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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图书馆沿革概述
———1908― 1961 年

丁若虹

( 河北省图书馆，河北 石家庄 050011)

摘 要: 河北省图书馆始建于 1908 年，开馆服务于 1909 年，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期间，因省会三迁，1961― 1987
年有近 30 年空白期。择取 1908 到 1961 年区间，沿着在保定莲池及西城南马道建立的直隶图书馆、河北省立图书

馆馆舍变迁，梳理河北省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轨迹，使其发展变迁脉络更加清晰。其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个性、共性特

征及其历史地位、作用，都刻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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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河北省图书馆作为我国北方早期官办的新式公

共图书馆之一，前身为 1908 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 在

保定创办的直隶图书馆，1909 年开馆服务，至今已

有百余年历史。自创建之初至 1961 年撤销省馆建

制，历经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建

国十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等多个

阶段。期间，社会急剧变迁，馆名多次变更，先后沿

用过直隶图书馆、直隶省立第二图书馆、河北省立第

二图书馆、河北省立莲池图书馆、河北省立莲池民众

教育馆阅览部、保定市人民文化馆图书部等名称，后

又随省会迁至天津、保定、石家庄，馆舍建设与图书

馆服务历尽曲折。1961― 1987 年有近 30 年的空白

期。笔者择取 1908 到 1961 年，沿着在保定莲池、西
城南马道建立的直隶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馆舍变

迁，简要介绍河北省图书馆的历史发展沿革。

一、直隶图书馆时期

清末，1908― 1909 年( 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

年) 是河北省图书馆的初建时期。1908 年 6 月，直

隶总督杨士骧下令对保定莲池加以修缮，重新把遭

受庚子之厄后的保定莲池建成读书治学之所，亲题

“水东楼”“观澜”二匾，并拨银 4 800 两交时驻保定

的直隶提学使卢靖，择古莲池园林东北隅水东楼之

北( 原养鹿的“鹿柴”处) 开建图书馆，卢靖亲笔书写

馆额“直隶图书馆”［1］。图书馆建成后，由继任提学

使傅增湘接办图书馆，1909 年 11 月( 清宣统元年己

酉十月) 开馆服务［2］，成为我国北方早期建立的省级

公共图书馆之一。
馆舍与设备: 直隶图书馆位于保定城垣中部的

莲池内东部偏北，毗邻直隶总督衙署。占地面积

235 平方米，为一座坐东朝西的二层双式楼房，共计

42 间。平面呈“凸”字形，凸出部分的顶部( 三层) 建

有钟楼［1］。设备为一些旧式书柜和桌椅。
藏书: 为将直隶各地散佚的先贤古籍收集于此，

以供后学观瞻阅览，杨士骧将原保定莲池书院万卷

楼劫后幸存的古籍图书善本全部移入图书馆，接受

天津直隶图书馆与各省图书馆捐赠一部分，并向图

书馆拨款添置一些新书和报刊。据记载，1909 年莲

池书院万卷楼藏书全部移交时，图书馆接收经史子

集丛书、类书、金石等类 2 680 种，10 万卷左右，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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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古本。其中，经部 231 种，史部 763 种，子部 553
种，集部 660 种，丛书 90 种，类书 130 种，东文书 118
种，西文书 135 种。“皆系学古堂旧存书籍。”［3］48

服务: 对来馆阅览者一般要收费，服务方式仍限

于室内阅览［4］2，不办理外借图书的借阅证。而且

“为了限制读者，来馆阅览需购买门券，每券收铜币

两枚”［1］。
管理: 直隶图书馆初建时派孙鸣皋、王文芹 2 人

经理馆务。另有庶务、书记、司书各 1 人，总共 5 人。
制度多为对内的规章，但“组织较为完善”［5］66。

经费: 由提学使司核定筹拨，年总经费 1 200 两

银子，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和运行杂费。
创建之初，与清末民初的其他各省图书馆一样，

直隶图书馆定位为教育机构，隶属学部，凸显教育职

能。图书馆的负责人均为朝廷任命。采用层级制的

管理模式，即上一级是理事或馆长，馆长之下设若干

业务或综合管理机构，各类工作人员层次分明，职责

明确，从而保证了图书馆的正常运行［6］。该馆入藏

的图书主要是政府无偿调拨和移交的，原有官藏古

籍进入图书馆，突出了旧书储藏丰富的藏书特点，奠

定了近现代图书馆的馆藏基础［7］。分类沿用经、史、
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服务以旧书保存为宗旨，藏

书概不外借，重点是管理图书; 服务对象扩大到一般

的公职人员及知识分子，但在服务观念、服务对象、
服务方式等方面均残留着一定的旧式藏书楼的作

风［4］2。
据统计，1903― 1910 年，全国共有 20 所省级以

上的公共图书馆成立，其中 1908― 1910 年成立的图

书馆占了 75%，年均成立 5 所［8］。因此，直隶图书

馆作为我国北方早期官办的大型公共图书馆之一，

它的建立与国内其他省立图书馆形成了以省级行政

区域为单元的全国性公共图书馆新格局，标志着图

书馆事业进入了实施期，共同奠定了我国新型图书

馆的基础，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9］62。

二、直隶省立第二图书馆时期

民国初期，省级公共图书馆隶属教育部社会教

育司，其职能是“掌管图书馆及保存文献事”。1915
年( 民国四年) 11 月教育部颁发的《图书馆规程》规

定，省图书馆应“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4］3，

逐步成为综合性的面向普通大众开放的图书馆。
20 世纪初，政局动荡，战乱不断，图书馆事业发

展环境恶劣、举步维艰。1912 年，曹锟在保定纵兵

哗变，莲池大门整天关闭，直隶图书馆被迫闭馆。
1914 年，莲池开门，重新开馆，读者逐渐增多。

1924 年以后，由于军阀连年混战，莲池不断驻

军，游人断绝。1925 年秋，国民二军一营士兵驻莲

池，图书馆再次被迫闭馆，一直延续到 1928 年底。
据 1916 年教育部调查《各省图书馆一览表》记载: 直

隶保定图书馆位于公园内( 保定莲池书院) 东首大

楼，藏书有善本书 5 000 余种、常本书 2 900 余种、东
文书 200 余种、西文书 10 余种，阅览人数全年计

1 100余人［10］252。至 1918 年 9 月，奉直隶省教育厅

令，“直隶图书馆”更名为“直隶省立第二图书馆”，

并以“搜集中外古今图书，以保存国粹输入文明”为

宗旨［10］283，制定了《直隶省立第二图书馆章程》，内

容主要包括宗旨、名称、设置、图书、阅览、调查、职

司、经费、设备、时期等 10 章 25 条。
藏书: 馆藏依旧以古籍居多，新书较少。每种图

书都盖有该馆图记，均分类编号。其中，经书、史书、
子书、诗文集、科学诸书( 包括哲学、心理、伦理、教

育、法政、兵学、理科、天算、地理、农工商学、医药

学) 、图书( 指地图、标本) 、教科书、学报、各佛经道

书等按照天干“甲乙丙丁……”分 10 类，华装书、洋
装书、张挂之图按照地支“子丑寅”分 3 类［10］283 － 284。

设施与服务: 图书馆建筑功能分区明确，有藏书

室、阅书室、接待室和事务室。《直隶省立第二图书

馆 章 程》规 定: 图 书 只 能 到 馆 阅 览，“概 不 出

借”［10］284。图书馆每日早 9 点售券，午后 4 点钟闭

馆，每周一、周日停售阅览券，图书馆整理书籍。阅

览者阅览须缴纳费用，且手续繁琐: “凡欲阅览图书

馆图书者先买票入莲池公园，再购阅览券，每人一

张，铜元二枚。”［10］284 阅览者用阅览券换取领书证，

填写需要何种图书，并将领书证交给图书馆司书，才

能进入阅览室。读者领书后若想更换别的图书由司

书在领书证上盖上缴换戳记，阅读完毕另盖收清戳

记，由阅书者向换证处缴还方能出去。为方便阅书

人写证取书，馆中还特制木牌，分载图书名目，安置

壁间，一览无余。同时规定不允许携带禽畜，凡癫痈

以及酗酒醉汉不允许进入; 阅览如污损须加倍赔

偿［10］284 － 286。
机构与人员: 馆长改称主任。设主任 1 人，文

犊、庶务、司书各 1 人。主任由省教育厅委任，负责

管理一切事宜; 文犊一员掌管文犊公函事宜; 庶务负

责 办 理 会 计 事 宜; 司 书 掌 管 整 理 图 书 一 切 事

宜［1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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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 1918― 1928 年，直隶省立第二图书馆常

年经费每月请领 180 银洋，年总经费 2 160 银洋。主

要用于工作人员的工资、购买各种杂志和杂务开支。
购买图书需少量款的由每月经费结余中支出，其余

的则需要申请办理。
为增长社会知识起见，直隶省立第二图书馆在

水东楼增设阅报室以供游人入览，并制定了《直隶省

立第二图书馆附设阅报室简章》共计 14 条。该室报

刊皆系征集各处赠送，采用登报和馆门首悬牌宣布

加以鸣谢。开放时间为每日下午一点至四点。因该

馆周一休息，阅报室亦停阅。又因阅览室不甚宽敞，

仅足为男子阅报之所，周二、周日公园专售女券票，

此日女子才准入览。室中设有桌凳，阅报人须挨次

入座，取报静阅，不得任意喧哗，亦不得携报外出，以

免凌乱。阅毕仍须保存陈列，阅者不得污毁撕扯，以

重道德。同时规定盛暑之时，阅报人不准赤足袒背，

免致外观不雅，阅报时不得高谈阔论及高声朗诵，致

防秩序。要求阅报者无论何界，均须承认该馆简章，

以彰公益。
直隶省立第二图书馆时期，仍以图书保存为宗

旨，以管理图书为主要工作。对读者的服务是有偿

的和有限制条件的。如在阅报室简章规定限制女子

阅览的时间，只有周二、周日才能入室阅报。首次明

确了购书费及申请渠道，使购买杂志的费用与购买

图书的费用相对更有保障。并与当时的湖南、山东、
四川、浙江、江西等省级公共图书馆同步，建立了较

为完备的图书馆章程和阅报室简章，标志着直隶省

立第二图书馆初步具备了近代图书馆的雏形，具有

里程碑意义。

三、河北省立第二图书馆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建国十年”时期，政局相对稳

定，文化事业也开始恢复、发展。基于民众对新思

想、新理论、新实用知识的渴求，关闭的直隶省立第

二图书馆恢复开馆，并购置新书，增加馆藏，开展民

众教育活动。
1928 年，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奉国民政府河北

省教育厅令，直隶省立第二图书馆改称“河北省立第

二图书馆”，颁发钤记一颗。河北省教育厅提出当时

属于训政时期，民众常识亟待灌输，各处图书馆之设

立刻不容缓，增设儿童图书馆，备有儿童图书一百余

种和儿童图书目录。经整顿，更名后的河北省立第

二图书馆于 1929 年 3 月 20 日重新开馆，当时的藏

书、馆舍、服务、管理及经费情况如下。
藏书: 河北省立第二图书馆将直隶高等学堂的

影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和保定徐水漕河慈航寺的

佛经全部移入［1］。其古籍藏书甚富，如《二十四史》
有 3 部，《图书集成》有 2 部，各有 38 000 余册。“复

有宋代珍版秘笼，为它馆所无。”因“旧书虽富，新书

太少; 宜广购新籍以及各种杂志及各埠新闻，陈储馆

中，供众阅览”［2］。据此，又陆续购入科技图书 1 026
种。除此之外，还采取征集办法扩大图书来源，建立

有《征集图书章程》。征集图书途径包括捐赠、寄存

与借抄。对图书捐助者姓名永志刊目，以彰公益。
对个人图书的寄存程序、寄存期限、保管责任、修理

费用等，以及借抄前函告、约期和产生污损情况，都

做了具体规定。这些措施既增加了图书馆的馆藏，

又丰富了藏书种类，报刊大部分依赖征集和捐赠，少

数部分开始购入，并随着图书馆的发展而逐年增加。
编印于 1931 年 10 月的《河北省立第二图书馆

概况》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藏书情况，新旧图书及报刊

总计 4 097 种( 见表 1) 。线装古籍按经、史、子、集部

四部分类法而稍加变通，新购图书采取杜威氏分类

法。并编制了经史子集图书目录、妇女儿童图书目

录、东西文及译本图书目录、各种新书目录等。各种

日刊、周刊于每月底选择记载翔实的装订编号分别

保存。图书、期刊、报纸从数量、品种、质量及管理方

法上，比直隶省立第二图书馆时期更胜一筹。
表 1 1931 年 10 月藏书统计

类别 数量 /种 分类及数量 /种

旧部书籍 2 753
分经、史、子、集、丛书、西文、东文、译文、善
本、金石拓片 10 类，种数分别为 231、763、
719、625、29、83、135、118、15、35

新购图书 921

分党义、总类、社会科学、哲学、应用科学、
自然科学、教育学、文学、语言学、史地学、
艺术学、妇女儿童书籍 12 类，种数分别为
161、22、110、49、56、36、28、155、25、64、20、
195

杂志报章 323 分购入杂志、捐赠杂志、报章 3 类，种数分
别为 39、268、16

其他 100

馆舍: 保定莲池书院直隶图书馆原址，该馆在楼

下北侧增设了儿童图书部，南侧为成人阅览馆。
服务: 取消阅览门票制，实行免费阅览。阅览图

书、新闻杂志及借书都有专门的章程。如允许读者

自带铅笔及纸册抄写，但不得带墨水入馆，以防抄阅

书刊时泼污书刊。将只能在馆内阅览、不准外借的

规章改为允许外借图书。读者外借图书先填写借书

97

丁若虹: 河北省图书馆沿革概述 第 7 期



券。借书券采用两联式，一联存该馆，一联交借书人

收执。借书券上详细列出其姓名、职业、住址及册卷

数，交保证金若干元，或由某店铺作保，均须注明，且

有本人盖章以昭慎重。借期为一周，到期未还，该馆

派人索取，不再办理借阅证。在开展基本借阅活动

外，还有一些方便读者借阅馆外服务，图书流通量得

以增加，向图书馆服务的开放性与平等性迈出了重

要一步［2］。
机构与人员: 设主任 1 人，下设图书、总务 2 股。

其中图书股有馆员 4 人，总务股有事务员 2 人。图

书股下设普通阅览部、儿童妇女阅览部、新闻杂志阅

览部、专门阅览部等部。制定该馆办事细则 13 条，

规定了主任、馆员、文牍、会计、庶务的职责，以及书

刊目录、装订、办公时间、请假及报告等事项要求。
经费: 据记载，河北省立第二图书馆 1929 年总

经费为 2 016 银元，1930― 1931 年总经费为 3 000
银元。其中年购书费 480 银元，由河北省财政厅直

接拨发。
因政局动荡、战火连绵，图书馆事业跌宕起伏，

一再被迫关闭。期间，受民国政府颁布《图书馆规

程》等一系列政策，以及部分官员和乡绅致力于藏书

建设、传播新知等因素影响，为这一时期河北省图书

馆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使河北省图书

馆在文献资源建设、图书分类编目、读者服务工作等

方面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河北省立第二图书馆规

章制度》《征集图书章程》等规章制度逐步完善，在

图书馆文献收藏、整理与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文献中旧藏仍占比最大，也重视购进国内外新

出版的图书和期刊。藏书来源: 一是政府下拨购书

经费，逐步加大购买新书来充实馆藏; 二是政府无偿

调拨和征集，珍本图书得到有效保护，反之也因注重

珍本图书保护而限制了文献的利用; 三是接受天津

直隶图书馆、各省图书馆及社会各界的捐赠; 四是借

助寄存、借抄制度，丰富馆藏。至抗战爆发前，图书

馆事业得到了政府当局的财政支持，经费有了稳定

的来源。尽管在不同时期支持力度不一，但较前期

已有较大进步。

四、河北省立保定民众教育馆时期

抗战爆发后，1932 年 10 月，“河北省立第二图

书馆”改名为“河北省立保定民众教育馆”。至 1935
年，全馆藏书 45 704 册，其中期刊 337 种，报纸 16

种。购书多采购最新出版物，内容方面要求多买适

合一般民众需要的书，少添置旧书。分类编目方面，

采取“新旧并行制”，即旧书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

类法”，每类中不再细分; 新书采用“杜威分类法”，

目录为书本式目录，著录项目不齐全。读者服务方

面，狭小的阅览室分普通、妇女、儿童、期刊、报纸等

区域，集中于一室。全部藏书除旧籍外，均陈列于阅

览室，采用半开架式阅览方式。每天阅览时间为 7
小时，即上午 8 点至 11 点，下午 1 点至 5 点。阅览

人数每月接待读者百余人，而阅报者占大多数。组

织机构方面，下设 6 部 2 处，即阅览、出版、教学、讲

演、游艺、健康 6 部。其中阅览部( 前身为图书馆) 下

设阅览室、巡回文库和流动书车。以“学校巡回文

库”为例: 图书馆将愿意参加活动的学校组织起来，

排列次序，每次用图书箱装 50 册书，交给第一个学

校，阅读一周后，按次序下传，由最末一个学校将书

交还图书馆。同时设若干个书箱，循环不断。馆内

设馆长 1 名，职员 19 人。经费方面: 全年经费 5 160
元，其中购书经费 960 元，人员工资 2 160 元［11］。

1935 年秋，鉴于图书馆存有大量珍稀古籍，专

门致力于民众教育未免有失大部分图书的真正价

值，为保护古籍，经省政府会议通过，图书部得以独

立，崔淑青女士为馆长［2］。当时馆中藏旧籍 10 余万

卷，新书 2 000 余册。1936 年初，政委会认为该馆无

设立必要，奉令取消［12］。据 1936 年《申报年鉴》数

据统计，河北省立图书馆( 保定莲池) 馆藏量 101 101
册，经费 9 360 元，职员 11 人［13］31。

到 1936 年藏书已有 10 万余册，这成为河北省

图书馆的基本藏书。分类编目采用新旧并行制，古

籍仍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新书则采用杜威分

类法分类编目，使用书本式目录，逐步从传统四部分

类法向近代新图书分类法演进［14］56。取消了阅览门

票制，实行免费阅览，采用半开架式阅览方式，允许

外借图书。设专门的妇女儿童阅览区域，关注妇女

儿童的阅读，开展扫盲教育、科学知识讲座、建立巡

回文库等服务。莲池讲学院接管图书馆后加大了社

会教育职能，使其成为教育国民的重要场所。

五、河北省立保定莲池图书馆时期

1936 年 10 月，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

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认为该省多年来政治不稳，文

化落后，各种人才亟待培植。因此，在莲池公园内设

立讲学院，梁建章任院长，邢赞亭任副院长，聘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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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原莲池书院学生如尚秉和、高步瀛、贾恩祓、吴闿

生、刘培极为讲师( 见表 2 ) ［3］166 － 174，旨在普及民众

教育，开展社会教育，传播新知，开启民智。莲池讲

学院成立后即接管了河北省立保定民众教育馆全部

旧图书，共 2 862 种，另有复本书 292 种仍留存馆内。

图书馆归莲池讲学院管理，并为其服务［2］。1937 年

4 月 1 日，莲池讲学院开学，卢沟桥事变后即结束。
书院讲学期间，各位讲师分工明确，时间虽短，仍产

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15］。

表 2 莲池讲学院院长、讲师

姓名 职务 生卒年份 字 /号 籍贯 教学分工

梁建章 院长 1871― 1937 字式堂 直隶省大城县人

邢赞亭 副院长 1880― 1972 字之襄，号詹亭 直隶南宫县人

尚秉和 讲师 1870― 1950 字节之，号石烟道人 直隶行唐县人 主讲《易经》《诗经》
高步瀛 讲师 1873― 1940 字阆仙 河北霸州人 主讲《史记》《文章源流》
贾恩祓 讲师 1866― 1948 字佩卿 直隶盐山人 负责诸生笔记先生皆亲手批改

吴闿生 讲师 1879― 1950
原名 启 孙，字 辟 疆，

号北江
安徽桐城人 主讲《古文》《尚书》

刘培极 讲师 1872― 1954 字宗尧，综尧 河北任丘人 主讲《左传》《周礼》

1937 年 7 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秋，日军

侵占了保定，图书馆的阅览室成了日军的马棚，图书

馆的门窗、书柜等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由于地

方绅商组成的维持会先行派人看守，该馆书籍得以

保存。日军退出图书馆后，维持会推选馆长兼莲池

管理员苏毓琦，把“莲池讲学院”的古籍全部移存馆

中，重新整理。因此，图书馆得以继续开放。
1937 年 12 月，“河北省立保定民众教育馆”改

名为“保定莲池图书馆”。时存书 5 000 余种，72 100
册，日阅览 150 人次。

1938 年 9 月，日伪河北省教育厅将图书馆改名

为“河北省立保定莲池图书馆”，苏毓琦担任馆长。
下设总务、出纳、典藏等股，增设儿童阅览室。馆内

设馆长 1 人，主任 1 人，馆员 4 人。每天开馆 6 小时，

日均接待读者 120 人。1941 年，儿童阅览室设有座

位 80 个，有新书 3 000 余册。
1943 年，在继任馆长宋挺奎的主持下，整理编印

了《河北省立保定莲池图书馆图书目录》，一部两册，

第二年印刷。据内部资料记载的《书目序》中“本馆

所有之图书，记中外文学者，都六千零四十五种，七

万六千零四十二册。旧存书籍，即根据四库全书总

目之例，以经史子集丛书分类; 普通图书则采用十进

分类法。凡善本、旧存、新购、译本、普通暨捐赠者具

备”。卡片目录与书本目录在馆内已经并存。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奉国民政府河北省教育

厅令，改名为“河北省立莲池图书馆”。同年 11 月，

国民 党 新 任 馆 长 刘 秉 鉴 接 收 时，藏 书 7 150 种，

80 915册。机构无大变化，新增 7 人。
这一时期图书馆的事业遭受到破坏和影响，服

务时断时续，频繁更名( 见表 3 ) 。但从历年馆藏统

计数字上看，仍在曲折中得以发展。一是派员看守，

使得图书馆的主体文献得到了较好保存。二是在馆

长和馆员的努力下，藏书得到有效整理，加上采取晾

晒、放烟叶、卫生球驱虫的方法，对线装古籍加以保

管，成为解放后河北省图书馆的基础藏书。

表 3 1931― 1945 年历任馆长及更名情况

姓名 性别 图书馆名称 任职起讫年月 备注

梁兆沣 男
河北立第二图书馆
河北省保定民众教育馆

1929― 1932
1932― 1937． 7

苏毓琦 男
保定莲池图书馆
河北省立保定莲池图书馆

1937． 12― 1938． 9
1938． 9― 1941 字镜韩，保定人

宋挺奎 男 河北省立保定莲池图书馆 1941― 1945． 4 字子元

王常泰 男 河北省立保定莲池图书馆 1945． 5― 1945． 10
刘秉鉴 男 河北省立莲池图书馆 1945． 11― 1947． 4

1947 年底，馆藏图书有 7 064 种，84 842 册。
1948 年初，“河北省立莲池图书馆”改名为“河北省

立保定民众教育馆”，下设图书部。上半年，经过大

批裁员，馆内仅剩馆长崔建勋等几人，原有机构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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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无实。至 1948 年 11 月，图书馆订阅的报纸有

《民国日报》《世界日报》《大公报》《益世报》《新民

报》等，刊物有《中华杂志》《民生》《太平洋》等 20
余种。

1948 年 11 月 22 日，保定解放。人民政府接管

图书馆，共接收图书 9 万多册。其中包括接收莲池

书院存书 45 069 册及民众教育馆存书 5 000 册，旧

书 8 715 册，又新增 50 余册革命书籍。11 月 25 日

开馆，名 为“河 北 省 立 保 定 民 众 教 育 馆 阅 览 部”。
1948 年 12 月，“河北省立保定民众教育馆”改名为

“保定市民众教育馆”。
随着各种报刊的相继创刊，该馆订阅《新保定日

报》《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工人日报》《河北日

报》《东北日报》等 20 余种，以及《新华月报》《学习》
《中苏友好》《中国青年》《新中国妇女》《人民文学》
《河北文艺》等 20 余种报刊，吸引了大量读者到馆

阅览。

六、河北省图书馆时期

1950 年 5 月 1 日，“保定市民众教育馆”改名为

“保定市人民文化馆”，内设图书部。1951 年 12 月，

又改名为“莲池文化馆”，统一管理图书、博物、宣传

和园艺等工作，下设图书部。1953 年春，以“莲池文

化馆”图书部为基础，成立“河北省图书馆筹备处”。
同年 4 月，成立独立的省属图书馆，命名为“河北省

图书馆”。由河北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负责

制定办馆方针任务，供给经费，在业务上进行指导;

保定市文教局负责干部配备和管理，审核工作计划

和预算，领导业务活动和行政管理。1956 年 1 月，省

人委下发了关于《将河北省图书馆收归省领导》的通

知，此后，河北省图书馆由省文化局直接领导。
场地: 在保定莲池的直隶图书馆原址，为两楼两

所。图书馆楼二层存放古籍，一层设置期刊报纸和

普通阅览两个阅览室。水东楼下全部为书库，存放

普通图书、报刊合订本以及一部分古书。鼓楼南有

十余间宿舍，其中三大间用于古书书库。
藏书与分类: 至 1949 年，平均每月购置新书 200

册，全年购书 2 000 多册，边购边整理。从 1950 年 1
月到 1953 年春，每年购书三四千册，三年累计购书

上万 册。每 年 订 阅 报 纸 40 余 种，期 刊 70 余 种。
1955―1956 年，从北京图书馆拨来外文书刊 1 000
册，从外单位接收了一批古旧书。到 1956 年底，河

北省图书馆当时藏书 195 706 册。其中经整理已能

流通的图书 83 138 册( 含连环画 38 865 册) ，未整理

图书 112 388 册，包括善本 770 种，20 317 册; 线装书

2 068种，51 374 册; 普通图书 9 418 种，20 610 册; 外

文图书 4 832 册。另有期刊 160 种，报纸 74 份。到

1958 年 4 月，图书已达 20 多万册，采用《中国图书分

类法》分类。
服务: 根据图书馆的规定，外借图书每次限一

册，借期两周，周日照常开馆。其中，有半年时间是

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8 点。除开展馆内借阅外，图书

馆还利用“流动图书箱”馆外流动借阅服务，每箱装

书 50 ～ 100 册，送书到工厂、农村，四周轮换一次。
据内部资料记载，1954 年馆内外借图书 34 011 册

次，流动书刊外借 47 891 册次。
机构与人员: 1950 年“保定市人民文化馆”内设

图书部，人员增至 6 人，1 人负责“流动图书”，多数

负责借阅和采编工作。1953 年 4 月，河北省图书馆

设馆长 1 人，设采编组、阅览组、推广组( 流动图书

站) 、总务部等部门，共计 20 人。截至 1956 年底，编

制 20 人，实有 18 人，设正、副馆长各 1 人。
业务辅导与馆际交流: 1954 年建馆初期，馆长侯

浩平带队赴外省市图书馆考察学习，借鉴先进馆的

经验规划本馆机构设置，开展业务活动及筹划新馆

建设。1955 年与北京图书馆建立了馆际互借关系。
1956 年 6 月，河北省图书馆第一次举办了为期一个

多月的业务培训班，即“河北省县级图书馆工作人员

训练班”，每个地区派 1 人参加，由馆员讲授图书馆

专业知识。
经费: 从 1954 年起，河北省图书馆有了固定的

活动经 费，当 年 经 费 为 31 800 元，其 中 年 购 书 费

12 500元，年购书 1 万 ～ 2 万册。1956 年全年经费

29 800元，其中购书费 10 314． 66 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国务院、文化部等

颁布了一系列保护珍贵图书、加强和改进公共图书

馆工作的政策，有效地保护了珍贵图书，使服务对象

扩大到广大的各阶层人民。除馆内借阅等阵地服务

以外，河北省图书馆还设立了图书流动站、借书小组

等，深入基层开展图书流通工作。这些举措让图书

馆向各阶层民众敞开大门，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科

学文化教育阵地。河北省图书馆组织机构人员和经

费得到了充分保障，购书费得到大幅度增长，而且科

技类图书入藏明显增多，入藏国家、各省和本省发行

的主要期刊、报纸增长较快，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得到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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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座落在莲池书院的直隶图书馆原有建筑年久

失修，加上空间狭小，1957 年，河北省图书馆开始申

请新建馆舍，1958 年，在保定市西城南马道建成工字

型二层图书馆，建筑面积 2 91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400 名读者开展借阅活动。并在遗留的少量旧式书

柜和阅览桌椅基础上，购置了一批新的阅览桌椅和

书架。馆前部为阅览室、办公室，后部为书库。新馆

后在已有阅览室的基础上，新建普通阅览室、报刊阅

览室、科技阅览室等，开展馆内借阅、馆外流动借阅、
馆际互借、举办报告讲演、图书介绍和编印参考书目

等服务。
据 1957 年《公共图书馆业务活动及基本情况年

报》统 计，截 至 1957 年 底，河 北 省 图 书 馆 藏 书 共

219 220册，其中经常流通的图书 39 262 册，未经整

理的图书 125 218 册。服务方面，为方便读者，延长

了开馆时间。其中有半年时间为早上 8 点至晚上 8
点，周日照常开馆。1957 年全年馆内读者人次为

19 494人次，个人读者证 3 000 余个，集体借书证 69
个，小组借阅证 141 个，全年馆外借阅 8 185 册次。
另外举办报告演讲 12 次，图书介绍 29 次，编印参考

书目多种。
1957 年，河北省图书馆事业处于恢复和建设新

阶段，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为图书馆事业发

展提供政策保障和方针指引。在《全国图书馆协调

方案》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向科学进军”“开门

办馆，普及为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指引下，

1957 年 12 月，河北省图书馆选派 3 名干部深入农

村，除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外，其主要任务是提

高农民文化水平，活跃农民文化生活［16］。这个时

期，河北省图书馆基础业务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如新建馆舍，延长开馆时间，开展馆内借阅、馆外流

动借阅、举办报告讲演、图书介绍等服务。同时建立

科技阅览室，编制专题书目，与北京图书馆建立了馆

际互借关系，向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图书资料，编印

参考书目，促进科学发展。
1958 年 3 月 25 日，河北省图书馆在文化部组织

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跃进大会上，与北

京、上海等 33 个省市图书馆联合发出《倡议书》，向

全国图书馆工作者提出“十比的倡议”，掀起图书馆

界社会主义的竞赛的热潮［17］，并将“为工农兵服务”
“为生产服务”纳入该馆跃进规划中，使得图书馆服

务对象比之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视对普通人民群众的

服务，并将“开门办馆”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成为大跃

进时期的一种工作常态。延长开放时间，由过去 8
小时工作制延长开放到 11 小时，做到了“常年开馆、
日 日 服 务”［16］。据 记 载，1958 年，办 理 借 书 证 约

1 000个。
1958 年 5 月，因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河北省图

书馆馆舍、设备和藏书全部移交保定市，8 月，保定市

图书馆迁入河北省图书馆馆舍，保留省图书馆名称，

挂省、市两块牌子，省馆的业务工作由保定市馆代

办。机构设馆长 1 人，秘书 1 人，采编组 3 人，阅览

组 8 人，流动图书站 3 人，辅导组 1 人。1961 年，省

文化局发文，批准了保定市图书馆撤销省图书馆的

代办业务，不再挂河北省图书馆牌子。后随省会保

定、天津、石家庄三迁，河北省进入了没有省级图书

馆的时期。
河北省图书馆原有馆藏图书大多数保存在保

定市图书馆，国民党统治时期入藏的全部报刊于

1964 年移交保定市档案馆。其中 10 余万册古籍

文献，多为元“万卷楼”、清“莲池书院”和“直隶图

书馆”旧藏。2007 年，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

施，原有旧藏中有 135 种、2 142 册古籍善本收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 766 册入选《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3 197 册入选《首批河北省珍贵古籍名录

图录》，645 种、690 部编入《保定市图书馆古籍善

本书目》和《保定莲池书院善本图录》，让读者有机

会看到曾深藏册府、难得一见的珍善孤本的原貌。
所存的清康熙敬事堂刻本《畿辅七名家诗抄》序前

钤有“莲池书院藏书籍印”“直隶图书馆收藏记”印

记，为仅存的孤本［18］4。2011 年，河北省图书馆依

托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将《畿辅七名家诗抄》原版

原样影印出版发行。

七、结语

综上所述，河北省图书馆自 1908 年在保定设立

的直隶图书馆，至 1961 年数十年间，几经变迁，经历

了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时期、解
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阶段，在动荡中艰难发

展。元“万卷楼”、清“莲池书院”和“直隶图书馆”旧

藏等 10 余万册馆藏典籍得以保存至今，殊为难得，

成为研 究 直 隶 保 定 藏 书 和 直 隶 图 书 馆 的 重 要 资

料［2］。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法规，为图书馆事业在各个阶段的延续发

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使得各项服务得以延续，河北省

图书馆也逐步演变为以传播知识为主的真正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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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现代图书馆。其创建者们作为新知识、新文化、
新观念的传播者、建设者和探索者，在传承传统文

化、保存地方文献、教育启迪民众方面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与实践，为河北省近现代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本文中所涉部分事项、数据在各类文献中存在

不同说法，经比对选取了最接近历史原貌的材料。
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得到了河北省图书馆、保定市图

书馆同仁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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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Library in Hebei Province
———1908― 1961

DING Ｒuohong

( Hebei Provincial Library，Shijiazhuang 050011，China)

Abstract: The Hebei Library was established in 1908 and first opened to the public in 1909． In its history of over
100 years，there existed a gap lasts for nearly 3 decades from 1961 to 1987 due to the relocations of the capital city
of Hebei province． The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is scoped within the period from 1908 to 1961，when at the very be-
ginning the Library was named Zhili Library and was located along Nanma Street in Lianchi District of Baoding City
while with several relocations，it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Hebei Library． The individuality，commonness，historical
status and function of these librar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have been engraved with the brand of the times and become
a microcosm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libraries in China．
Key words: Hebei Provincial Library; Zhili Library; Baoding Lotus 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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