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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的历史

张伟丽

善本阅览作为国家图书馆特色的阅览服务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建馆肇始，她的历史

与国家图书馆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在西学东渐风气的影响下，在京

师创建一座有别于传统藏书楼的全新的图书馆，以开民智、强国家，成为迫切的需要，国家

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应运而生。1910 年，当时的学部拟定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

图书馆通行章程》，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图书馆应设藏书室、阅览室，还写明了阅览券及借

阅规则等条目，此时设立包括善本阅览在内的阅览服务已经提上日程。

一切准备就绪，1912 年 8 月 27 日，京师图书馆借广化寺场地正式开馆，阅览场地窄小，

设施也比较简陋。后来在近 10 年的时间里，馆舍又几经变化，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尚能做到一年接待读者 11000 余人，提供 6万余册图书，令人佩服。在此期间，善本阅览服

务也不断发展，到 1917 年 1 月时，可以为读者提供《四库全书》、善本古籍和舆图的阅览服

务。具体的阅览办法是购买阅览券，当时的阅览券分 6种：普通阅览券、新闻杂志阅览券、

学生阅览善通书券、学生阅览新闻杂志券、善本书阅览券、四库书阅览券。凡到馆阅书者，

须先购甲种或丙种券；欲阅善本书者加购善本书阅览券；需要阅览四库全书者，加购四库全

书阅览券。凡购善本及四库书阅览券者；至特别阅览室者看书。这个特别书室主要阅览宋元

时期旧刊本，应该就是善本阅览室的前身。后又专设舆图阅览室、善本阅览室、四库阅览室。

建馆十余年后，为提高服务质量和馆舍的整体质量，建造一座新馆的要求愈加迫切。

1925年 10月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签订契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后因故中止，

中基会遂在 1926年 3月另创办北京图书馆（1928年改名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 8月与

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新馆舍的建造工作便由北京图书馆承担。筹备处在北海公园内，于

1927 年 6 月 16 日先行开放阅览室。阅览室位于琼岛之上，长约 17 米，宽约 4 米，可容纳

40 人左右。给符合条件的读者发放善本阅览券，有效期为三个月。后来为了方便阅览，还

推出过一日善本阅览券，广受欢迎。当时善本阅览室座位有限，常常人满为患，后来者只能

先挂号，有点像现在的医院一样，等到有座位腾出后，即按挂号先后顺序通知来馆领取换券

阅览，可见当时善本阅览之盛况。在这个时期，特别制定了善本阅览室的阅览规则十一条，

详细规定了阅览善本的要求和规定，基本奠定了今天善本阅览规则的基础。同时设善本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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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室，方便读者观览馆藏善本风采。这也是开办善本展览的开始。

1931 年 6 月，新馆建设完毕，国立北平图书馆终于有了固定的业务发展空间。新馆舍

位于朝阳门到阜成门之间的文津街上。当时朝阜大街被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称之为北平的“最

美大街”，他在《骆驼祥子》中借祥子的口描述这条大街：“这儿什么都有，有御河、有故宫

的角楼、有景山、有北海、有白塔、有团城、有图书馆、有大号的石狮子，多美，多漂亮。”

我们崭新的图书馆也成为作家笔下重要的景致之一。大家在欣喜之余，也紧锣密鼓地准备开

馆事宜：自 7月 1日起即开始接待读者，恢复阅览服务。此后，善本阅览规模更加扩大，舆

图阅览室增添新设施，增加参考书架并准备安装悬挂地图的升降架等阅览设施。在此期间，

善本乙库的筹设，有力地支持了善本阅览工作。北平图书馆新馆建成后的阅览工作，一方面

注重普及，一方面尤注重提高。当时的阅览部主任即为图书馆界大名鼎鼎的刘国钧，阅览组

组长是李文䄎，曾经编写了《北平学术机关指南》。此时阅览工作人员也开始编辑与善本及

研究相关的目录，如中国古铜镜书籍书目，关于中国小说西译论文集目，关于中国戏曲西译

书目等等。这些目录书贮藏在专门的书橱中供读者使用。

当时除了善本阅览外，还可以提供善本抄写的服务。宋元明旧刊本、敦煌石室唐人写经、

旧抄或孤行本、文津阁四库全书都可复制，当时主要的复制方法就是抄写。抄写方式是由本

馆雇人代抄。北平图书馆发行过一种抄书券，时限为三个月。到 1931 年，文津街馆区建成

后，馆内摄影部开始工作，当时仅有 photostat 照相机一架，如果读者需要善本文献的影像资

料，即可使用照相机为其拍照。这一时期比较大型的复制项目，是为当时的历史研究所复制

馆藏西夏文佛经。这可也算善本复制的先驱了。

1937 年北平沦陷，社会动荡，北平图书馆先期将善本南迁，一部分馆员也随之南迁。

在北平留守的馆员则坚持继续提供阅览服务。动乱之中，阅览服务采取了缩短阅览时间、停

止外借图书的措施。同年 11 月底，关闭四库阅览室等 11 间办公室、阅览室。1938 年至 1942

年，我馆在云南设立馆本部，艰难履行职责。此时馆务分散在北平、云南、香港等地。文津

阁《四库全书》尚留在北平，妥善保管的同时继续开展整理研究。

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期盼，在沦陷的故都中苦苦挣扎的北平图书馆终于等到了解放的这一

天——1949 年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了北平图书馆。接管后，改定了

阅览时间，成立新文化阅览室，陈列五四以来新文化书籍。虽然当时北平还存在遭受轰炸的

危险，但是勇敢的图书馆人依然没有停止包括善本阅览在内的阅览服务。为保障馆产、职工

及读者安全，建立了本馆防空团，分设各组。

1958 年，北京图书馆重新制定了善本阅览室暂行规则十条，详细规定了善本阅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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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61 年，在此基础上又修订为善本阅览室阅览规则。此时善本阅览室提供古籍善本、

舆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阅览服务。

随着文献的增多和时代的发展，文津街馆区已经难以满足需要，于是 1987 年选址白石

桥建设北京图书馆新馆。新馆建成之后，善本特藏阅览室规模更加扩大，在原来的善本阅览

室基础上，按照特藏文献类型增设了金石拓本阅览室、舆图阅览室、少数民族语文文献阅览

室、中国古籍阅览室和敦煌吐鲁番学资料室。善本阅览室设在中区二层，面积 248 平方米，

有 40 个座位，包括 20 个缩微胶卷阅读座位。提供善本图书原件及缩微复制品。并设一个善

本书陈列室，来宾和读者可以在室内看到馆藏珍贵的图书。为配合善本阅览室的特色，室内

所配家具为红木雕刻仿明家具，营造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阅览、接待环境。配有仿明阅览桌

椅、仿明玻璃书柜、展柜、仿明出纳台、支书架花架、仿明大小沙发、茶几和屏风。形制与

今天的善本阅览室基本相同。

90 年代末期，随着机读数据的发展和完善，阅览服务也更加方便、快捷、现代化。善

本阅览室积极参与“创建一线服务岗”活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图

书馆善本阅览提供阅览范围更广，数量更大，分在文津街馆区和白石桥馆区的善本特藏典阅

组为读者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2014、2016、2018 年连续三次获得馆级“先进科组”称号。

值此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年之际，坐在宽敞明亮的善本阅览室里，抚今追昔，想到图书

馆前辈们筚路蓝缕之功，感慨敬佩的同时，更感到自己肩头的责任，惟有不忘初心、继续努

力，才能不负图书馆先辈的嘱托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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