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 ０ ２ ０  ４

总第１３０期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６６６ ／ ｊ ｃｎｋｉ ｊｎｌｃ ２０２０ ０４１０

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机构沿革探析（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王青云　 荣　 杰

摘　 要　 根据国家图书馆藏相关史料，梳理 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年间国家图书馆内设组织机构和各机构职责的

变化情况，发现这一时期国家图书馆的机构设置经历了“由简单到完整”“由不稳定到相对稳定”的变

化，机构职责经历了“由粗到细”的变化发展过程。 机构及其职责的变化主要源于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

等外部环境的发展，同时受到办馆理念、馆藏文献资源建设、读者服务和员工队伍规模等内部因素的直

接影响。 图 ７。 表 ３。 参考文献 ２２。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国家图书馆　 机构职责　 机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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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安排是某一单位社会职

能、管理体制机制、各方面事业发展状况的综合

表现。 国家图书馆自 １９０９ 年建馆以来，经历了百

余年的发展，其组织机构也多有变迁。 而组织机

构的设置、职责分工及其变动又与各方面馆务工

作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笔者尝试通过对国家图

书馆 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年间组织机构变动相关史料的

梳理，分析该时期国家图书馆组织机构的沿革情

况，进而探讨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发展情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图书馆在民国时期

先后数次更名。 １９０９ 年建馆时为京师图书馆，
１９２５ 年改称国立京师图书馆，１９２８ 年改称国立北

平图书馆直至 １９４９ 年。 为了标题的简洁，以 １９０９
到 １９４９ 年间使用时间最长且影响力最大的国立北

平图书馆概括这一时期，行文中则使用当时的具

体名称。

１　 各时期机构设置情况
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各时期内设机构图和

相关馆史资料，１９０９ 到 １９４９ 年间国家图书馆组

织机构设置发生了几次较为明显的变动，根据这

些变动可将国家图书馆机构设置分为五个阶段。

１ １　 １９０９ 年—１９２３ 年机构设置情况

１９０９ 年，京师图书馆创设。 清廷学部颁布的

《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第六条规

定：“图书馆应设监督一员、提调一员。 （京师图

书浩繁，得酌量添设，以资助理。）其余各员，量事

之繁简，酌量设置。” ［１］ 国家图书馆馆史档案《国

立北平图书馆职员年表》记载：“有清宣统二年，
始设京师图书馆。 置正副监督各一人、提调一人。
分置典藏、监察、文牍、庶务四科，各置正副科长一

人，科员写官各若干。 另设纂修处，置总校一人，
纂修写官若干人。” ［２］ 可知京师图书馆初创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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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构架如图 １ 所示。 １９１２ 年 ５ 月北洋政府

教育部在接收京师图书馆后，对该馆组织设置情

况进行了调整， “ 废正副监督制， 改设馆长一

人” ［３］ ；１９１５ 年，又在馆长之下增设主任一职［４］ 。
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核准了《京师图书

馆暂行办事规则》，规定了其组织机构：设馆长一

人，其下设主任一人，下设目录课、庋藏课、总务

课［５］（如图 ２）。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１９２３ 年 ３ 月北洋

政府教育部两次对《京师图书馆暂行办事规则》
进行修订，内设机构保持未变。

图 １　 京师图书馆机构设置情况（１９０９ 年）

图 ２　 京师图书馆机构设置情况（１９１６ 年）

１ ２ 　 １９２４ 年—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机构设置

情况
　 　 １９２４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京师图书

馆暂行办事细则》再一次明确了京师图书馆内设

机构分为：总务课、目录课、庋藏课。 在各课下又

分设若干室或组：总务课分设文书、会计、庶务三

室，目录课下设 ６ 个组负责不同类型文献目录编

制及相关工作，庋藏课书库分设善本、藏经、四库、

图 ３　 京师图书馆机构设置情况（１９２４ 年）

普通四室（如图 ３） ［６］ 。 １９２５ 年底梁启超接任馆

长后，即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较大调整，将总务、目
录、庋藏三课的旧制改为图书、总务两部，各设主

任 １ 人［７］ （２８） 。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

了核准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规定图

书馆设馆长一名，主持馆务；馆长之下设总务与图

书两部，总务下设文书、庶务、会计三股，图书部下

设庋藏、阅览、编订三股［８］（如图 ４）。

图 ４　 国立北平图书馆机构设置情况（１９２９ 年 ５ 月）

１ ３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１９３７ 年机构设置

情况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华教育

文化基金会协商，决定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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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北海图书馆，仍称国立北平图书馆（简称“平

馆”） ［４］ 。 １１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颁布了《国

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 根据该组织大纲，平
馆实行图书馆委员会监督下的馆长负责制，委员

会对图书馆的馆务发展规划、财务运行等都享有

决定权［９］ 。 馆长之下分设总务、采访、编纂、阅

览、善本、金石、舆图、期刊八部，其下再设 １６ 个

组，另外设编纂委员会（如图 ５）。

图 ５　 国立北平图书馆机构设置情况（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２９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刊发的《各部

之改组成立》 一文对此次机构调整做了具体说

明：“按照组织大纲，除总务部依旧，采访、阅览、
编纂三部就原有采访科、图书部改组外，又于旧

时之图书部分出善本及《四库全书》、唐人写经，
组织善本部；就写经室分出古地图及两馆旧藏舆

图，组织舆图部；就普通书库分出各种期刊，组织

期刊部。” ［１０］

经此次内设机构调整后，平馆机构直至 １９３７
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均较为稳定，只有个别变动。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和国家图书馆所藏

这一时期机构图记载，主要变动包括：１９３２ 年编

纂部下增设满蒙藏文编目组，后又于 １９３４ 年撤

销；１９３５ 年 ２ 月编纂部改为编目部，期刊部改为

期刊组并入采访部［１１］ （６４） 。

１ ４　 抗战全面爆发时期机构设置情况

１９３７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平馆逐步将馆务南

迁，先后在长沙、昆明设立办事处。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教育部将平馆在滇办事处改组为馆本部［７］ （３００） 。
除本部外，平馆 １９３５ 年底在上海设立的办事

处［１１］ （１２５） 仍正常运转；１９３８ 年初在香港设立办事

处［７］ （３４９） ；１９４１ 年间因昆明馆舍在敌机空袭中被炸

毁，遂在重庆建立办事处［１１］ （１２８） 。 由于这一特殊时

期，馆务动荡较大，加之史料相对不足，无法逐年梳

理变动情况。 据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昆明办事处报

表记载，当时平馆设“总务、采访、编目、阅览、善
本、金石、舆图、期刊八部，每部依事务之需要，又设

１６ 组”，另外设编纂委员会［１２］ 。 馆藏档案《国立北

平图书馆组织职掌员额调查表（昆明 １９４２ 年 １—３
月）》 ［１３］ 所记载的 ８ 个部与该表相同，且明确记载

了各部下设各组，总数亦为 １６ 个（如图 ６）。

１ ５　 抗战胜利后机构设置情况

抗战胜利后，平馆复员迁回北平。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国民政府批准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条例》。
根据条例，平馆共设 ８ 组：采访组、编目组、阅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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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机构设置情况（１９４２ 年 ３ 月）

善本组、舆图组、特藏组、研究组、总务组［１４］ 。 另据国

家图书馆藏机构图，１９４９ 年 ３ 月平馆内设机构除上

海、南京、香港三个办事处和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

外，共设 ９ 个组、２ 个室，下设 １６ 个股（如图 ７）。

图 ７　 国立北平图书馆机构设置情况（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２　 各时期内设机构职责
机构设置与机构所承担的职责紧密相关，通

常机构变动也伴随着职责调整，先后颁布的几份

办事规则或组织大纲规定了不同时期国家图书馆

内设机构的主要职责（详见表 １）。 １９１６ 年《京师

图书馆暂行办事规则》规定，目录课承担 ７ 项职

能，庋藏课承担 ７ 项职能，总务课承担文牍方面 ５

项、会计方面 ４ 项、庶务方面 ６ 项职能。 １９２２ 年《京
师图书馆修改暂行办事规则》规定，目录课承担 ７ 项

职能，庋藏课承担 ７ 项职能，总务课承担文牍方面 ６
项、会计方面 ４ 项、庶务方面 ６ 项职能。 １９２３ 年《修

改京师图书馆暂行办事规章》规定，目录课承担 ７
项职能，庋藏课承担 ８ 项职能，总务课承担文牍方

面 ５ 项、会计方面 ５ 项、庶务方面 ８ 项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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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京师图书馆内设机构职责变化对比

机构职责

年份
目录课 庋藏课 总务课

１９１６ 年［５］

１ 关于目录之编制、整理、统
计事项；
２ 关于图书解题事项；
３ 关于应增应废之图书调查
事项；
４ 关于阅览室之设备整理及
物品之保管事项；
５ 关于杂志、讲义、新闻纸之
装订事项；
６ 关于阅览人之招待及统计
事项；
７ 关于主管事务附属物品之
整理保管事项。

１ 关于图书之出纳、修订、整
理、保管及统计事项；
２ 关于图书原簿之记录保管
事项；
３ 关于阅览图书出纳事项；
４ 关于图书借出馆外事项；
５ 关于寄存图书之记录事项；
６ 关于图书阅览次数之记录
及统计事项；
７ 关于主管事务附属物品之
整理保管事项。

文牍
１ 关于印记典守事项；
２ 关于文牍之起草收发及文
卷之整理保管事项；
３ 关于报告及通知事项；
４ 关于优待券及赠券事项；
５ 关于馆中经过事实记录
事项。
会计
１ 关于预算决算事项；
２ 关于款项出纳事项；
３ 关于会计账簿之整理、保管
及报告事项；
４ 关于财产（除去图书及各课
主管事项附属物品不计）之保
管及财产目录。
庶务
１ 关于事务员等姓名、履历、
住所及画到、请假、值宿各项记
录保管事项；
２ 关于警备门禁及卫生事项；
３ 关于营造修缮事项；
４ 关于巡视及匠工、仆役之监
督事项；
５ 关于主管事务附属物品之
整理保管事项；
６ 凡不属他课各事项。

１９２２ 年［１５］

１ 关于目录之编制及统计
事项；
２ 关于图书解题事项；
３ 关于应增应修之图书调查
事项；
４ 关于图书收入登记事项；
５ 关于图书之整理事项；
６ 关于参观人之招待事项；
７ 关于主管事务附属物品之
整理保管事项。

１ 关于图书之收入书修订、
整理、保管及统计事项（管理
敦煌石室写经另有专则）；
２ 关于图书原簿之记录保管
事项；
３ 关于图书借出馆外事项；
４ 关于阅览图书出纳事项；
５ 关于寄存图书之记录保管
事项；
６ 关于图书阅览次数之记录
及统计事项；
７ 关于主管事务附属物品之
整理保管事项。

文牍
１ 关于印记典守事项；
２ 关于文牍之起草收发及文
卷之整理保管事项；
３ 关于报告及通知事项；
４ 关于图书收入及管理贷阅
事项；
５ 关于优待券及赠券事项；
６ 关于馆中经过实事记录
事项。
会计
（同 １９１６ 年相应职责）
庶务
１ 关于事务员等姓名、履历、
住所及画到、请假、值宿各项记
录保管事项；
２ 关于警备门禁及卫生事项；
３ 关于营造修缮及设备事项；
４ 关于巡视及匠工、仆役之监
督事项；
５ 关于主管事务附属物品之
整理、保管事项；
６ 凡不属他课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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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构职责

年份
目录课 庋藏课 总务课

１９２３ 年［１６］

１ 关于目录之编制、整理、统
计事项；
２ 关于图书解题事项；
３ 关于应增应废之图书调查

事项；
４ 关于杂志、讲义、新闻纸之

装订事项；
５ 关于阅览室之设备整理及

物品之保管事项；
６ 关于阅览人之招待事项；
７ 关于主管事务附属物品之

整理保管事项。

１ 关于图书之接受书修订、
整理、保管及统计事项；
２ 关于图书借出馆外事项；
３ 关于图书原簿之记录保管

事项；
４ 关于阅览图书出纳事项；
５ 关于寄存图书之记录保管

事项；
６ 关于图书阅览次数之记录

及统计事项；
７ 关于阅览人之引导事项；
８ 关于主管事务附属物品之

整理保管事项。

文牍

１ 关于印记典守事项；
２ 关于文牍之起草收发及文

卷之整理保管事项；
３ 关于命令报告及通知事项；
４ 关于优待券及赠券事项；
５ 关于馆中经过实事记录

事项。
会计

１ 关于预算决算事项；
２ 关于款项出纳事项；
３ 关于阅览费之办理事项；
４ 关于会计账簿之整理、保管

及报告事项；
５ 关于财产（除图书及各课主

管事项附属物品不计）之保管

及财产目录之整理事项。
庶务

１ 关于职员之履历、住所及画

到、请假、值宿各项记录保管

事项；
２ 关于职员之服务缺勤事项；
３ 关于警备门禁及卫生事项；
４ 关于营造修缮事项；
５ 关于巡视及匠工、仆役之监

督事项；
６ 关于来宾之招待事项；
７ 关于主管事务附属物品之

整理保管事项；
８ 凡不属他课各事项。

　 　 １９２４ 年颁布的《京师图书馆暂行办事细则》
规定了总务课、目录课、庋藏课的职责和相应的

办事流程。 总务课下设文书室、会计室、庶务室。
其中，文书室主要承担印记典守管理，公文办理，
入藏书籍登记，图书借出、借入登记手续办理，优
待券及普通券管理，年报编制等职责；会计室主

要承担岁入岁出预算书、决算书及每月支付预算

书、每月收支计算书并收支对照表、单据粘存簿

办理，各项收入登记收存，员工工资发放，及各类

款项支取等职责；庶务室主要承担员工考勤管理，
守卫巡警及馆役管理，馆区卫生管理及家具等保

护维修。 目录课下设 ６ 个组：第一组负责编辑善

本书籍目录兼办各项总纂审核；第二组负责编辑

普通旧书碑拓等目录；第三组负责编辑新旧杂志

等目录兼研究图书馆学；第四组负责编辑外国书

籍目录兼译述关于图书馆学之书；第五组负责编

辑唐人写经目录兼专门研究图书馆学；第六组负

责编辑丛书分出目录。 庋藏课下设善本、藏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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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普通四室，各室负责库房管理和阅览服务管

理，该课同时负责管理文献的修复［６］ 。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颁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

纲》规定，总务部文书股 ６ 项职责，庶务股 ４ 项职

责，会计股 ３ 项职责；图书部庋藏股 ４ 项职责，阅
览股 ３ 项职责，编订股 ４ 项职责。 详见表 ２。

表 ２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规定内设机构职责［８］

机 构 职 责

总务部

文书股

１ 关于保管印信事项；
２ 关于文书收发分配事项；
３ 关于撰缮文件及保管事项；
４ 关于各项会议记录事项；
５ 关于馆员进退记录事项；
６ 关于各股事务统计事项。

庶务股

１ 关于物品之购置及管理事项；
２ 关于房屋整理及清洁事项；
３ 关于考核工役勤惰及赏罚事项；
４ 其他不属于他股事项。

会计股
１ 关于编制预算及决算事项；
２ 关于经费出纳事项；
３ 关于登记账目及核算事项。

图书部

庋藏股

１ 关于采购图书事项；
２ 关于征集图书事项；
３ 关于保管图书事项；
４ 关于检查图书及整理事项。

阅览股
１ 关于收发图书事项；
２ 关于阅览室及研究室监察事项；
３ 关于编制阅览统计事项。

编订股

１ 关于编辑目录事项；
２ 关于考订版本事项；
３ 关于雠校及撰拟提高事项；
４ 关于补辑装订事项。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颁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

大纲》规定，总务部 ７ 项职责，采访部 ７ 项职责，编
纂部 ４ 项职责，阅览部 ４ 项职责，善本部 ７ 项职

责，金石部 ４ 项职责，舆图部 ４ 项职责，期刊部 ４
项职责，见表 ３。

抗战时期，平馆馆务南迁后，本部和各办事处

的机构职责没有政策文件明确规定。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通过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工作大纲》明

确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文献采访（含新书呈缴）、
编目及索引编制、文献影印及史料出版、与其他学

术机关合作［１７］ 。 １９３９ 年《本馆二十八年度馆务概

况》总结了迁往昆明后年度主要工作，包括：“书籍

之采购”（如西南文献、西南石刻拓本、特种民族文

献、抗战建国史料、西文科学杂志、西文书籍等）、

“编纂及出版”（如编辑出版《图书季刊》及各类专

项史料）、“阅览及参考” ［７］ （３１２） 。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呈送

教育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报告》昆明部分的主

要工作包括：“国外新出书报之供给”、“固有文化

之发扬”（如对于西南文献之搜求及整理）、“善本

丛书及西南文献丛刊之编印” “中英文本《图书季

刊》之编印” ［７］ （３０２） 。 由此可见，昆明本部的职责主

要包括文献采访、编目、整理出版及阅览服务、参考

咨询。 根据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

（１９０９—２００８）》相关记载，上海办事处的职责主要

是搜集采访沦陷区的各类文献；重庆办事处主要

承担外文期刊订购采访工作，香港办事处主要承

担文献采访工作。 抗战胜利复员回平后，内设机

构职责未见到有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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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各时期机构及职责变化的主要特点
１９０９ 年到 １９４９ 年的 ４０ 年间，国家图书馆从

无到有，又经历了历次政治动荡以及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馆务工作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动

荡起伏，其内设机构和各机构的职责也因此呈现

出阶段性的变化。 在前述各时期机构设置情况

的基础上，可根据其变动的主要特点，将 ５ 个时期

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０９—１９２３）为初始

期，第二个阶段（ １９２４—１９２９） 为变动期，第三个

阶段（１９２９—１９４９）为稳定期。 简言之，机构变化

可以用“由简单到完整” “由不稳定到相对稳定”
加以概括，机构职责则经历了“由粗到细”的变化

发展过程。

表 ３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规定内设机构职责［９］

机构 职责 机构 职责

总务部

１ 关于馆员事项；
２ 关于馆务会议、馆务报告及馆规事项；
３ 关于文书事项；
４ 关于会计事项；
５ 关于庶务事项；
６ 关于馆舍事项；
７ 关于出版物之发行事项。

善本部

１ 关于善本图书之考订编目事项；
２ 关于善本图书之影印流传事项；
３ 关于善本图书之调查访求事项；
４ 关于写经之考订编目事项；
５ 关于陈列展览事项；
６ 关于善本书库及陈列室之保管事项；
７ 关于善本图书及写经之装潢修补事项。

采访部

１ 关于调查事项；
２ 关于采购事项；
３ 关于登录事项；
４ 关于校抄事项；
５ 关于装订修补事项；
６ 关于入藏图书杂志之统计事项；
７ 关于征求交换事项。

金石部

１ 关于金石拓本之采购事项；
２ 关于拓本之整理编目事项；
３ 关于拓本之阅览及保管事项；
４ 关于拓本之装潢修补事项。

编纂部

１ 关于编目事项；
２ 关于分类事项；
３ 关于考订雠校及纂拟提要事项；
４ 关于出版物之设计及编纂事项。

舆图部

１ 关于舆图之采购事项；
２ 关于舆图之整理编目事项；
３ 关于舆图之阅览及保管事项；
４ 关于舆图之装潢修补事项。

阅览部

１ 关于阅览事项；
２ 关于答复咨询事项；
３ 关于图书出借事项；
４ 关于书库保管事项。

期刊部

１ 关于期刊之采购事项；
２ 关于期刊之整理编目事项；
３ 关于期刊之阅览及保管事项；
４ 关于期刊之装订修补事项。

３ １　 初始期（１９０９—１９２３）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在初创之时，

呈现更多的并非是新式图书馆特质，而是古意犹

存的旧式藏书楼风貌，这在其最初的机构设置中

表现得非常明显。 当时对于各内设机构的职责

也没有做出比较明确的规定，更没有制定成文的

制度加以固化。 到 １９１６ 年调整后，其内设机构的

名称则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更为接近现代图书

馆通行的命名习惯。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各机构

的职责有了明确的规定。 两相对比可知，虽然在

建馆初期，国势颓败、政局动荡，但国家图书馆的

馆务运行还是在朝着规范化的方向行进。

观察这一时期内设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可以

发现，文献建设（包括采访、编目、典藏）是最为主

要的业务活动。 １９０９ 年机构设置中的典藏科、纂

修处，１９１６ 年机构设置中的目录课、庋藏课的命名

即体现了其主要职责。 至于阅览职责，从 １９１６ 年

的规定看，三个内设部门均有涉及：目录课承担关

于阅览人之招待及统计事项和阅览室之设备整理

及物品之保管事项，庋藏课承担图书阅览次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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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及统计事项，总务课承担阅览所需的优待券

及赠券管理。 至于行政管理机构，则进行了整合，
从 １９０９ 年版的文牍、庶务两课合并为总务一课。
这一时期的内设机构均为两级制，第一级为图书

馆主要负责人（正副监督 ／ 馆长）及协助执行馆务

的助手（提调 ／ 主任），第二级即为各内设机构。

３ ２　 变动期（１９２４—１９２９）
这一时期的机构设置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

变动之频繁。 １９２４ 年、１９２５ 年每年变动一次；至
于 １９２９ 年，一年之间更是凡经两变。 这样的变化

调整频率似乎在国家图书馆整个百余年历史上

也不多见，其变动程度之大也是整个民国时期最

为明显的。 其次，从机构设置层级上说，这一时期

内设机构从两级制变为了三级制。 １９２４ 年版暂

行办事细则中第一次出现了第三级机构，隶属于

相应二级机构之下。 三级机构架构由此确立，一
直延续至今。

在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机构设置之前的几次调整

中，整体机构框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依旧是行

政性质部门和业务性质部门两大类。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机构设置的主要变化在于，业务性质部门中出

现了独立的阅览部门；编目部门（目录课）下出现

了以编目文献特性为区分的组，使得编目分工更

加细化；行政性质部门细化为了文书、会计、庶务

三个。 此次机构设置和相应的职责划分是 １９０９
年建馆以来变动最为明显的一次，可以说是一次

全局性的重组与整合。 调整后的内设机构分为

采访、编纂（后改为编目）、阅览、善本、金石、舆

图、期刊 ７ 个二级业务机构和总务部一个行政部

门；各机构之下又分设若干三级机构，共计 １６ 个。
从业务流程角度说，采访业务第一次固化为一个

独立的二级机构，从而第一次完整形成了与采、
编、阅、藏业务流程相一致的二级机构。 阅览部下

增设的参考组也将参考咨询职能用机构形态加

以固化。 从文献特性角度说，设立善本、金石、舆
图三个二级机构，将古籍善本文献相关业务划归

其中。 这既适应了当时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类

文献采访、整理、保护的实际需要，更体现出国家

图书馆在保存民族文化根脉上的重要职责。 期刊

部的成立也是此次调整的一个亮点。 民国时期期

刊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出版形态，而其连续性的

特点又对业务流程提出了与单体图书文献不同

的要求。 在此之前，虽然从职责上有所规定，但是

依然存在交叉不清的弊端。 此次设立期刊部，并
明确了其对期刊的采、编、阅流程的专责，无疑提

高了业务的精细化程度，提升了工作效率。
职责方面，１９２４ 年版暂行办事细则在 １９１６

年版基础上进行了局部调整，同时还明确了具体

办事流程，使得各机构的职责得到进一步细化。
而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颁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

纲》也对新的各级机构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界

定。 同时，还颁布了《总务部文书组办事细则》
《总务部传达处收受文件办法》《采访部官书组办

事细则》《编目部西文编目组办事细则》 《编目部

中文编目组办事细则》 《金石部办事规程》 《舆图

部办事细则》等文件［７］ （４５） 。 这就形成了以《国立

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为基础，以各部门办事细

则（规程）为补充的政策框架，完整地规定了职责

分工和工作流程。 此后颁布的管理文件则又根据

当时的具体情况，对这一框架做进一步完善。

３ ３　 稳定期（１９２９—１９４９）
自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的机构设置和相应职责确定

后，国家图书馆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快速

发展、抗战时期的馆务播迁与动荡不安、内战时期

的惨淡经营与勉励维持。 但是，这二十年中，其内

设机构除了有些局部调整之外，基本保持稳定。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设有二级机构 ８ 个、三级机构 １６ 个。
此后，一直到 １９４９ 年，二级和三级机构数量及其

职责基本保持不变。

４　 影响机构及其职责设置的主要因素

图书馆机构及其职责的设定与调动受到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图书馆社会职能及其定位、图书馆的规模、图
书馆的管理理念等，可以将其分为外部和内部两

方面因素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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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外部环境的影响
国家图书馆历史上的第一个四十年处在中

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剧烈动荡与变革的时代，其诞

生即源于社会变革，而其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

时代的左右。 政局动荡更迭、连年战争以及经济

走势的起伏都对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带来重大影

响，这些自不待言。 此外，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对

属于文化机关的国家图书馆而言，带来的影响更

为直接，这主要包括教育、出版两方面。
（１）教育方面。 清末以降，教育现代化曲折

推进。 １９０５ 年旧有科举制度废除，以西方学校教

育制度为蓝本的民国教育制度逐渐形成，从小学

到大学、从民众社会教育到职业教育均得到发

展。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期到 ３０ 年代中期

抗战全面爆发前，各类型教育均有较为显著的发

展。 同时，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专门学术研究

机关也相继建立，推动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教育的相对普及使得掌握文化知识的受教育者

总量增加，从而扩展了图书馆的读者群体。 科学

技术事业的发展对相应的文献保障能力也提出

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图书馆建设。 同时，
北平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化中心，一向人文荟

萃，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这就更要求同处北平的国家图书馆的发展水平

要与之相适应。
（２）出版方面。 清末以后，以机械化生产、市

场化经营为特点的现代出版业在中国逐渐形成

并快速发展。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演进，特别是五

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思想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

化。 这些都直接导致图书、期刊、报纸等文献的生

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是文献的内容早

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范畴，除了人文社科

类文献外，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献也有了相当数量

的增长。 另一方面则是出版量的剧增，民国时期

形成的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一批现

代出版机构，其生产能力早已不是传统书籍手工

作坊所能比拟的。 可以说，民国时期所产生的各

类文献已经超过了有清一代所刊刻的文献的总

和。 同时，期刊、报纸这类连续出版物也是从无到

有并快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文献类型。
上述变化在国家图书馆读者需求和文献资

源建设方面均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读者需求方

面，随着传统的科举制的废除和现代教育体制的

逐步形成，具有阅读能力和需要的读者人群已经

从传统文人扩大为现代知识分子、公务员、学生

（大学生）等群体。 同时，现代教育机构和学术机

构也成为国家图书馆重要的服务对象，他们对于

国家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的便利性、及时性、丰富

性和专业性的需要也必然推动图书馆不断完善

包括阅览、参考咨询、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服务内

容。 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
国家图书馆必然要调整其采访方针，不断加大对

现当代各类文献的采集。 采集文献数量和种类的

增加，又必然导致文献采编及典藏环节进行与之

相适应的业务调整与整合。 而这些变化又会以机

构设置及其职责确定加以呈现。

４ ２　 内部环境的影响

４ ２ １　 办馆理念

清朝末年，因新政而产生的公共图书馆运动

催生了包括京师图书馆在内的我国第一批新式

图书馆。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提出：“京

师创建图书馆，实为全国儒林冠冕，尤当旁搜博

采，以保国粹而惠士林。” ［７］ （２０） 这或可看作初创

之际国家图书馆的办馆理念，但此时的办馆理念

有着很重的传统藏书楼的影子。 正如《中国图书

馆史》所说的，此时的公共图书馆除了在名称上

和向民众开放上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以外，无
论是在藏书建设上，还是在图书馆技术方法上，甚
至图书馆的管理上，大多因循传统旧制，并没有发

生根本的改变［１８］ 。 进入民国时期，随着社会教育

的兴起与发展，政府对于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的

作用愈加重视，对图书馆的职能定位也做出了新

的规定。 如 １９１５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图书馆

规程》，指出图书馆的基本社会职能，即“储集各

种图书供公众阅览” ［１９］ ，这在图书馆的社会职能

定位上显然进步了许多。 不过，考虑到北洋政府

时期国家图书馆主管者的频繁更替、经费的捉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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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肘以及馆务的缓慢发展状态，政府对图书馆社

会职能定位的重新认识对国家图书馆实际馆务

的影响比较有限。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的机构调整无疑是一次全面的

变化，这其中也包含着主管者办馆理念的与时俱

进。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与中华教育

文化基金董事会协商，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并
签订《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 后因教育部

无法正常履行相关约定，致使契约中辍，中华教

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自行建立“北京图书馆”，后更

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 该馆曾聘请梁启超出任

馆长，袁同礼则长期主持该馆具体业务。 梁先生

致力于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思想开阔富于国

际化视野；袁先生更有着留美图书馆学专业背

景。 北平北海图书馆在他们的带领下“迈出了新

式图书馆的步伐” ［１１］ （３９） ，馆藏建设方面，更加注

重现当代文献及外文文献特别是科技文献的收

集；文献揭示方面，研究编制新分类法，积极编制

专题目录揭示馆藏；阅览服务方面，完善阅览服

务内容，开展参考咨询服务。 在机构设置上，成立

时设图书和总务两部，１９２７ 年改两部为总务、采
访、编目三科，１９２８ 年 ９ 月增设参考科以加强参

考咨询工作［１１］ （３９） 。 这些业务的充实与调整“充

分借鉴西方先进图书馆办馆经验” ［１１］ （３９） ，使得该

馆在多方面均较同时期的京师图书馆更为进步。
１９２９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即原京师图书馆）与

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改组为新的国立北平图书

馆，蔡元培、袁同礼分别出任馆长、副馆长，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的机构设置即是改组后的产物。 由此可见，
两馆的合并不仅仅是文献与人员的合并，而是办

馆理念与思路的一次更新，是馆藏结构的一次优

化，是馆员队伍的一次健全，是服务效能的一次提

升，对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影

响。 其新机构的设置既反映了两馆整合所带来的

新变化，又体现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办馆理念，从机

构设置及其职能设定上理顺了各方面业务的关

系，为各项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４ ２ ２　 文献资源建设

在国家图书馆初创时，馆藏来源主要为内阁

大库、国子监及南学、江南重要藏书家私藏等，同
时经清廷学部调拨入藏了敦煌遗书，征集了一批

金石拓本［７］ （１０） 。 后又接收文津阁《四库全书》。
可见当时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主体是古籍类文献。
１９１６ 年京师图书馆开始接收出版品呈缴，“遵章

送书者虽弗多，而新籍杂志及横行文字渐以入藏

矣” ［２０］ 。 １９２９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目入藏的馆

藏总数约 ２２．７ 册件，其中绝大部分为古籍文献，
而中文新书及外文书籍“不逮百一” ［７］ （３７） 。 在机

构设置上即可以直接反映出这种馆藏特点。 １９２４
年颁布的《京师图书馆暂行办事细则》中，目录课

下设 ６ 个组中除第三、第四组外其余 ４ 组均负责古

籍类文献的编目。 庋藏课下设善本、藏经、四库、
普通四个阅览室，几乎全部是古籍类文献阅览室。

１９２９ 年，北平北海图书馆并入国立北平图书

馆，其馆藏结构与之有着较大差异。 该馆书刊采

购的目的重在科学研究，因此对于各种学术资料

尤其注意搜集，中文图书方面仅补充原京师图书

馆所未藏的古籍图书，西文方面则重点采购自然

科学图书，特别注意采购成套的外文专刊和各学

科专著［７］ （３９） 。 至合组前，北平北海图书馆馆藏总

量已达 １４ 万余册，其中包括中文书籍 ７４，５００ 册，
西文书籍 ２７，０００ 册，西文小册子 ３３，０８２ 册，日文

书籍 １０００ 余册，杂志 ９９１ 种 ３２００ 册，地图 ７１ 册

又 ７５６ 幅，金石拓片 １７００ 余种又 １６ 包［３］ （１５－１６） 。
两馆馆藏的合并，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原京师图书

馆的馆藏结构。 馆藏文献资源建设的新实际必然

要求机构设置做出有利于业务优化的新调整，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文献采访部门上

的新设置正与这种复合型的馆藏结构相适应。
４ ２ ３　 读者服务

开馆之初，由于地处偏僻等原因，国家图书馆

读者服务处于时断时续的非正常状态。 １９０９ 年

建馆，而开馆接待读者则在 １９１２ 年 ８ 月，旋即又

在次年 １０ 月闭馆。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再次开馆接待读

者。 根据馆史记载，１９１７ 年接待读者 ３２７２ 人次，
平均每月 ２７２ 人次［１１］ （３３） 。 当时除每周一及法定

节假日、曝书日（每年 １５ 天）闭馆外，其余皆接待

读者。 据此粗算，每日只有 １０ 人次左右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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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在采取了一些措施后，到 １９２２ 年，阅览人数

每日平均也不过 ２０ 余人次［１１］ （３３） 。 １９２４ 年日均

接待读者 ９２ 人［７］ （１９４） 。 这样的读者流量，确实没

有必要设置专门负责阅览服务的机构。 因此，在
最初的十余年间国家图书馆始终没有设置专责

阅览部门。 到 １９２９ 年时，国家图书馆的读者人次

已经达到 ５２，０００ 人次［１１］ （５２） ，且服务形式也已经

从单一的阅览延伸到外借、复制、阅读推广、参考

咨询等。 读者流量的迅速增长和服务手段的不

断丰富，势必要求组建专门的阅览服务团队履行

相应职责，并进而形成专责机构。 因此，阅览部门

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４ ２ ４　 员工队伍

机构设置也与员工规模有关。 京师图书馆

初期 职 员 规 模 为 ４６ 人［１１］ （１１） ， １９２２ 年 为 ２６

人［７］ （１１８） ，１９２５ 年为 ２４ 人［２１］ ，之所以减少如此明

显，当与其时的经费拮据有密切关系。 史料记载，
当时因薪金无着，导致罢工，部分馆务陷于停

顿［７］ （１９３） 。 人员数量较少，自然没有必要设置复

杂的机构。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７ 年，平馆员工人数在

１０７—１２７ 人之间波动［７］ （６５） ；“七七事变” 后员工

数达到 １３５ 人［２２］ 。 抗战胜利复员后，行政院核定

平馆人员数为 １１８ 人，而平馆则希望增至 １５０

人［２１］ 。 如平馆当时员工人数距离 １１８ 人相差仍

较多，想必不会再行提出扩编的请求，由此反推

当时平馆的员工人数基本当在核定人数上下。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及之后员工队伍规模和机构设

置情况看，两者也是相适应的。

５　 结语

综上所述，国家图书馆在建馆之初的 ４０ 年间，

组织机构经历了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全面的发展

之路，相应的机构职责也逐步完备。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国家图书馆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责分工

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科学化程度，不仅成为当时我

国图书馆界的典范，也对此后国家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 国家图

书馆今天的机构设置仍能看到当年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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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９．
８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教育部训令第 ７１６ 号核准国

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Ｍ］ ／ ／ 北京图书馆馆

史资料汇编（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北京：书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２：１０４０．
９　 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组织大纲［Ｍ］ ／ ／ 北京

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北京：书

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０５４．
１０　 各部之改组成立［ Ｊ］ ．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

１９２９（３－４）：５７４．
１１　 李致忠．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Ｍ］ ．北京：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２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昆明办事处报表［Ｍ］ ／ ／ 北

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１０１．

１３　 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职掌员额调查表（昆明

１９４２ 年 １—３ 月）［Ｚ］ ．国家图书馆馆藏档案，
１９４２－※０１３－人事 ２．

１４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８ 日国民政府令准国立北平图

书馆组织条例［Ｍ］ ／ ／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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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 北京：书目 文献 出 版 社，
１９９２：１０８３．

１５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教育部指令第 １９３８ 号批

准京师图书馆修改暂行办事规则图书阅览

规则及藏书流布暂行规则［Ｍ］ ／ ／ 北京图书

馆馆史资料汇编（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北京：书目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９８５．
１６　 １９２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教育部指令第 ５０２ 号核准

修改京师图书馆暂行办事规则［Ｍ］ ／ ／ 北京

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北京：书
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９９８．

１７　 １９３８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工作大

纲［Ｍ］ ／ ／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１９０９—
１９４９）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０７８．

１８　 韩永进．中国图书馆史（第二卷） ［Ｍ］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７：４６．

１９　 图书馆规程［Ｎ］ ／ ／ 政府公报．台湾：台湾文海

出版社翻印，１９７１：１１２９－１１３０．
２０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京师图书馆回顾录［Ｍ］ ／ ／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北
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２０８．

２１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呈教育总长胪陈京师图书馆困

难情形 ［ Ｍ］ ／ ／ 北京图书馆馆 史 资料 汇 编

（ 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 ． 北 京： 书 目 文 献 出 版 社，
１９９２：１１０．

２２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函教育部视察员报告本馆

目前需要解决问题［Ｍ］ ／ ／ 北京图书馆馆史

资料汇编（１９０９—１９４９）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２：８６６．

（王青云　 副研究馆员 　 中国国家画院， 荣 杰

副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７



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发布

　 　 　 　 　 第 １７ 届国际营销奖获奖名单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 ＩＦＬＡ）发布第 １７ 届国际营销奖评选结果，佛山

市图书馆“邻里图书馆”项目获最佳营销奖，加拿大大维多利亚公共图书馆 Ｃｈａｎｇｅ Ｙｏｕｒ Ｍｉｎｄ 项目、西班

牙穆尔西亚公共图书馆 Ｔｈｅｙ Ｌｉｖｅ ｉｎ ＢＲＭＵ 项目位列二三名。 其中，“邻里图书馆”项目是佛山市图书

馆在 ２０１８ 年推出的“千家万户”阅暖工程，旨在将公共图书馆资源“搬进”市民家中，搭建“图书馆＋家

庭”的阅读体系。 每个邻里图书馆可从市图书馆借阅 ２００ 本书，期限为 ３６５ 天，加上自藏图书，向左邻右

舍开放，定期组织阅读分享活动，任期最少为 １ 年，服务不少于 １０ 个家庭，组织不少于 ３ 场阅读分享活

动，每年转借图书不少于 ３０ 册次。 截至目前，佛山市已建有邻里图书馆 ９１７ 家，累计从图书馆借书超过

１６．２ 万余册，转借图书给邻里达 ６．２ 万册，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８１８ 余场，服务读者人数 ２．３ 万人次。
此外，宁波图书馆“天一约书”项目、武汉大学图书馆“书香大使”项目入选 １０ 个最富创意的项目。

资料来源

１　 ＩＦＬＡ ＰｒｅｓｓＲｅａ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ｗａｒｄ Ｗｉｎｎｅｒｓ ２０２０［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７－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ｎｏｄｅ ／ ９３２１５．

２　 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邻里图书馆赢了 佛山市图书馆荣获 ２０２０ 国际图联国际营销奖第一

名［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７－２７］ ．ｈｔｔｐ： ／ ／ ｅｐａｐｅｒ．ｏｅｅｅｅ．ｃｏｍ ／ ｅｐａｐｅｒ ／ Ｇ ／ ｈｔｍｌ ／ ２０２０－０７ ／ ２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１９１７．ｈｔｍ．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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