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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现代性变

革探析∗ ∗

田慧芳

摘　 要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在具有留学背景的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人的合力推动下,北京大

学图书馆积极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基于现代大学图书馆必须具备教育功能、学术研

究功能和开放性的先进理念,在专业馆舍建设、多渠道馆藏、专业化管理、馆际交流及国际化等方面进

行了现代性变革的探索,实现了从封建藏书楼向现代大学图书馆的转变。 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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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之后,封建专制政权倒台,民国共

和政体建立,京师大学堂也于 1912 年改名为北京

大学(下文简称“北大”)。 然而,北大图书馆作为

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惯

性使其仍然保留了很多封建藏书楼的痕迹。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也是北大图书馆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 五四运

动前夕,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具有留学背景

的学者先后入职北大,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借鉴欧美先进经验,基于现

代大学图书馆除文献收藏外还必须具备教育、学
术研究等功能和开放性的先进理念,积极推动北

大图书馆的现代性变革。 以时任图书馆主任李大

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更是接受了共产

主义思想,将北大图书馆作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

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百年后的今天,回眸北大

图书馆的这场变革,其影响之深远,值得深思。

1　 关于大学图书馆功能的现代意识

我国图书馆的前身称为藏书楼,其功能以收

藏为主,利用为辅,且利用者局限于少数人。 现代

大学图书馆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教会大学———圣

约翰大学 ( 1879 年创办,当时叫圣约翰学院)。
1898 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国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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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其图书馆最初称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1904
年改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1912 年改名为北京

大学图书馆,但是其功能仍以传统的文献收藏和

校内教学参考为主。 直至 1917 年底李大钊出任

图书馆主任,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具有东西

洋留学经历的学者们开启了北大图书馆具有现

代功能意识的改革。

1. 1　 现代大学图书馆的教育功能

蔡元培是我国最早从事新式教育的代表之

一,对现代图书馆的教育功能认识十分深刻。
1907 年至 1911 年 11 月,不惑之年的蔡元培赴德

国留学四年,主要在莱比锡大学学习。 留学经历

使他对西方现代大学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及其重

要性认识深刻。 1912 年 5 月 13 日,蔡元培作为

教育总长在向参议院宣布政见的演说中提出:
“对于大学校图书馆等未完成者,皆渐图结束前

局,而于一定期间内, 为革新之起点” [1](165) 。

1913 年 9 月至 1916 年 11 月,他又留欧三年,主要

在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和法华教育工作。 1916 年

12 月 26 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的

第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出了两大办学要事,其一就

是要为北大图书馆多购新书。 1917 年底,他聘请

李大钊出任专职图书馆主任,并鼎力支持其改

革。 据章士钊回忆:“吾入北京大学讲逻辑,以教

授兼图书馆主任。 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

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

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
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 时

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
然一说即行。” [2](145) 1920 年秋,蔡元培和罗素、杜

威等在湖南长沙应邀举行学术演讲会,在《何谓

文化》的演讲中阐述了他对图书馆与教育关系的

认识:“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

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 凡是有志读书而无力买

书的人,或是孤本抄本,极难得的书,都可以到图

书馆研究” [3](13) 。
蒋梦麟为蔡元培任职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时

的学生,1904 至 1908 年在南洋公学读书,1908 年

8 月至 1917 年 3 月赴美留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

士学位。 留美近十年,蒋梦麟对西方特别是美国

发达的高校图书馆事业进行了深入观察:“学院馆

渐渐成为教学计划中的活跃部门,新的教学法要

求学生多应用图书馆藏书。 教师们对图书馆藏书

的选购亦渐多关注,图书馆的经费亦有增加。 讨

论式教学法尤其强调对书籍的参考应用” [4](240) 。
蒋梦麟于 1919 年初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后任

职总务长(当时北大图书馆隶属总务处),并多次

代理校长,以这种先进思想来指导北大图书馆的

建设。
李大钊于 1907 年至 1913 年在天津北洋法政

专门学校读书,是该校首批毕业生; 1913 年至

1916 年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就

读,对日本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功能也有较明确的

体认。 1917 年底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

的工作实践,使他对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有了更为

深刻的认识。 1920 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下文简称“北高师”)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上提

出了自己关于图书馆以及图书馆与教育的看法:
“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 社会

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

象是学生。 这两种的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

样” [5](132) ,“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

教育更有关系” [5](134) 。

基于对现代大学图书馆教育功能的深刻认

识,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在沙滩红楼图书馆

建立不久,就一起推动理想中的北大新图书馆建

设。 1935 年,功能完善的北大新图书馆在蒋梦麟

任校长期间建成,圆了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北

大人多年的梦想。

1. 2　 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开放性与学术研

究功能
　 　 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功能特征,不仅仅是教育,

更重要的是其开放性,是新文化、新思想的研究和

传播基地。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出了“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 1921 年,他为新

图书馆建设到美国筹资,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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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况图书馆之用,不仅限于一隅。 譬如北京

大学图书馆,不惟北大生可用,北京人及各省人

亦可用,即诸位回国时或外国人欲研究任何问

题,亦可径往参考” [3](59)
 

。 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则

特别重视大学图书馆的学术研究功能,“提高学

术,第一要工具,第二要人才。 人材就是专门学术

之导师,工具就是学校的设备———如图书、仪器

等…… ”,[6](224) “ 学 校 之 唯 一 生 命 在 学 术 事

业” [6](225) 。 这与李大钊在北大成立第二十五年

纪念感言中提出的“ ……从学术的发明上预备将

来伟大的纪念品……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

为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

学万万岁’的欢呼” [7](109) 遥相呼应。 李大钊认为

现代大学图书馆就是研究室。 他在 1919 年北高

师图书馆两周年纪念会上提出:“图书馆和教育

有密切的关系。 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

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

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 但

是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针,不是依赖图书馆

不可” [5](132) ,“ ……古代的图书馆和现在的性质

完全不同,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

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

了他们的职务。 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

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

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 [5](132) 。
 

根据图书馆的学术研究功能和开放性,沙滩

红楼图书馆更加注重阅览室的建设和利用。 李

大钊于 1920 年初发布《图书馆主任告白》:“本馆

设有五阅览室,颇足使用,开馆时间又长,阅者诸

君幸常来馆阅览,当无不便之处,且可藉此以养

成利用图书馆之习惯。” [5](169) 在这种认识的积极

引导下,加之丰富的馆藏、开放的氛围和良好的

研讨环境,北大图书馆逐渐成为研究和宣传新思

想、新文化的阵地。 李大钊更是将北大图书馆建

成了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地。 1920
年 3 月 31 日,北大学生读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在李大钊的支持下相继成立,活动地点主要设

在图书馆。 曾任北大图书馆书记员的毛泽东后

来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

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
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李大钊

是我‘真正的老师’” [8](40-41)
 

。

2　 馆舍建设的现代化探索

京师 大 学 堂 时 期 ( 1898—1912 ), 藏 书 楼

(1904 年改名图书馆)在景山东街的马神庙和嘉

公主府大殿之后的公主闺阁,至今已无法窥得该

藏书楼的规模和真实面目。 按照中国传统的建筑

格局,公主闺阁的布局一般是格局不大、温馨家居

的布置,这种住宅性用房并不符合现代大学图书

馆所需,其首批藏书也于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毁于

战火。 1902 年 2 月,随着京师大学堂的续办,藏
书得以重新购置。 北大图书馆以公主闺阁作为馆

舍的状况一直持续到 1918 年沙滩红楼图书馆的

启用。

2. 1　 初具现代性的北大沙滩红楼图书馆

1918 年 10 月,北京大学图书馆随本部搬迁

至沙滩红楼,占据红楼的一层。 李大钊对其功能

布局颇为用心,上任仅两个月,他就带队去了“新

图书馆运动”干将戴志骞、袁同礼主持的清华学

校图书馆参观学习,为图书馆搬迁做准备。 “吾

辈此次参观第一目的即在图书馆,故是日在图书

馆中所耗之时间为最多。” [9](185) 李大钊向袁同礼

等清华学校图书馆同仁虚心学习了先进的建馆

理念,比如:书库与阅览室分设而相毗邻;图书馆

的防火问题;通风与采光问题;尽量多设置阅览

室;图书馆书库设置要适应开架式借阅的需要;目
录全用卡片式;教员及普通人员的申请购书程序;
等等。 特别是清华学校图书馆的表格式杂志推荐

阅读方式,李大钊认为“此法甚善,并可推广其

意,分门别类,将各杂志中之重要论文编成 Card
式之目录,以供研究某种问题时依类检集材料之

用” [5](186)
 

。 这些经验被用在红楼图书馆的布置

上,使得其布局和功能设置初步具备了现代大学

图书馆的基本特征。

2. 2　 符合现代大学要求的北大新图书馆

馆舍
　 　 随着现代大学职能的扩充,大学对图书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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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专门性和管理的专业化要求日益提高。 北

大最早的图书馆是由公主府的闺阁和马神庙改

造而成,沙滩红楼图书馆也只是占据了红楼的一

层,和校部、文科教室共用该建筑,这些都不能满

足现代大学对专门性图书馆的需求。 北大关于

建设专门性新图书馆的构想始于 1920 年,蒋梦麟

在入职北大的第二个年头,就与蔡元培、李大钊、
胡适等“慨然有筹备大图书馆之计画”

 [10](1970) ,

“室内陈列,依美国最新办法办理” [10](1970) ,他们

一起制定了“建筑馆舍” “购置书籍” “养成专才”
的新北大图书馆建设规划[10](1972) 。 1922 年,在北

大 25 周年纪念日上,蒋梦麟提出:“希望要有好

的‘工具’”,“还要造一个图书馆,我们方有研究

和创造学术的地方” [6](221) 。 为此,蒋梦麟和蔡元

培还亲自到国外为新图书馆的建设筹款。 据石

烈娟考证:“除 1920 年底蔡元培先生赴欧美筹款

外,蒋梦麟也在美国募捐扩充图书馆。 在 1922 年

2 月 25 日召开的北大评议会第六次会议上,主席

报告并通过了因蒋梦麟在美为北大图书馆募捐

延续假期及现请谭仲逵代理总长案。” [11] 由于经

费问题,新图书馆在 1935 年蒋梦麟任校长时才得

以建成,蒋梦麟自兼馆长。

3　 馆藏建设的现代性思维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首批馆藏来自强学会

藏书和官书局藏书院的藏书,八国联军侵华时被

毁。 1902 年馆藏重置,新的馆藏包括并入的同文

馆馆藏、由清政府向各地官书局征调的图书和巴

陵方氏碧琳琅馆藏书等个人捐赠。 此后,常年馆

藏的增置则以各地官书局征调为主。 1909 年后,
改征调为有偿购买。 由于学校国立官办的性质,
北大图书馆馆藏建设内容受封建官僚思想之局

限,经费也因政府财政拮据而无保障,这种状况

一直持续到李大钊出任图书馆主任,才有了很大

改变。

3. 1　 设立图书购置年度经费,保证馆藏不

断更新
　 　 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人十分注重图书

馆藏书建设。 1916 年 12 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

学校长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谈到:“余到校视

事仅数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奔二事:一改良讲

义。 ……二添购书籍。 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
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买,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
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

稽博采,无虞缺乏矣” [12](7)
 

。 1919 年入职北大总

务长的蒋梦麟对西文藏书更为关注,在 1920 年北

大成立 23 周年纪念会上,为便利师生学术研究,
蒋梦麟倡议“先要改良图书馆,多买西籍” [6](213) ,

 

“近来购置西文书籍之方针,决以多购整套杂志

为原则,以便供研究某种专门问题者汇集之系统

之材料” [10](1966) 。 随后,他提出了北大筹备新图

书馆的计划,希望建设新馆,多渠道增加馆藏。
1920 年 5 月,在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人

的共同努力下,北大图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北

大校行政会议通过了“预算案内之添购图书费应

定为每年六万元”
 [13](318) 的决议,北大图书馆第一

次有了常年购书经费的保障。 “此后七年中,图
书馆 的 藏 书 大 量 增 加, 实 验 设 备 也 大 见 改

善。” [14](132) 例如,北大图书馆本来藏有一批词曲

书,但 1910 年刘廷琛任学校总监督时,把词曲书

看作是淫词艳曲有伤风化,一把火烧掉。 1918
 

年

北大成立了国文研究所,深感文献资料缺乏,图书

馆为满足他们的研究需要,便又“大买起词曲书

来”,此举在当时颇为全校师生所瞩目,他们赞许

这是校长蔡元培和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对北大的

“又一贡献” [15] 。

3. 2　 积极发动寄存和捐赠,多渠道充实

馆藏
　 　 除了常规的采购渠道外,五四运动前后的北

大图书馆还通过捐赠、寄存等渠道不断扩充馆藏,
图书馆专门出台了《图书馆寄存图书简章》。 在

许德珩和李大钊的运作下,著名藏书家江西九江

李盛铎
 

(木斋)将自己的部分藏书捐赠给了北大

图书馆[16] 。 作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于 1918
年 4 月向北大图书馆捐赠了 1912—1913 年自己

和章士钊共同主编的《独立周报》全套,1922 年 4

57



2 0 2 0 . 1

总第127期

月捐赠了自己精心收藏保存了十多年的五十二

期《国风报》(共出版五十三期) [18] 。

3. 3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丰富西文馆藏

五四运动后,北大图书馆还通过国际出版物

互换、国际捐赠等方式不断丰富西文馆藏。 据吴

稌年考证[18] :北大资助校友袁同礼留学欧美期间

(1920—1924),通过袁同礼“抓住一切机会,拓展

北大与美国学界的文献交流渠道”,先后促成了

北大图书馆和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出版物的互换、
和纽约植物院的印刷品互换,为北大图书馆收集

了美国图书出版目录,联络美国国会图书馆向北

大图书馆赠送图书馆全套目录,联络加尼奇万国

和平会向北大图书馆捐赠该会书籍,并积极参与

了北大新图书馆建设经费的美国募捐活动。 这

些活动有效地推进了北大图书馆西文馆藏建设

和国际交流业务。

4　 图书馆管理的现代性变革

民国肇始,1912 年至 1914 年 1 月期间,北大

图书馆主任一职长时间缺位,之后的主管者又多

是兼职,图书馆地位不高,管理队伍专业性不强,
图书编目方法落后,管理制度日渐废弛,师生借

书逾期不还者众多。 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

任后,在这些方面积极推动了现代性变革。

4. 1　 加强服务管理,完善治理模式

李大钊上任后,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针
对大量师生借书逾期不还导致流通不畅的顽疾,
积极整顿。 1918 年、1920 年两次修正图书馆借书

规则,发布图书馆主任通告,催还逾期图书。 李大

钊还十分注重服务师生,上任后所发布的《图书

馆主任告白》就是向本校读者推介天津博物院陈

列品,认为“颇足供学术上之参考。 吾校同人研

考博物者,盍一往观” [5](182) ;同时,重视读者意

见,提高服务意识,延长开馆时间,并以身作则,多
次通过图书馆主任告白的形式回复读者函询。
在管理模式逐渐规范化的基础上,李大钊推出了

《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使北大图书

馆的业务工作走向了正轨化。

1920 年,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借鉴美国

高校图书馆的治理模式,不断提高图书馆在学校

行政中的地位。 蒋梦麟与蔡元培等人一起努力促

使李大钊被聘为教授,并进一步成为北大评议会

委员,其关于图书馆改革的思想得以在更高的平

台上宣传推广。 他们还推动成立了北京大学图书

委员会,根据 1920 年 5 月北大图书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形成的《图书委员会致校长之报告书(一)》,
北大图书委员会由七人组成,设委员长一名,委员

六人,议决有关图书部应兴应革事务及经费安排、
图书设备采购、管理规章制定修订等事项;书刊订

购要先提交给图书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才能购

买[13](348) 。 图书委员会的设置既提高了书刊订购

的科学性,又使北大图书馆的发展有了制度保障。

4. 2　 科学分类编目,推行开架借阅

五四运动前后,北大图书馆不断完善图书的

科学分类和管理。 西文图书以“杜威十进法”为

基础,建立了新式卡片目录。 中文图书则在传统

经史子集分类的基础上,增设了地理、丛书、类书、
科学等类;编制了书名、著者、类别三种卡片目录,
提供多种检索途径。 同时,蔡元培、李大钊等还通

过袁同礼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订购

了目录卡片,并仿清华学校图书馆样式订制了专

门的卡片目录柜。 另外,在图书流通管理上,推行

开架式管理,方便读者借阅。

4. 3　 重视馆员队伍建设,关心员工专业

发展
　 　 李大钊十分注重图书馆员工队伍的建设。 在

1919 年 12 月的“北高师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
上,他提出:“他(作者注:清华学校)想明年暑假

办一个图书馆教育传习所,但是他在城外,也有许

多的不便利,所以我仍是希望贵校举行。 这是关

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

途的事情,请诸位注意” [5](134) 。 1920 年 8 月,“北

高师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 顺利举办,李大钊亲

自主讲了图书馆教育的内容,并组织北大图书馆

馆员参加了这次培训。
对于图书馆员工,无论何种身份,李大钊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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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关怀备至。 1921 年 10 月,李大钊在致蒋

梦麟的信中提到:“腾君统音在图书部专司各系

参考室事,昨接星枢先生信称已由聘任委员会存

记为助教,此事前曾在总务会议提出两次,均议

决以须查明聘任委员会是否通过再下聘书,今既

查明已经通过,请即致送聘书为祷! 又,装订室校

役王君建中(曾在高小卒业)已拨在第二院典书

课充试用书记,请通知杂务课及文牍处从停止校

役工给之日起,按初级试用书记发薪。 又,新聘本

校德文系学生向景君为编目课临时书记,专理德

文书籍,月薪十五元,自十月六日起来馆办事。 兹

将启书呈上,乞查收。 但敝处尚有事务员高君仁

山及书记刘君瑞昌、赵君增选,并未接到此项函

件,即希补发至祷” [13](305) 。 北大图书馆还聘用了

能力水平较高的本科生作为“助教式”工作人员,
既为一些生活困难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岗位,
也提升了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学科服务能力,更培

养了一支将来可能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的高素

质队伍。

4. 4　 倡导馆际合作,重视国际交流

由于清华与北大同处一城,时任清华学校图

书馆主任的袁同礼又是北大校友,因此两校图书

馆之间来往十分频繁。 李大钊上任不到三个月,
就带队赴清华学校图书馆学习,双方进一步确立

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此种关系从李大钊致袁同礼

的信函中可见一斑:
守和先生:

乘赐各件及手示均悉。 拙译《国际法论》呈

上一册,捐赠贵馆,并乞指正。 交换书籍已按单检

齐,俟法科将书送到,即汇呈尊处。 敝馆所欲借阅

之书,容后函告。 诸蒙垂爱,感何可言! 以后请教

之初正多,惟进而益之。 从上。
即请

公安

弟　 大钊顿首[13](276)

1918 年,由李大钊和袁同礼首倡,北京大学

图书馆与汇文大学图书馆共同发起,联合清华学

校、北京协和医学校等单位的图书馆推动成立北

京图书馆协会(1919 年未能获北洋政府教育部批

准)。 第二年,李大钊还促成了 1920 年北高师暑

期图书馆学讲习会的举办,全国“新图书馆运动”
的专家学者们汇聚一堂,讨论现代图书馆的建设,
培训图书馆专业人才,为 1925 年中国图书馆协会

的成立提供了准备和范例。 此外,在袁同礼的牵

线搭桥下,北大图书馆和欧美多个高校图书馆及

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具体事

例前文已述,不再赘述。

5　 结语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有最早从事新

式教育的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长,有留美十年的蒋

梦麟任总务长兼代理校长,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李大钊任图书馆专职主任,有“新图书馆运动”的

主力干将袁同礼为北大图书馆的国际交流牵线

搭桥。 一流的人才,开阔的视野,加速了北大图书

馆的现代化变革,绘就了新馆建设的宏伟蓝图。
这场变革使北大图书馆实现了从藏书楼到现代

大学图书馆的转变,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文化特别

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和传播的主阵地。 北大图

书馆的这种现代性变革,有力地支持了北大走向

世界,为北大成为国际知名学府提供了强大的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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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全国图书馆 2019 年度报告发布

　 　 2019 年 11 月 28 日,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信息协会(ALIA)、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联盟( AP-
LA)、澳大利亚国家与州立图书馆联盟(NSLA)联合发布全国图书馆 2019 年度报告。 报告显

示,2019 年,澳大利亚全国共有各种类型图书馆 13650 家,年总投入 28 亿澳元;图书馆从业人

员 2. 75 万人,服务用户 1290 万人;ALIA 会员达 50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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