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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1873 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字卓如，号任公，因其住所题名“饮冰室”，故又

自署“饮冰室主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他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

不解之缘。 
1916 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

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 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

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

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

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 年 5 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

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

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

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

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

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

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

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

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

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

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

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 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

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 1927
年 6 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 1925 年起到 1929 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

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

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
年 12 月 20 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

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

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

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

《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1926 年 4 月 14 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

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

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1926 年 7 月 5 日，梁启超致信李四

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在至

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半年

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1926 年 10 月 15 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

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



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

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 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1929 年 1 月 19 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1930 年 2 月 24 日，梁启超后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尊梁启超遗嘱，委托天津律师黄宗法致函

国立北平图书馆，就寄存梁启超图书事声明如下： 
“迳启者： 

关于梁任公先生口头遗嘱愿将生平所藏书籍借与贵图书馆一事，前荷惠寄《善本阅览室规则》、《普通阅

览室规则》暨《收受寄存图书简章》各一份，比即抄送任公先生之继承人。兹受该继承人等之委托，正式函

达贵图书馆，对于前述章则表示同意，并按贵馆《收受寄存图书简章》第十条内开各项声明如下： 

（一）、藏书人之姓氏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其代表人为该氏之连续继承人所组织之梁氏亲属会，住所在

天津义租界西马路二十五号； 

（二）、关于寄存图书之卷数，拟俟点交接受时确定之； 

（三）、永远寄存，以供众览； 

（四）、关于公开阅览及出贷之办法，悉愿遵照前述各项章则办理，但上述之梁氏亲属会对于寄存书籍，愿

保留自行借用之优先权利，并愿遵守一切有关之规则。 

以上所开各节，即请查照见覆，如荷赞许，并希克日派员来津点收，至纫公谊。 

此致 

      国立北平图书馆 

                                  律师黄宗法（钤印）敬启    十九年二月廿四日。” 

本馆收到来函以后，当即派采访部兼阅览部馆员爨汝僖、编纂部馆员梁启超族侄梁廷灿、金石

部馆员范腾端、编纂部馆员杨维新四人赴天津点收饮冰室全部藏书，共二千八百三十一种，约四万

一千四百七十四册；新书一百零九种一百四十五册，日文书四百三十三册，石刻碑帖五百余种一千

四百多件。此外尚有一批墨迹、未刊稿及私人信札。这批书稿主要是梁启超饮冰室所藏书籍。 
新中国成立之后，本馆筹建手稿专藏文库，大批名家手稿入藏本馆。1954 年 3 月，馆方派冯宝

琳与梁氏亲属取得联系，得到梁令娴（思顺）、梁思成及其梁氏家属支持，慨然捐赠全部手稿。 
梁启超长女梁令娴女士致本馆的赠书函如下： 
“北京图书馆：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来信收到，当时因舍弟思永病危，不幸逝世之后，又办丧事，所以许久没有回信，

抱歉得很。 

先父手迹，得贵馆负责保存，十分欣兴。文稿三大箱在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请于下星期一日

——四月十九日——上午前往搬取。我处有目录一份，其他墨迹也愿一并奉赠，请派人来取。 

专此布覆，并致 

                                           敬礼！ 

                                                        梁令娴启    一九五四.四.十六.” 

这批全部著作手稿包括了收入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的全部文稿， 也包括相当一批未入《合

集》的稿件。 为答谢梁氏家属，文化部长沈雁冰亲自签署了褒奖状，谢词如下： 
“梁令娴、梁思成先生以所藏梁启超先生饮冰室文稿三百九十三种计八千二百六十六页捐献国家，公诸人

民，特予褒扬，此状。 

部长：沈雁冰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七日” 

如今，梁启超先生的手稿正妥善珍藏在本馆善本名家手稿文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