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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按照编年分段的章节体例编辑，章下内容则依时类事加以编录。
即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历史发展不同时期为划段标志，依时分设十二章，每章类事平列若干节，节以下
根据编录需要，再依次设目和不同级别小目。
最后单设第十三章 ，总结概括百年传承的国图精神。
　　本套书各章基本内容包括馆务运行、书刊访购、编目加工、藏书建设、读者服务、学术研究、对
外交流等。
为反映现代图书馆特点，自第十章起增加了计算机系统与自动化、数字图书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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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第一章 舆情呼吁 京馆诞生　　第一节 西方人士在华开办图书馆及图书馆理念的传播　　　一
、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图书馆　　　二、中国人考察西方图书馆事业　　　三、图书馆理念在中国的
传播　　第二节 近代学会学堂兴办图书馆　　第三节 各省筹办成立图书馆　　第四节 清廷批准建立
京师图书馆　　第五节 京师图书馆的初创与建设　　　一、京馆初创的人员组成　　　二、京馆初创
的经费调拨　　　三、京馆初创的印信颁发　　　四、京馆初创的藏书来源　　　五、京馆初创的规
章制度　　　六、缪荃孙筹办京馆活动　　第六节 中国近现代转型期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评价　　　一
、发展转变趋势　　　二、国立省立图书馆概说　第二章 力克时艰 事业初创　　第一节 确定隶属馆
舍三迁　　　一、京师图书馆开馆及筹备迁址　　　二、迁址国子监南学重新开馆　　　三、京师图
书馆改组为国立京师图书馆　　　四、京馆更名再迁中海居仁堂　　　五、平馆与北海图书馆合组国
立北平图书馆　　　六、筹建专门馆舍三迁文津街新馆　　第二节 明确隶属职责任命馆级主事人员　
　　一、明确隶属职责　　　二、任命京师图书馆馆长、副馆长　　　三、任命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
会与馆长　　　四、任命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与馆长　　第三节 建立组织机构委任机构主管人员　
　　一、建立组织机构　　　二、委任机构主管人员　　第四节 经费拮据事业维艰　　第五节 建立
规章制度规范馆务活动　　第六节 广泛搜求文献开展藏书建设　　　一、受理政府调拨奠定馆藏基础
　　　二、依法接受出版物缴送初显国家图书馆职能　　　三、接受捐赠寄存补充名人专藏　　　四
、访书采购交换搜集珍贵文献　　　五、重视搜补文献藏书累年递增　　第七节 编目类分图书重视基
础业务　　　一、编制书目　　　二、编目整理藏书　　第八节 履行基本职能开展读者服务　　　一
、制定修订阅览规则　　　二、开展社会借阅　　　三、初步开展馆际互借　　　四、影印古籍以广
流传　　　五、开展咨询与代编书目　　　六、举办展览宣传馆藏　　第九节 创办馆刊年报交流学术
业务　　第十节 内请外派学者开始业界合作交流　　第十一节 创办中华图书馆协会开展业界业务学
术合作　第三章 规模初具 应对时局　　第一节 利用新馆条件广泛服务读者　　　一、规范读者服务
工作　　　二、举办展览拓展服务　　第二节 巩固馆藏基础完善藏书建设　　　一、名人参与捐赠善
本特藏瞩目　　　二、购书经费增加采选质量提高　　　三、保持寄存渠道补充采选不足　　　四、
开展出版品国际交换丰富外文文献　　　五、调整善本等级设立善本乙库　　第三节 重视基础业务全
面加工文献　　　一、加工各类文献建立馆藏目录　　　二、编制文献索引便利参考研究　　　三、
编纂专题目录出版学术成果　　第四节 培养急需人才组建专业队伍　　　一、派员出国进修考察交换
馆员　　　二、完善组织机构调整机构人员　　第五节 响应学者倡议筹设研究机构　　第六节 为防
时局不测善本装箱南运　　　一、善本特藏装箱南运寄存　　　二、善本特藏南运经费　　　三、南
运善本办理寄存手续　第四章 八年抗战 馆务播迁　第五章 北平光复 馆务复原　第六章 全国解放 平馆
新生中册　第七章 隶属变更 事业赓续　第八章 调整巩固 扎实建设　第九章 “文革”十年 艰难前进　
第十章 整顿恢复 新馆筹建下册　第十一章 新馆落成 实现跨越　第十二章 再建馆舍 持续发展　第十三
章 百年传承 国图精神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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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图书馆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光绪十八年（1892）郑观应着文论外邦之图书馆事业。
泰西各国均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之书籍尤多，自汉唐以来，无书不备。
凡本国有新刊之书，例以二份送院收储。
如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必膺朝廷重赏，并给予独刊之权若干年。
咸丰四年（1854）间，于院中筑一大厦，名日：读书堂，可容三百人，中设几案笔墨。
有志读书者，先向本地绅士领有凭单，开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换给执照，准其入院观书，
限六阅月更换一次。
如欲看某书某册，则以片纸注明书目，交值堂者检出付阅（就长案上静看，不许朗诵。
阅毕，签名书后何日何处何人阅过，缴还经手。
该值堂年终查核，知何书最行。
另有赁书楼，由股份者，每年出书银四元，可常往看。
各处新报俱全。
只准借书两本，限两礼拜归还。
如无股份者，赁阅，每日计银两先付），阅毕缴还，不许携带出门及损坏涂抹。
倘有损失，责令赔偿。
特设总管一员，司理其事，执事数百人。
每年经费三十万金。
通国书楼共二百所，藏书凡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册。
此外，如法兰西，书楼共五百所，藏书凡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共一百四十五所，藏书
凡九十五万三千册；德意志，书楼共三百九十八所，藏书凡二百二十四万册；奥大利，书楼共五百七
十七所，藏书凡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
法京巴黎另有一书楼，异常宏敞，独藏书二百零七万九千册；德京伯灵之书楼，亦藏七十万册；罗马
大书院，除刻本外，更有抄本三万五千册，细若蝇头，珍如鸿宝，洵数典之巨观，博学之津梁也。
[郑观应：《藏书》，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
，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上折论西方图书馆。
⋯⋯泰西诸国颇得此法，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于此。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
前后），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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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迎接国家图书馆百年华诞，三年前馆领导决定纂修百年馆史，随即组建了以正副馆长为正副主任的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编纂委员会，并确定了主编。
经验告诉我们，要想写成馆史，就必须先准备材料，并需将材料依时类事地编成长编。
为此，编纂班子组建伊始，第一项任务布置的就是广泛搜集资料，编辑资料长编。
经过大约10个月的努力，各章的材料搜集大体告一段落。
初计只要将这些材料分到相关各章，并类归到节、目中去，馆史各章撰稿人能用就算达到目的。
但向编委会汇报后，馆领导则认为馆史资料长编更具存史价值，将来可能更有用，要求也要正式出版
。
这就使仅供内部写史采用、编辑要求并不太高的原初设想显得捉襟见肘，相形见绌。
资料搜编人大多是兼职膺事，大家都忙，且材料的采择来源较多，仅以二手、三手的文章、旁著为主
要搜采对象，造成若干材料真伪难辨、出入颇大，距出版要求相去甚远。
由于水平不同、忙闲不同，材料搜采的视野、高度、深度也不同，因而交来的各章资料长编在材料弃
取、多寡、编辑体例等方面也很不同。
有的该收未录，有的无用全收，有的类归不准，有的标目不确，与正式出版的水准要求相比，实在仅
是一堆材料而已。
需要对搜集的资料按出版要求重新编辑。
长编各章的初稿，都有认不出的文字，断不开的文句，点错了的标点，以及录入时造成的各种错误，
给统编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统编者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倍于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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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国家图书馆管史资料长编:1909-2008(套装全3册)》是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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