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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街与国图古籍馆 

徐自强 

上世纪 60 年代，笔者自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图书馆，一直在文津

街 7 号这个地方工作。其中虽有几年到海淀区白石桥新馆“工地”上班，似乎离

开了文津街。在筹建新馆时期，查阅了大量的馆史档案，因此编写出《图书府库》，

即《北京图书馆简史》，其间对文津街的旧况，知道的更加具体、细致。 

五次组建分馆 

    “分馆”之设，在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北图”）建史上已有多次了。

第一次是在建馆初期。清宣统元年学部奏请拨净业湖暨汇通祠等地为京师图书馆

馆址。后来因建馆经费发生困难，建新馆舍之事暂停，只好借房筹组，即所谓“以

款绌迄兴筑，暂就积水潭广化寺余屋为办公地矣。”但逾两年亦未能开馆。后经

鼎革，延至民国元年（1912 年）8月 27 日方开馆售票阅览。开馆半年后，深感

“京师地势辽廓，交通不便，原就广化寺之屋，地址在内城西北隅，犹嫌偏僻，

亟应添设分馆，以谋普及。”民国元年（1912 年）12 月，呈教育部文中曰：“现

在租借之广化寺房屋，不惟地址太偏，往来非便，且房屋过少，布置不敷，兼之

潮湿甚重，于藏书尤不相宜，虽暂时因陋就简，籍立基础，终非别谋建筑，不能

完备。„„辰下权宜之计，只有于南城适中之地，暂设分馆一所，是阅书者便于

往来。既足餍学者之心，亦可谓教育之助。” 教育部批准后，于民国二年（1913

年）6月在今宣武区前青厂武阳会馆夹道口永光寺街 1 号民房建立分馆。后因该

民房房主索还租房，故另觅宣武门外西茶食胡同东头香炉营四条西口新筑洋房开

办。分馆迁立后拟定有关规则，购置图书，于民国三年（1914 年）6月开馆。同

年 12 月广化寺馆暂停，香炉营四条分馆继续开放并负责代管藏所有卷牍、簿册、

款项。民国四年（1915 年）1月，分馆主任变更后，重订、修改有关规则。同年

分馆还增购书籍及东、西文杂志，并请准添设新闻杂志阅览室，减免学生阅览费，

以图扩充。民国十四年（1925 年）11 月曾改名为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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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京师图书馆分馆停办，改为北京市通俗图书馆，成为现在“首都图书馆”

前身之一。此即国图第一次创建分馆之始末也。 

  北图第二次设置分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民国三年（1914 年）冬设于

什刹海广化寺之京师图书馆停办后，翌年 6 月由教育部指定，在国子监南学旧址

（位于方家胡同）设立京师图书馆筹备处，前由分馆代管之所有财物移回，并拟

定暂行办事规则，成为京师图书馆复行筹设之始。新设之筹备处地址，在北城安

定门内方家胡同迄东，前清国子监南学旧址。南学停办后，学部设初级师范学堂

于此。入民国以后，为各团假用，现在教育部收回。于是将该处拨给京师图书馆

作筹备处。但其馆之西偏一部分，尚为第十七小学所假用。 

  民国十四年（1925 年）5月，京师图书馆呈文教育部（档案原文），称：“本

馆偏在京城东北一隅，年来阅览人数虽亦逐渐增加，而现在馆址究嫌偏僻，西南

城一带学者，纵有志观光，辙以相隔窎（音 diao,深远）远，有裹足不前之慨。

查北京各图书馆所藏典籍以本馆为最多，又为钧部直辖机关，处首都所在之地，

观瞻所繫（音 xi,同系），似宜力事振作，迁移交通便利之所，以慰人民之望。

从前屡有斯议，辙以无适宜地点而止。今幸阁议，通过将北海改作公园。北海处

四城之中，地方辽阔，官房綦（音 qi,极或很）多，乘兹改创之时，允宜首先指

定图书馆所在地，以示国家右文主旨，拟请提出阁议，择规模闳（音 hong，宏

大）大，足敷图书馆应用之官房酌拨一所，将本馆旧籍悉数迁往，作为图书总馆。

其方家胡同现在馆址，则留馆中所藏新书及旧书中重复之本，拨作分馆藏书使用。

现分馆又改京师为第一普通图书馆，以供东北城一带人民浏览。社会教育原是以

辅助学校之不足，图书馆尤为社会教育中主要事业，愈多愈妙，东西各国莫不视

为急务。理合具呈，请予允准。”民国十四年（1925 年）11 月，教育部令曰：“国

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已奉明令设立，原设方家胡同之京师图书馆应改为国立京师

图书馆，暂移北海地方。该馆旧址以现设之京师图书馆分馆移入。其京师图书馆

原有普通书籍酌留二万册，以一万册拨给京师图书馆分馆，合分馆所有之科学书

籍并供众览，改为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现设之京师通俗图书馆藏书尚少，

应将京师图书馆分馆旧有之中文书籍拨给，以资阅览，改为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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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1928 年）10 月教育部官员、学者黄式晖又向当时的馆领导陈垣等

致函，对方家胡同改设分馆极表赞同。 

  第三次筹建分馆，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后。蔡锷，字松坡，在反对袁世凯称帝，

推进国民革命方面立有大功，故在民国五年（1916 年）逝世后，被称为“革命

伟人”“革命先烈”。民国八年（1919 年），梁启超（字任公）由欧洲逛历回国，

并购置图书多种。民国十一年（1922 年）呈请当时政府拨北海快雪堂和西城石

虎胡同 7 号官房组建松坡图书馆。当时议决以快雪堂为第一馆，石虎胡同为第二

馆，先后成立并开馆阅览。后来，因梁任公先生故去，办馆经费困难，经呈政府

批准将石虎胡同房产变卖以维持。在日伪时期，松坡馆的藏书，俄文书和其它一

部分图籍为“新民会（汉奸组织）”掠去。但是以杨守敬（1839—1915 年,清代

著名的地理学家、藏书家、书画家、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所藏为基础的中

文古书，尤其是其中之宋版藏经等经该馆同仁多方努力得以保存。解放后，经几

度协商，决定由为国家接收，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同时，建“北平图书馆分馆”

以光大精神。此其为北图第三次建分馆之概略也。 

  第四次筹组“分馆”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立北平

图书馆改为国立北京图书馆，从此，图书馆事业发展很快，馆藏图书资料和工作

人员成倍增加。虽在 50 年代初期，多次建房与租房以解燃眉之急，但均为零敲

碎打，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不能适应文化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故在六十年代

初期，经清华大学设计，拟在景山东街建新馆，后因故停建，甚为遗憾。 

  进入 70 年代，馆舍的不足，与事业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故再次提出扩建

馆舍问题。70 年代初期，提出了一个扩建方案，在现文津街 7 号院西侧（原为

北图用地）扩建 4万多平方米的馆舍。1973 年呈国务院审阅，周恩来总理于 1973

年 10 月 29日批示：“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不动了，保持原样，

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故此，组建专门的机构，经两年的调查研究和设计规

划，提出了新馆建设的“大、中、小”三个方案。大方案 18 万平方米，预算 8604

万元；中方案 16 万平方米，预算 7894 万元；小方案 15 万平方米，预算 6794

万元。并再次呈报国务院审定。周恩来总理于 1975 年 3 月 11 日再次批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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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案，建筑高度为十层（含地下一层），每层五米。是否地面上高四十五米

或更高，妥否，请与万里同志一谈。”从此，北图的建设成为当时周总理亲自批

建的国家三大工程之一。据此，经国家建委的具体指导下，邀请全国著名的五大

设计院和五个大学建筑系投标设计，经三轮筛选，最后经国务院批准建设。在此

过程中，周总理又作出了高度不能超过 45米的批示。 

  北图新馆建设，于 1983 年 9 月 23 日奠基开工。1987 年土建完成，经过调

试、搬迁，1987 年 10 月 6 日国家北京图书馆新馆开幕，同月 15 日正式接待读

者。 

  与此同时，为了利用现有条件，更好地发挥优势，在文津街 7号原馆址组建

北图分馆。笔者有幸参加了新组建分馆的领导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1988

年春，北图分馆正式对外开放。当时组建的指导思想是以保存、研究传统文化（即

国学）为主要任务，同时兼顾城区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要求。为此，我们在业务

机构方面组建了中文线装书组、地方志组、家谱中心、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

心和中文普通书阅览组；分类管理方面设办公室、总务科、水利科、保卫科等机

构，有员工近 200 人。馆舍绿化方面，重新建立了东部的“文津园”，供读者员

工休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分馆实为北图分馆的延续，但因改名又大修馆舍，增

添现代化设备及管理

机构，故此亦可称第

五次建分馆。 

  北图分馆在文津

街七号建成开馆后，

深 感 馆 舍 房 屋 自

1931 年建成以来未

再修理，又经 1976

年唐山大地震的影响，

主楼多处破裂，虽经加固仍存隐患，急需彻底维修，故向上级多次报告，请拨

6000 万元予以解决。经多次联系，1996 年获国家批准得以修复，1998 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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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建馆 90年之际，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分馆更名

为国家图书馆分馆。 

国家图书馆分馆沿革 

  现在国图分馆的馆址，位于北京的腹地，地理位置优势，交通方便，风景宜

人，是理想的文化圣地。但它能呈现当今的面貌，也是经过多次的沦桑变化才形

成的。 

  最早的北京大地，只是永定河不断冲积成的一片河沙地，所谓冲积扇，北平

小平原，悉永定河故道即在此。后来经过不断的变化、迁徒，残余的一段河床积

水成湖，逐渐地变成沼泽地、湿地。现在的北海公园（包括中海、南海、前海、

后海、西海）地区，由于有紫竹院湖泊的一条小河——高梁河，经什刹海后分注

于此，流经其中，逐渐成为建造园林宫寝的圣地。但从北京的城建发展史来看，

最早的活动并不在北海一带。燕国灭蓟后所建之都，汉唐幽州故署、辽代陪都南

京、金代中都等时期的中心建筑，都是在现今广安门、白纸坊、陶然亭一带。但

由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早在辽金时就成为皇家贵族修建园林宫苑的首选了。 

  辽会同元年（938 年）将幽州城定为南京（陪都）后，辽帝在扩建南京宫殿

时，也就开始了对东北郊——今北海一带湖泊风景区的建设。金灭辽后，海陵王

完颜亮天德三年（1151 年）下令扩建燕京城（即辽南京城）。贞元元年（1153

年）正式迁都燕京，并改为中都。大定十九年（1179 年）在金中都东北郊湖泊

地区（即今北海一带）兴建太宁宫，后更名为“寿宁宫”“寿安宫”。明昌二年（1191

年）更名为“万宁宫”。 

  “太宁宫”包括今北海、中海地区。文津街七号为北海西岸，正处在其建设

范围之中。当时修宫时“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琼

华岛是“太宁宫”内重要的建筑，岛上建有多处宫殿。“太宁宫”东有大片稻田，

西有金代道士邱处机居住的居所。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 年）诏邱处机赴京师，

筑馆于万宁宫之西，以便咨询。 

  元中统三年（1262 年）至至元三年（1266 年）期间，世祖忽必烈对琼华岛

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修葺。元大都之修建，是在金中都东北郊以大宁离宫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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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太液池为中心，东建宫城和御院，西建隆福宫和兴圣宫，形成了三宫鼎峙的宫

苑区。至元八年（1271 年），将琼华岛赐名为“万寿山”（或称“万岁山”）。元

代的万寿山位于大都皇城中心，相当于今北海、中海地区。东为大内皇城及北御

院；西为隆福宫及兴圣宫，占地很大。兴圣宫位于现今的国家图书馆分馆和其北

的国防部一带。 

  明洪武元年（1368 年）灭元后，明代沿用万寿山苑。明成祖以后所称的西

苑，是由成祖、宣宗、英宗、世宗等朝皇帝在元代万寿山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

其范围比元万寿山苑大，包括万寿山苑、苑西隆福宫、兴圣宫的一部分以及明代

扩建的南台（今南海瀛台）湖泊。西苑湖区西岸垣外有虎城、清馥殿、玉熙宫等。

玉熙宫是元代之兴圣宫旧址，亦即现在分馆 1号楼与 3 号楼一带。上世纪六十年

代备战备荒，修人防工程时曾在 3号楼东侧挖出“玉熙宫”墙基，出土了明代制

作的大砖。 

清代定都北京后，沿用明西苑为皇家御苑，但此时已有西苑三海之称，即瀛

台南为“南海”，蕉园为“中海”，五龙亭为“北海”。满洲八旗原为游牧民族，

以骑射得天下，故入主中原后，仍不离其习俗，不但在长城外围场射猎，还在皇

城内养马，故将原明玉熙宫改成为“马圈”，马圈即玉熙宫旧址也。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民国二年（1913 年）3月 3日，逊清王室将三海交

袁世凯政府。故袁将总统府迁入中南海，护卫总统的“拱卫军”进驻西苑三海。

自此北图建馆前的“马圈”和羊房夹道（又称养蜂夹道）等地均为袁所占用。   

民国十六年（1927 年）国立京师图书馆曾呈函请大元帅饬拨北海公园西南

方之旧御马圈（约 40 亩）及养蜂（实为羊房）夹道迤西之旧操场空地（25 亩 8

分 7 厘 8 毫）作为京师图书馆建筑用地。御马圈地址经与陆军部商谈由该部派员

勘交。操场空地隶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未能照拨，需续办。从此，该地

成为北图的永久馆址。 

民国二十年（1931 年）5月又函请北平市公安局，希将金鳖玉蝀桥以西、西

安门大街以东一段的无专名之街，以四库全书中“文津阁”之义定名为“文津街”。

经核准现行“文津街”之名和文津街七号之地，逐成为北平图书馆之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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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图书馆在 1929 年 5 月 11日奠基，至 1931 年 6月 25日落成典礼，7月

1 日开放。 

  1950 年 9月 16 日经呈报文化部批准，在馆东侧修展览厅一座。 

  1952 年 1 月 9 日，馆呈文化部拟在原文津街 1 号“工”字楼后接着增建一

栋六层及过道四层的书库。同年 3月 8日文化部批准，10月 20 日北京市政府批

准。1955 年 6 月 1 日落成使用。现在分馆文津街楼 1 号“王”字楼，就是在两

个时期两次建筑的结果。 

  1953 年 4 月 8 日，北图馆呈报拟在一号楼西侧平房处建二层办公楼一栋。

同年 4月 30 日获文化部社管局批准 ， 6月 24 日获财政部批准， 7月 29 日获

北京市计委批准。1954 年新建的 2000 多平方米二层办公楼落成，即现分馆 3号

楼。 

  1963 年 9 月 7 日经馆申请，文化部计划司同意改建北图照相室和阅览室。

1964 年 8月 18 日经文化部文计光字同意，改建照相室、复建阅览用房 1400 平

方米，1965 年 12 月 20 日竣工使用，即现在 2 号楼。 

  1981 年，一方面为解决北图新馆建成前用房困难，同时又为新馆工程设一

试验基地，故在一号楼东侧北海西岸增建阅览楼（即 6号楼）一栋，计 4000 米，

1982 年落成使用。1988 年，文津分馆开馆后，为美化馆边环境，在 1号楼东侧、

6 号楼南侧，辟置文津园一处。 

  90 年代初，馆又申请加固大修，已用六十年的馆舍经数年努力，1996 年经

国家计委、财政部批准，拨款维修。2005 年又正式改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本文原载《西城追忆》2006 年 03 期，收入本刊时有删节，插图为编者所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