民群众阅读健康、积极向上的书籍。与此

同时，国家规定，将已出版的图书、杂志须缴送样

本给国家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许多私

人藏书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包括善本、拓本

和手稿等捐赠给国家，支援国家文化建设。1949

年 3 月 25 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贺孔才捐赠给

北平图书馆图书 1 408 种 17 668 册，其中善本书 80

种 1 217 册［1］657。1950 年 3 月 7 日，江苏常熟铁琴

铜剑 楼 后 人 瞿 济 苍 捐 赠 宋、元、明 善 本 书 20

种［1］658。1950 年 2 月，鲁迅夫人许广平将北京鲁迅

故居及故居所有藏图书、拓本等，全部捐献给国

家。文化部文物局接受后，将其中图书 5 195 册又

274 件、金石拓本 4 030 张拨交北京图书馆［1］658。

1950 年，北京白云观道士将所藏的明刊 《道藏》

512 函、4 725 册和残藏 2 596 册捐给政府，文化部

文物局接收后，将 《道藏》拨交北京图书馆保存，

将残藏拨交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北京图书馆顾

子刚将《永乐大典》3 册、甲骨 2 盒、《东方杂志》

( 1904 年 ～ 1937 年) 108 册等捐给北京图书馆。傅

忠谟将其先人傅增湘珍藏的宋版百衲本 《资治通

鉴》、宋写本《洪范政鉴》等善本书捐给国家。文

化部文物局拨交给北京图书馆收藏。其后，傅忠谟

陆续将其先人手校书计 100 种 576 册、图卷 28 件

捐给北京图书馆［1］660。1952 年 12 月，翁之熹捐赠

北京图书馆书籍 647 种 1 827 册，又杂件 5 包，其

中大部分是善本书［1］662。1953 年 4 月，郭沫若捐赠

北京图书馆图书 364 种 2 059 册，著作手稿 23 种

1 846页［1］662。1954 年 11 月，闻一多夫人高真和梁

启超女儿梁思顺分别将闻一多手稿 170 多种 8 841

页和梁启超的手稿 393 种 8 266 页捐献给国家，交

北京图书馆收藏［1］664。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9 年

到 1953 年，北京图书馆接受全国著名藏书家捐献

的善本古籍达 2 万余册［1］370。这些图书大大丰富了

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便于国家采用新技术集中保存

善本、拓本、手稿真迹等，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

华文化的血脉，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三、加强和改进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是由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门设置的

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包括国家图书馆

( 如北京图书馆) 、省级图书馆、省辖市图书馆、

县 ( 区) 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的根本任务是提

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

经济文化发展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

公共图书馆建设。第一，整顿私立图书馆，划归各

地人民政府文教部门管理。1953 年 6 月，上海市

文化事业管理局接管由私人藏书家所办的上海市合

众图书馆。该馆以收藏历史文献著称，改名为上海

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成为人民群众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的阵地。第二，国家集中清理危害人民群众身心

健康的图书出版物，净化图书市场，给人民群众提

供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第三，人民政府要求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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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紧密配合和服务科学研究工作大局。1949 年 ～

1957 年，公共图书馆发展迅速，其数量 1949 年为

55 所，1950 年为 63 所，1951 年为 66 所，1952 年

为 83 所，1953 年为 93 所，1954 年为 93 所，1955

年为 96 所，1956 年 为 375 所，1957 年 为 400

所［1］23。公共图书馆通过外借、邮寄、建立流动图

书馆、组成借书小组等方式，扩大图书流通，满足

广大读者的阅读要求; 通过报告会、座谈会、图书

展览、图书评介等方式，宣传优秀图书，指导读者

阅读，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读者的

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第四，北京图

书馆和一些藏书较多的省市区公共图书馆展开书目

参考工作，为党政机关和经济建设部门提供研究资

料、解答咨询问题。同时，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建设

也逐步展开，打破旧的图书分类法，编制新的图书

分类法，搜集善本图书和地方文献等。

四、促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图书馆的

发展

1949 年，全国只有 132 所高等学校图书馆，

藏书总量约 794 万册。为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

的需要，1956 年 12 月，高等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

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

后高校图书馆工作，明确了高校图书馆的性质、方

针和 任 务，制 订 了 《高 等 学 校 图 书 馆 工 作 条 例

( 试行草案) 》，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

讨论。会后，《人民日报》发表了 《办好高等学校

图书馆》的社论，阐明了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性质、

任务、地位和作用，并对图书供应、图书清理等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到 1957 年，高等学校图书馆

迅速发展到 229 所，藏书约 4 000 万册。同时，新

中国政府重视高校图书馆馆舍建设。1955 年 4 月，

周恩来在访问东南亚时路过云南昆明，看到云南大

学图书馆不能适应师生教学科研的需求，就说:

“应该有个好的图书馆，能够代表新中国发展的气

派和新中国边疆的文化。云南少数民族多，可以研

究的 东 西 很 多， 要 为 边 疆 的 研 究 工 作 提 供 条

件。”［1］665并指示相关部门要建设一个功能齐全的图

书馆。1961 年，云南大学图书馆建成启用，拥有 9

个大型图书阅览室，为广大师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

和科学研究条件。

科技图书馆是直接为科学研究和生产技术服务

的图书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科技图书馆数量不

多，藏书也少。1949 年 11 月，科学院 系 统 图 书

馆，包括研究所图书馆或情报资料室等共有 17 所，

藏书总计 63 余万册。1951 年 2 月，将图书管理处

改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53 年以后又相继在上

海、广州、兰州等地成立分馆。到 1957 年底，中

科院系统有图书馆 ( 室) 101 所，藏书发展到 550

余万册［1］26。

五、工会图书馆和农村图书室建设

工会图书馆是由各级工会组织举办的群众文化

事业，是向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也

是职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场所。工会图书馆的种

类较多。1954 年 6 月，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

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厂矿、工地、企业中华文化

艺术工作的指示》; 1955 年 10 月，文化部和中华

全国总工会又联合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开展厂矿、

工地、企业中华文化艺术工作的指示》。这两个文

件明确规定政府文化部门所属公共图书馆和有条件

的文化馆图书室，应当协助工会建立工会系统的图

书阅览机构，并在业务上给以指导。各公共图书馆

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来培养训练工会图书管理人

员，传授图书管理方法，促进工会图书馆的发展。

1955 年 7 月，为加强工会图书馆工作，中华

全国总工会召开图书馆工作会议，制定了《工会图

书馆订阅报纸杂志参考标准》等文件，上海、天

津、唐山等地的工会图书馆向参会代表介绍了工作

经验。会议确立了工会图书馆的方针是 “面向基

层，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会议还对工会图

书馆的建立、领导、职责、编制、经费、图书采

购、读者会议和管理制度等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

定，对工会图书馆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56

年，全国工会图书馆有 17 486 所，到 1957 年底发

展到 35 000 所，藏书达 2 000 余万册［1］28。工会图

书馆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广

泛的宣传教育，对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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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觉悟，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抵制资产阶级思

想的侵蚀，鼓舞劳动热情，起了积极作用。

农村图书室主要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发展起

来的。1955 年 7 月，毛泽东发表了 《关于农业合

作化问题》的报告，农业合作化速度加快。为了广

泛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农业科技知识

的传播，满足农民的文化生活需要，中共中央和各

级人民政府非常关注农村图书室的建设。1956 年 1

月，文化部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布了

《关于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

要把大量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及时地送到农

村。1956 年 2 月，文化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除要求地方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加强对农村文

化工作的领导，使文化馆、文化站、图书馆相互配

合、协作以保证农村图书室稳步发展之外，还提出

应着手以现有的县文化馆、图书室为基础，筹备建

立县图书馆。为了配合农村的文化建设，1956 年，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专门做出了建立农村图书室

的决定，要求在 1957 年以前，全国绝大部分农村，

都应当依靠青年自己的力量建立和办好一个图书

室。在此号召下，全国掀起了“为着社会主义，帮

助农村青年学习，赠送农村青年一本书”活动。大

量的图书送到农村后，对农村图书室的建立和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辽宁、山东、河南、江西、上海

市郊区等地农村图书室迅速发展起来。

六、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培养图书馆

专业人才

图书馆学是科学，图书馆建设事业需要大批专

业人才。在接管旧中国图书馆时，人民政府团结原

来的工作人员，通过思想教育，充分发挥他们的积

极性，为新中国图书馆建设贡献力量。同时，改造

旧中国留下的两所图书馆学专修科。1948 年 8 月，

北京大学将原来设在该校文学院下的图书馆学专修

科独立出来。新中国成立后，该学科不断扩大招生

规模，充实师资力量，改进教学内容，逐步发展成

为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1951 年 8 月，

文化部接办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53

年将其并入武汉大学。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

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1954 年和 1955 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图书馆

学专修科学制由 2 年改为 3 年。1956 年，北京大

学、武汉大学分别将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 4 年制本

科，建立图书馆学系。1956 年，全国掀起大规模

社会主义建设高潮，7 月，文化部对创办图书馆学

院提出了设想和规划，也对广大在职工作人员的业

余学习进修作了安排。此后，两所学校图书馆学系

不断补充师资，扩大招生，教学质量逐年提高，逐

渐发展成新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基地和人才培养的

摇篮。

在开展学校图书馆学教育的同时，文化部还举

办了一些训练班、进修班，来提高干部职工的专业

素质、能力和科学文化水平。1951 年，东北大行

政区文化部在沈阳东北图书馆举办第一期图书馆干

部训练班; 1954 年，国家文化部依托北京大学图

书馆学专修科举办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

班; 1956 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举办该系统图书

馆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图书馆专业技术人才;

1957 年 3 月，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北京

大学、武汉大学等 6 单位在南京联合举办全国省市

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 1957 年 7 月，高等教育

部在北京举办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等。

这些训练班、进修班虽然时间不长，但学习内容丰

富，学习方式灵活多样，授课教师都是国内专家，

学员大多是各馆的骨干。学员借此机会进一步研讨

和交流业务中的实际问题，学习成效显著。

1955 年 7 月，苏联政府派出图书馆方面的专

业人员来中国指导和帮助图书馆事业建设。同时，

国家还派出一些干部和留学生到苏联进修，学习图

书馆学、目录学等专业，学习当时苏联先进的图书

馆理论和实践经验，包括: 在制定图书馆的方针、

政策时，强调图书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在

读者服务工作中加强服务观点，贯彻区别服务的原

则，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在图书分类法的编制方

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图书分类

法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在文献搜集方

面，注意围绕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并参照

各学科的发展动向，有重点、有计划、多途径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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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搜集和补充; 在图书馆专业教育方面，加强基础

理论教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这些图书馆理论和

实践经验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

的影响。

注 释:

① 见李英珍的《论周恩来对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载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4 期，

第 268 － 269 页; 蒋俊玲的《周恩来与图书馆》，载《毛泽东

思想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57 － 60 页．

② 见郑兰的《新中国 60 年来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

展》，载《现代情报》2009 年第 11 期，第 218 － 220 页; 黄宗

忠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图书馆事业》，载《武汉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989 年第 5 期，第 103 －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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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Construction in Early Period After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EN Jingna

( Library of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China)

Abstract: Libra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tive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li-

brary undertakings，took over and reconstructed the libraries retained by the old China and set up a national library

to protect and enrich the books，as well as expedited building college，public，labor union's and rural librari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education，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cadres and talents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ause of library development in new China．

Key words: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cau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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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angming's Literary View of Coordinating With Confucianism

ZHU Yuting

( Literal Arts Colleg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0，China)

Abstract: After seeking the truth in Longchang ( Guizhou Province) ，WANG Yangming reflected his addicted habits

of learning rhetoric and chapters at his young age，and pointed out that sage's philosophy was simple in its nature，

while the later Confucians stepped out of its literal meaning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drew far-fetched analogy，

and had their statements sketched out of context． WANG Yangming proposed a set of literature views centered a-

round Confucianism． As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iterature and Confucianism，WANG Yangming asserted that

the writing should deliver ethics and integrate with essence，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inner link between liter-

ature and ideas as well as their homoousia． When coming to the words of writing，WANG Yangming claimed that

the composers，on the one hand，should hold a " restrained and moderate" mind and eradicate " utilitarian con-

cerns"，and on the other hand，he emphasized that the article should be basic and practical and bind to simplicity

and honesty，the view of whose not only came out of its theoretical origin，but also ha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philosophy of mind; view of literature; Confucianism
( 责任编辑 闫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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