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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与鼎新之际的国家图书馆 

 马涛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王重民先生字有三，河北高阳县人，著名图书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王重

民先生就读北京师范大学时，在北海图书馆兼职以补贴生活费用。1929 年毕业后先任保定

河北大学国文系主任，不久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1930 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

委员兼索引组组长。1934 年以“教育部派考察图书教育”官员的身份赴巴黎法国国家图书

馆工作。1938 年被派赴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办事。1939 年赴美，整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中国善本古籍。1947 年归国，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参考组主任，同时受聘于北京大学国文系。 

1948 年 12 月 21 日，袁同礼馆长在北平围城期间，乘南京政府派来接运在平高级官员

和知名人士的末班飞机赴南京教育部述职后，于 1949 年 1 月 28 日离别祖国乘船赴美。离

平前将馆务交与王重民负责。王重民给全馆员工写了一封公开信，谦虚真挚地写到：“我是

一个‘书生’，没有经验，没有能力，哪敢担任这个职务。但念现在正是‘同舟共济’的时

候，我跑来参加，和大家一同拨桨，一同维护我们所寄托、所凭籍的‘舟’——北平图书馆，

共患难，共甘苦，也是义不容辞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王重民先生以一介“书生”之力

义无反顾，承担重任，足见其对北平图书馆之热爱。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王重民被任命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 9 月改为“国立北京

图书馆”，1951 年 6 月称“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同时兼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教授、主

任。1952 年 5 月，专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不再担任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 

引言 

王重民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供职近 27 年，特别是在 1948 到 1952 年间，国家革故鼎新、

中国图书馆事业也随之迈向新生之际，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图书馆事业发展之中。1951

年王重民先生在《文物参考资料》2 卷 2 期上发表了《图书馆工作者在今天的骄傲》一文。

通篇文字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和理想主义情怀。刘修业先生在《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

编年》中，于 1949 年条下写到：北京之解放，有三的激动和兴奋是无法形容的，他觉得开

始得到新生，虽然还是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和北京大学讲课，但他感到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对他这个曾经信仰马列主义的旧知识分子来说，应如何更有效地建设新中国图书馆的事业，

这是摆在他面前迫切解决问题。他决心倾注全部精力，改革图书馆及教育中种种旧的不良措

施，以表示对新中国的热爱。①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但王重民先生看到了有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大举措，特

别是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那时全国 5.5 亿的人口中，文盲占比达 80%以上，广大农村的文

                                                        
①
王重民：《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9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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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率更是高达 95%以上。①这一情况的严峻从 1908 年清政府宪政编审馆《奏遵议宪法大纲

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应行筹备事宜折》有关简易识字教育的计划中可窥一斑：己、光绪四

十年—人民识字者须得百分之一。庚、光绪四十一年—人民识字者须得五十分之一。辛、光

绪四十二年—人民识字者须得二十分之一。② “文字是传播知识的工具，也是寻求知识的

钥匙；欲传播知识，须先传授文字；欲得知识，必须认识文字” ③。文盲是无法自由利用图

书馆的，只有扫除文盲，图书馆事业才能发展。 

与这一现状相对应的是为了扫除新生政权文化建设方面的阻碍，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声势

浩大的扫盲运动，这也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

国工农教育会议开幕词中这样表述：“工农教育在目前的基本任务是‘开展识字运动，逐步

减少文盲。’” 并指出，“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是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的必要条件”④。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在城市和农村积极开展扫盲运动，各种夜校和

扫盲班通过读小说、讲故事、看图画、宣讲革命道理和国内外时事等灵活多样的形式，逐步

提高受教育者的识字能力和政治觉悟，教学成果比较明显。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在开展冬学

运动过程中，使扫盲运动发展成为国防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1952 年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

研究委员会，重点研究推行汉字的简化工作，使汉字更加易学、易懂、易记。从 1949 年到

1960 年，约有 1.5 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⑤ 

在这段时间里，王重民先生从国情出发，结合图书馆职能，做了诸多工作，刘修业先生

写到“有三在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时，认为北京图书馆是国内藏书最丰富的综合性图书馆，在

国际上享有盛誉，故他提出收购当时流散善本书、扩大馆址，以便容纳馆内的藏书，增加阅

览室，以供更多学者来图书馆作科学研究。”⑥为国家图书馆业务转型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珍贵典籍的搜访与整理 

王重民先生在善本庋藏保护与研究方面有着先进理念和不懈努力。早在 1948 年 6 月 18

日在《读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因略谈我国的善本书》一文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自从

有了国立和公立的图书馆，善本书就渐渐由私家流入公家，在善本书的本身，是由危险地带

得了安全保障，在能利用善本书的学者们，便都有了自由阅览的机会。而我们作编目的人作

调查与统计的人，得了这样集中而公开的资料，才得开始作实际的调查工作。”⑦ 

王重民先生担任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期间，通过多种形式补充文献，配合主渠道丰富馆

藏。一是接收政府调拨的珍贵文献，如 1949 年接收《赵城金藏》4330 卷，1951 年接收苏联

                                                        
①［日］浅井加叶子著,王国勋,刘岳斌译：《当代中国扫盲考察》，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年，第１页。

 

②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九编)》，商务印书馆，1948 年，第 92 页。 

③马秋帆、熊明安：《晏阳初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28 页。 
④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 年第 58 页。 
⑤刘善文：《新中国的扫盲运动（一）》，《党史文苑》，2017 年第 4 期，第 38 页。 
⑥王重民：《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8 页。 

⑦王重民：《图书与图书馆论丛》，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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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还《永乐大典》11 册、《龙藏经》一部 700 余函、江苏瞿氏铁琴一张、铁琴铜剑楼匾额 1

方、善本书 20 种及收购书 190 种，文化部拨交的宋、元、明刻本善本图书 53 种 240 册等。

二是积极促成并接受单位和私人捐赠，如 1950 年许广平捐赠鲁迅图书与金石拓本，傅增湘

后人捐赠傅增湘所藏石刻、影印本、手稿、什物家具等，顾子刚捐赠《永乐大典》3 册、甲

骨文 2 盒等，1951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捐赠《永乐大典》21 册，周叔弢和赵元方也将

他们收藏的《永乐大典》各一册捐赠给我馆。三是开展国际书刊交换，新中国成立初期，国

际书刊交换是我馆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 年成立国际交换组，专职负责该项业务，到 1952

年时，已经与 16 个国家的 48 个单位建立了联系，收到交换书刊 8160 册，不仅丰富了我馆

的馆藏，也加强了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除了典籍的入藏外，王重民先生对古籍的整理也极为重视。刘修业先生回忆到：“他当

时作过一个宏伟计划，拟在北大图书馆及故宫图书馆阅读善本书，撰提要一千五百种，在北

平图书馆再撰提要二千种，之后再去南方各大图书馆阅读善本书，连同以前在国外已撰成提

要，约五千五百余种，除去重复部分，则可得一万种，然而人事沧桑，他未能如愿以偿。我

为了完成他的遗愿，将他未刊的遗稿，编成《中国善本书提要》,虽只收所撰提要近五千二

百余种(连同未出版的《补编》),由此可以窥见他对古籍善本书的阅读，孜孜不倦之一斑。”①

在王重民先生去世后半年左右，周恩来总理在 1975 年 10 月病重期间指示 “要尽快地把全

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1978 年 3 月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刘季平、顾廷龙组织实施，历

时 18 年完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一巨大文化工程收录大陆地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

文物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

781 个单位的藏书达 13 万部。 

二、适应形势，调整机构 

1949 年 6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接管松坡图书馆及藏书，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分馆，

借此对组织机构做了微调。 

1950 年 5 月草拟并上报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组织条例》，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北京图书

馆组织条例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下，依过去的历史发展，现在的具体情况和最近、

将来可能试办的新计划制定的。第四条提出，为建立民主集中制，以推进馆务，由馆务会议

协商并决议全馆重要事项。并规定不论是馆务会议还是秘书处会议、部务会议，分别要有工

会代表、工会福利部代表、该部职工代表二人参加。第十一条，为领导研究加强业务的改进，

聘馆内外专家及大学教授组织顾问委员会，就业务上之需要，分设各种专门委员会，如图书

馆学专门委员会、分类编目专门委员会及咨询顾问专门委员会等。组成秘书处、采访部、编

目部、善本部、阅览部、参考研究部 6 个部处和 3 个专门委员会的组织架构。 

1951 年 3 月 27 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批准了北京图书馆基于北平和平解放后业务开

展的实践和参照苏联图书馆组织规制形成的《改造北京图书馆方案》。作为纲领性文件，首

次明确了北京图书馆的性质和任务，即成为一个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国家图书馆。 

                                                        
①王重民：《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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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11 月文化部文物局批准了暂行组织机构，即采访部、编目部、阅览部、苏联研

究室、参考辅导部、善本部、特藏部、保管部、总务部、馆长办公室、由学术秘书主管的文

书股、人事股。按馆长分工，王重民先生分管采访部、编目部、阅览部、苏联研究室。这次

机构改革是继 1929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机构重组后，源于全国教育和

出版事业等外部环境的发展，在办馆理念、馆藏文献资源建设、读者服务和员工队伍素质和

规模等内部因素影响下做出的现实安排，奠定了此后近 30 年的基本业务管理框架。 

三、调整理念，拓展服务 

新中国成立前后，王重民先生满怀对新中国未来发展的憧憬，学习吸收苏联经验，并结

合 10 余年欧美国家图书馆事业的悉心观察与思考，对图书馆服务工作进行了诸多改革。 

（一）重新规定凡是年满 16 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高中以上的学生，都有权利

成为我馆读者。通过发放读者意见表，了解读者对于阅览、参考和群众工作方面的要求与希

望，以及其他对于图书馆的意见和建议。希望由此把握读者的兴趣特点，以更好地开展读者

服务工作。通过不断开辟新的各种不同功能的阅览室、尽力延长开馆时间、开放夜馆等措施，

拓展阅览阵地，延伸阅览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二）1949 年 3 月 28 日，位于北海公园悦心殿的“新文化阅览室”开始接待读者。这

个阅览室的辅助书库负责收藏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书籍以及解放区出版物，并且于 4 月 2 日在

各报刊刊登启事，征求五四以来新书。另外，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通告有

关部门，“国立北平图书馆于 2 月 13 日为本会正式接管……蒋管区各地方出版期刊日报，多

有收藏；但我解放区内印行者，则多付阙如，因此特为介绍，请将你处出版的期刊日报按期

寄赠该馆一份，（能由创刊号寄一全份尤佳）”①。 

（三）为指导和组织本市少年儿童阅读，1950 年 5 月 8 日，北京图书馆联合团中央青

年服务部在文津街院内开辟了少年儿童阅览园。以连环画和图画故事书为主，如小朋友、中

华少年及少年自然科学丛书等 2000 册，供少年儿童入园阅览。1953 年 2 月又成立了拥有一

百多个座位的少年儿童阅览室。儿童阅览室还培养积极分子，组织少年儿童服务员，担任图

书阅览、出刊“少年园地”、协助组织讲故事歌咏等工作。仅 1954 年一年，到馆的小读者就

达 70800 多人。 

（四）为了配合国家建设、满足基层读者对图书资料的需要，北京图书馆以图书流动站

的形式，送书上门，到工厂、工地、农村和部队开展图书流通工作。王重民先生 1947 年 9

月 11 日在北平广播电台播讲《美国的图书馆》时对这种服务形式就有描述：美国公共图书

馆为了乡村僻壤的居民，有巡回图书馆；为了这次世界大战，有战地服务巡回图书馆 ②。北

京图书馆这项工作始于 1952 年。北京图书馆先后在北京郊区第一棉纺织厂工地、官厅水库、

京西矿区、丰沙铁路线、南苑五里店农场、北京市建筑工会等处建立了 40 个图书流通站，

                                                        
①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949 页。 

②王重民：《图书与图书馆论丛》，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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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官厅水库流动站。1952 年到 1955 年，图书流通站流通的图书达 15000 余

册，图书流动服务读者约 10 万人以上，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① 

 

图 1  流动书车送书下乡 

（五）编辑整理参考资料，解答机关、学校团体以及一般读者的咨询是国家图书馆的重

要职能。1950 年 8 月重组充实参考咨询组，至 1952 年 11 月完成规章制度建设和人员配备，

1953 年就编制完成了几十种专题书目索引，截至 1958 年底，已经编成的书目达 300 余种。

1957 年原参考研究组扩编为参考部，下设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两个参考组，并调入各类专

业的大学毕业生和其它专业人员。五十年代后期，北京图书馆就拥有哲学、史学、文学、经

济、法律、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十多个专业的参考咨询工作人员三十多人。 

（六）为了满足到馆科研读者的需求，在普通阅览室、科学技术文献阅览室中也设有辅

助书库，部分或全部采取开架方式。此外还设有资料室、研究室。资料室供读者阅览特殊报

刊资料，研究室供一部分读者进行专门研究工作，例如“当时柳亚子出资，请谢国桢增辑《晚

明史籍考》。有三在北京图书馆，另辟研究室一间，并组织“明季史料讨论会”,帮助谢先生

作修改增辑的工作。”②1949 年 5 月重新制订了研究室规则，申明：本馆为便利政府人员与

                                                        
①
程鹏：《建国初期北京图书馆的特色服务》，《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 年第 2 期，第 13—16 页。 

②王重民：《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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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机关之特别参考，设立研究室；研究室人员提取书籍以二十种为限，并请用毕随时送还

出纳柜，以免妨碍他人阅览。 

 

图 2  研究室内景 

（七）为了扩大服务范围，1949 年 5 月开始实行《馆际借书办法》，即：各图书馆因借

书需要并欲彼此互通有无而愿馆际互借书籍者，须由图书馆馆长负责签名盖章，并先期派人

来馆接洽，一经商定，即可借书。其无图书馆之机关，由各该机关首长负责签名盖章，指定

专人洽办。 

（八）面向公众举办讲座是公共图书馆的传统业务，多以演讲会或宣讲会为名。“民国

二十八年（1939）教育部公布《图书馆工作大纲》，在省图书馆之工作一项下规定：‘办理各

特藏专室，设立各专室讲座；举办图书馆员讲习班；举办全省图书馆员研究会’；在县市图

书馆之工作一项下规定：‘办理各项学术演讲；举办读书顾问，指导民众进修’。”①而国家

图书馆自 1909 年创办起就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因此很多普及性工作并未开展。这也是尹

达、王冶秋在文化接管委员会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调研报告中指出平馆存在的所谓重要不

足：（二）过去你们认为普及的工作应由市图书馆来做，这种分工有部分理由。但本馆是全

                                                        
①
蔡彦：《研究学术 开通知识——中国图书馆讲座的百年历程》，《科技文献信息管理》，2010 年第 3 期，

第 55—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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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大图书馆，今后要做示范性的、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要在全国图书馆事业上起模范领

导作用。① 

目前所知北京图书馆面向公众开展的第一次讲座是国立北平图书馆 1950 年工作总结中

所记载，为配合 6月 18日开始举办的“高尔基生活作品展览”，由《高尔基论青年》的作者

之一，即苏联教授维诺格拉多娃举办的一次讲演会，“主讲高尔基的创作道路给参观者以很

好的影响，这种方法虽然只用了一次，而它的成就是很大的”②，这也为 1953 年之后北京

图书馆讲座蓬勃发展做了有益尝试。 

 

图 3  《高尔基论青年》，1956 年 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九）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展览相比，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展览除了展览种类更

丰富、展览方式更多样、社会影响更广泛。1950 年 9 月规划、1951 年 10 月验收使用的专

用展厅建成后，为此项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1952 年就举办大小型展览 15 次，图

片展览 31 次。 

宣传保护古籍文献，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1950 年至 1952 年，北京图书馆先后举

办了三次大型的古籍展览： 解放以来新收善本书展览、《永乐大典》展览、中国印本书籍展

                                                        
①
林世田：《同舟共济 共护国宝——王重民与和平接管时期的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微信公众号，2023

年 7 月 25 日 17 点 01 分发布。 
②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编辑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北京图书

馆出版社，1997 年，第 6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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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第一室陈列的古代精刻本有许多是藏书家们捐献给中央人民政府

的。“他们所捐献的是，或保存了百年以上的，或为一生精力所聚的宋元精本名刊”①。 

外国书刊展览也是北京图书馆的优势。1950 年与北京市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举办“苏联

出版物展览”，1952 年，举办“中苏友好月图书展览”。“中苏友好月图书展览”，除了马列

主义著作的中俄译本外，还展出了大量的“中国作品俄译本”以及“苏联文艺作品与中译本”，

参观人数达 63000 多人，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②。 

新中国成立之初走出国门参加的国际展览能明确以图书馆为主体参加的展览极少，而

1950 年莫斯科“中国艺术展”就是由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单位提供的展品，另一次

则是 1955 年北京图书馆赴瑞士协助布置的“古今书刊展览”。 

此外，相继举办的大型纪念展览还有：五四史料展览、“七七”抗日战争史料展览、太

平天国革命史料展览、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展览等。 

王重民先生是一位对国家图书馆立下历史功勋的领导者和著述等身的学者、教育家。先

生远渡重洋，所带回的照片为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和太平天国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种文

献回归方式具有典范意义，可谓是“海外中华古籍回归”的先声。先生主编的《敦煌遗书总

目索引》“总目部分”的北京、伦敦、巴黎三处的馆藏目录和从各处搜集的被称为“敦煌遗

书散录”的 19 种目录，直接划定了国际敦煌项目合作的资源范围。 

在王重民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回顾先生的生平事迹和贡献，为的是继承和发扬老一

辈图书馆人甘为人梯、无私奉献、坚持真理、开拓进取的图书馆员的职业精神,尤其是毕生

传承中华文明的使命担当。

                                                        
①郑振铎：《“中国印本书籍展览”引言》，《文物》，1952 年第 4 期，第 1－4 页。 
②新华通讯社：《北京图书馆举行中苏友好月图书展览》，《 新华社新闻稿》,1952 年第 925－955 期，第

168－16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