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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舆图组照片的收藏 

刘忠民 

 

 

本人自 1980年开始从事舆图组照片的采访、编目工作。照片资料当时并没有成文的采访方针，只是由

组长传授与我，照片采访与外文地图一致，要求精不求全，例如：国内外重要事件、人物、重要历史照片、

重要名胜古迹，以及当时的重要新闻等等，但是连续性照片出版物要求必须采齐。我于 1985年曾起草《照

片资料采访意见》，第一次以文字形式细化了照片采访方针。2000 年，我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4

版）为基础起草了照片分类法，由于库房排架是按财产号顺序大排架，卡片目录已经分类排列，只是不显

示分类号，加之已经着手建立照片资料数据库，所以没有实行。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照片采访一直以新华社摄影部等单位发行的新闻展览照片为主，兼

采中国图片社、体育图片社等单位出版发行的照片资料，同时多方宣传，扩大采访范围。由于入库后便于

存放的需要，当时要求统一订购全部为 12寸的黑白照片，后来逐渐发展为 10寸彩色照片亦可订购入藏。

1995年后起开始征集入藏照片形式的印刷品，旧照片则不局限以上要求，尽量征集。自 2005年老照片采

访扩展到拍卖行。 

下面就照片采访、整理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情进行一下回顾。 

 

一一一一、、、、照片照片照片照片采访采访采访采访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1983年，我们通过馆办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礼品部联系，由该局向我们无偿捐赠一些国家领导人

和政府机构赠送我国领导人的照片集和珍贵照片 63种 75册 314张。当时我与孙笑堃组长一起冒着酷暑去

他们库房挑选了三天，因库房面临搬迁，卫生条件极差，对照片也未曾整理。根据需要，我们挑选了很多

宝贵的照片资料。这批照片资料不仅珍贵，而且十分精致，大部分为国外记者拍摄的周恩来、陈毅、刘少

奇、华国锋、余秋里、邓小平，以及赵紫阳出访的照片；涉及亚洲、非洲、欧洲的二十几个国家，反映了

不同时期中国外交路线的变化。以周恩来的最多。此外还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访华、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

访华。除了国家领导人互访照片，还有反映一些国家国民经济、人民生活的照片集，如阿尔巴尼亚、罗马

尼亚、越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苏丹、加纳等国家。照片集十分精致，带有各国特色，更有意思的

是有一相册打开后还有八音盒放出音乐。 

1986年，我馆从松坡图书馆旧址接收一批旧藏品，我代表舆图组挑选当中老照片，经过反复仔细挑选，

找到蔡锷、梁启超巨型照片，是我组迄今收藏少数大型照片之一部分。我是经过那次挑选老照片了解到蔡

锷、梁启超对创办国家图书馆所作的贡献以及我馆同松坡图书馆的关系。那次还入藏了石虎胡同松坡图书

馆阅览室的一张照片，对于了解松坡图书馆原貌十分有益。 

1959年，詹天佑后人在詹天佑逝世 40周年捐赠的詹天佑家族照片集和京张铁路相集都是十分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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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其中还有珍贵的清代藏书票。1985年在京张铁路的青龙桥建立詹天佑纪念馆，詹天佑后人詹同济先

生曾多次来查看并选中一批翻拍，我曾经多次负责监护。詹天佑纪念馆建成后詹同济先生著书、写纪念文

章，多次来馆反复查看这批资料，同时也为原来没有说明的照片加了说明。 

邓之诚旧藏照片共计 597种 5180张 51册，是 1962年冯宝琳老师努力下，通过她的同学想尽方法多

次和邓之诚亲属交流，谈判谈价，并按照馆里指示花 3000 元从他的家人手里买到的。这部分照片现已成

为我组旧照片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来组后多次听到冯宝琳、孙笑堃等前辈讲述有关这批照片的来历，

前几年春节慰问老干部时冯宝琳老师也曾多次讲述。邓之诚旧藏照片征集来不久，“文革”运动开始，这

些照片被当作“四旧”、“反动教材”展览，舆图组的人员则站在照片前面接受批判。冯宝琳老师讲到这些

就十分激动，最后总是教导我们要好好保护这批资料，认真研究，写出研究文章来。这批照片的确很珍贵，

时间段从清末到民国，涉及各类人物、民俗、服饰、风景名胜、宗教、文学艺术等。 

美国友人、记者斯特朗照片集是她生前保存的她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交往的照片，

有许多没有公开过的生活照，还有胡志明等人照片。此照片集是斯特朗工作室赠送我馆的，全是她作为记

者拍摄原照。另外，有一张斯特朗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夜景照片，内容是毛主席正为斯特朗手中《毛

主席语录》签字。前几年举办纪念斯特朗、斯诺、史沫特莱的展览时，这部毛主席签名的《毛主席语录》

与这幅照片一起展出，使展览增加了不少魅力，我当时也很有成就感。 

再讲述一下我组收藏的有关王揖堂及其收藏的照片。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北平后，王揖堂、江朝宗、

王可敏等民国政要，丧失民族气节，投靠日本，成立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王揖堂任“会长”。据说，

这批照片是抗战后查抄的照片，后又转送我馆入藏，其内容为日伪时期照片、王揖堂收藏的清末民国人物

照片等。本来我认为已经收藏了不少，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在 1988 年搬迁新馆之前，在整理原柏林寺的残

余藏品时，又发现很多抗日时期照片，有王揖堂及王揖堂收藏照片十余张，14张日本在南京签降的照片，

开罗、旧金山会议珍影 2张，我们立即捡拾起来，经过核对发现不是复本，弥足珍贵。 

苏联、东欧照片大都是在 20世纪 50年代由这些国家政府赠送我们的，证明那时我们也曾经和国务院

机关事务管理局礼品部有联系。照片反映这些国家科技、体育、人民生活等方面，也包括当时外交方面的

领导人互访等。 

公安局移交的照片则为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典等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

及其陈列品照片。还有不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苏、中、法等国家领导人活动的照片；这里

不乏蒋介石及宋美龄、邱吉尔、戴高乐、斯大林、罗斯福的照片、联合国刚刚成立时照片以及中国代表团

在联合国的照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届联大的照片；还有 1946年、1947年中华民国外交活动的照片，

都十分珍贵。 

馆内外各界的无偿捐赠也令我难以忘怀。20世纪 80年代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馆内专家学者出国

访问还是很难得的事情，但是他们不管是谁只要出国归来或从港台访问归来，所获得的照片资料都主动送

给舆图组入藏，或通过馆里有关部门转给舆图组，而且不讲报酬。例如，1984年，当时国际交换组组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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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女士就直接赠送一幅于佑任先生照片。于佑任（1879-1964）汉族，陕西泾阳人，原名伯循，别署骚心、

髯翁、太平老人。诗人，书法家，政治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1906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1910年与宋教仁等人创办《民立报》，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曾致力于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后曾任上海大学校长等职，1931年后长期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书法初学赵体，后潜心于北魏碑刻。

1964 年 11 月 10 日逝世于台北。这是我们入藏的唯一一幅于佑任的照片。另外美国友人还将他们珍藏的

1860—1870年间拍摄福州风貌照片委托王婷转赠我们。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照片资料。 

1986年，我馆令恪先生去印度访问协办柯棣华事迹展览后回国，将他拍摄整理的柯棣华照片 212张（小

样 234张）赠送我们，还请我去令恪先生办公室逐一核对说明，非常认真。没有说明的凭他回忆和查找笔

记等有关资料就于现场写出。就这样我当时在老先生办公室工作了两周，将这批照片说明写全。 

我馆业务处、外事科也经常转交一些馆外捐赠的照片。值得一提的，如：有孙中山亲自签字送给丁坚

白的他 1913年在昌黎照片，1909年 3月 13日孙中山先生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看书签名照片，这些都是未

曾发表过。 

舆图组同志也经常捐赠照片补充馆藏，离休干部赵一厚先生在 80 年代初期委托孙笑堃老师捐赠的

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全体员工合影，十分珍贵，几次都被馆庆展览选用。九十年代，退休职工周庭全老

师在工间操时垃圾桶旁捡到 1983年北京图书馆新馆奠基典礼照片，馆内仅存。1983年馆里同志去新疆出

差走访由我馆调到新疆工作的亲友时，这位亲友还捐赠清代北京动物园照片，为动物园修建工作提供了参

考资料。何又光老师将他保存的 1981年 9月 24日拍摄的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

国政协领导接见全军高级干部和空军战役集训班参加军事演习全体同志合影。陈健拍摄钱三强和夫人参观

幼儿园照片，以及他拍摄的启功、史树青照片，都十分珍贵。 

馆内办展览后转入我组入藏的照片，也是我们收藏照片的来源之一。以前馆内每次展览结束后，把展

览的照片转入我组收藏是个不成文的规定。例如：1971年 11月转来的纪念孙中山诞辰 90周年展照片等。

这里提一下 1996年文献展览组举办“中国文化名人”系列展览，展后将照片全部转入我组入藏，共计 1600

余张，涉及梁思成、臧克家、叶圣陶、郑振铎、邓稼先、丁玲、艾芜、沙丁、张孝骞、汤飞凡、熊庆来、

周书弢等十多位人士。 

2003年，由文献展览组转来第二批展览照片，共计 252种 11314张，我和陈健在当年年底加班加点整

理编目完毕。这批照片有新华社发行的、也有王致祥他们搜集的。经过整理，了解到这批照片时间段从 20

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初期，内容有中国、世界各国文化名人；这个时期世界和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中

苏两国关系、生活、国民经济等；20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初期，历次运动及“文革”照片，抗美援朝、

中国国民党党史、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等诸多方面。还有涉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

这批照片大大丰富了馆藏老照片内容。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赠送《楚辞集注》复制本

的照片，在 2006 年“文明的守望”展览中被采用，这是在办展期间的某一后半夜我被鲍国强老师叫到办

公室找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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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整理照片整理照片整理照片整理照片 

照片资料作为舆图组管理的一种藏品，在文津街老馆时，照片与舆图组其他资料分开，与战备库资料

全部放在战备箱中。由于在库房整理编目不方便，在办公室里设有一个照片临时存放柜，编目后不定期地

存入战备库。排架的方法是按照财产号顺序来排架。1988年搬入新馆，老照片正式和舆图组其他资料一起

存放善本库房，仍按照财产号顺序排架。 

我刚到馆工作时，组长传授说，为了存放整齐，按照要求统一定购 12寸的照片。1976年唐山地震后，

我组从天津定购了 300册大相册，之后凡是领袖、伟人照片全部贴入相册。我到馆以前，组里前辈已经粘

贴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照片，我到馆时，正值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组里安排我负责将刘少奇同志

照片贴入相册，要求十分严格，上下左右都用尺子量好，放上照片，再覆上塑料薄膜，还要用毛巾一边擦

拭一边将薄膜下气体赶出，就这样，一连贴了好长时间才完成了此项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贴伟人照

片入册，此后不断进行这种工作。当时著名领导人一去世马上出版他生平照片，后来健在的领导人照片一

旦出版，例如共和国十大元帅的照片等，都要贴入相册，直至全部用完这批相册。原来这批相册是单独存

放的，2006年王文蓓老师将这批照片按号顺入全体照片排架中，查找更加方便。 

普意雅照片是本人在 1991 年开始整理的。普意雅照片同公安局“文革”中移交的照片、苏联东欧照

片放在老馆战备库里，共 4个大铜箱子，1988年原封不动搬到新馆善本库房。1991年开始整理时，面对 4

个大铜箱子，我一一翻开，掸去灰尘，发现以上提到的四部分照片混在一起，普意雅照片掺在其中，我不

厌其烦地按其顺序进行整理编目。我自 1991年 4月至 1992年 5月间，克服困难将 4箱照片全部整理完毕，

共 422 种 129 册 6211 张。当时普意雅照片在战备箱里没有次序地存放，但是保存良好，不少照片品相极

好。拍摄时间为 1900年至 1910年，多数有夹子，有的照片别在纸页上，也有装订成册的；有的未及整理，

有的已得到整理，贴在硬纸板上。普意雅照片以民俗照片最多，其次有北京的皇城（含故宫内）、城门、

城墙、牌楼、胡同、寺庙、名胜古迹等。有文字的有中法文对照的、也有不少无文字的。整理时，每当我

看到一张有文字的照片就特别高兴，尤其看他流畅的法文和粗糙的中文，感觉特别有意思。看到照片中提

到的北京胡同，我就亲自骑自行车到实地看看，觉得很有意思。我还特别喜欢看普意雅的民俗照片，例如

卖糖葫芦、演木偶等等。后来我还就普意雅的照片写过文章，为善本部培训讲过课，接受采访并做过节目，

至今还在阳光卫视《国宝背后的故事》中播放。当年整理普意雅照片，还发现了柯罗版底片，共计 300余

张，保存完好，十分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