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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江苏高校图书馆与

三大系统图书馆协作述评

□徐晖　吴震＊

　　摘要　结合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国内社会背景，回顾了江苏省三大系统图书馆协作的历史

过程，并确定了分期。同时，记录了协作组织、演变历史、主要活动、里程碑事件、重要人物及影响

力，评价了高校图书馆的作用和地位。最后介绍了江苏省各大系统图书馆的规模、管理体系，起

到了补齐史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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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缘起、对象与综述

皮尔斯·巴特勒（Ｐｉｅｒｃｅ　Ｂｕｔｌｅｒ）指出：历史是理

解图书馆及其同时代文化的基础，历 史 研 究 是 探 究

图书馆 作 为 社 会 机 构 性 质 和 功 能 的 逻 辑 起 点［１］。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图书馆事业完成了历

史上最大 规 模 的 跨 越 式 发 展，江 苏 公 共 图 书 馆、高

校、科学院系统（以下简称三大系统）图书 馆 协 作 的

历史延续了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的“十 七 年”。“十 七 年”
中，江苏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曲折 跌 宕，出 现 过“江

苏省图书馆委 员 会”（以 下 简 称 江 苏 省 圕 委 员 会）、
“南京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以下简称南京中心圕 委

员会）、“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协作组”（以下简称 南

京高校圕协作组）等多个协作组织，这是江苏省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也是不能缺失的一段历史。
但这段历史在现有的文献叙述中，仅限于通史层面，
缺少完整的记录。随着史 料 的 散 佚，老 一 代 人 的 凋

零，有湮灭的危险。江苏省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方式、
走向，既与国家、社会的发 展 紧 密 相 关，又 具 有 自 己

的特点。本研究将剖析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样

本，发掘出不同于“国家”“社会”历史的区域特点，把
宏观历史与江苏省图书馆和图书 馆 人 联 系 起 来，记

录并评价这段江苏省图书馆界的 集 体 记 忆，让 后 来

者加深对事业的理解和认同感。
江苏省高校在１９４９年以后，先后经历了两次脱

胎换骨的变迁。第一次，经 历 了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事 业

最重大的历 史 事 件：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 的 院 系 调 整，原

有高校的所有制、教职 人 员、管 理 体 制、教 学 体 系 和

图书馆等，所有教学资源都被彻底打散重组；１９５８－
１９６２年的第二次调整，江苏省高校从大起大落到趋

于稳定，形成一批骨干 高 校 图 书 馆。在 三 大 系 统 图

书馆中，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最不稳定，数量、规模、人
员起伏最大。但却始终 是 三 大 系 统 协 作 中 最 重 要、
最积极的参与者。

本研究的另一目的是对这一时期协作体系性质

的再认识。我国图书馆 事 业 发 展 重 要 的 里 程 碑，是

１９５７年颁布的《全 国 图 书 协 调 方 案》（以 下 简 称《协

调方案》），奠定了新中国图书馆 事 业 发 展 的 基 本 模

式［２］。《协调 方 案》所 确 定 的 中 心 图 书 馆 委 员 会 体

系，是新中国区域图书馆网的雏形［３］，也是三大系统

协作体系的基本框架。虽 然，当 时 图 书 馆 联 盟 的 概

念尚未 引 入 国 内，但 根 据 露 丝·帕 特 里 克（Ｒｕｔｈ
Ｐａｒｔｒｉｃｋ）１９７２年 关 于 图 书 馆 联 盟 任 务 的 定 义：（１）
借阅特许；（２）馆际互借服务；（３）联合目录或资源目

录共享；（４）复印优惠；（５）参考咨询服务协作；（６）文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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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传递服务［４］。江 苏 省 三 大 系 统 的 协 作 体 系，已 经

形成图书馆联盟的雏形。
文章以“十七年”中江苏省三大系统图书馆的协

作，以及高校图书馆的活动为对象，从五个维度加以

考察：（１）三 大 系 统 协 作 的 缘 起、方 式 和 组 织 变 迁；
（２）历史 分 期；（３）协 作 活 动、行 业 影 响 力 和 历 史 贡

献；（４）政策环境与历史背景；（５）代表人物。
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性成果很少。检索各

大中文书刊数据库，都鲜 有 结 果。地 方 文 献 中 记 载

亦破碎稀少，如１９９０年出版 的《江 苏 高 等 学 校 图 书

馆年鉴》［５］，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南图）编 撰 的《南

京图书馆志（１９０７－１９９５）》［６］（１９９６年）、《江苏省志

·文化 艺 术 志》（２００３年）［７］、《南 京 文 化 志》（２００３
年）［８］、《江苏公共图书馆志》（２０１１年）［９］等，虽有片

段记录，但许多细节有出 入。其 他 信 息 则 散 见 于 新

闻、政府文件，以及部分图书馆的馆史和亲历者的回

忆文章中。

２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江苏省三大系统图书馆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 国 图 书 馆 事 业 确 立 了“官 办 民

享”的地位。１９５３年起，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

具有中国特色的纵向管理体系，全 国 的 图 书 馆 按 照

行政部门区分为公共、高校、科学院、工会等系统，通
过行政力自上而下进行垂直管理［１０］，各系统的主管

机构之间是平行关系，互不隶属，黄俊贵等人称之为

“机构同构”的 条 型 模 式［１１］。但 不 是 每 个 系 统 都 有

自己的图书馆管理机构。

２．１　江苏省公共文化系统图书馆

江苏省公共图 书 馆 的 规 模，在 三 大 系 统 图 书 馆

中最大，且 地 位 最 高。１９５０年，文 化 部 对 全 国 图 书

馆事业进行调查，江苏省 图 书 馆 的 数 量、藏 书、人 员

数量等指标，均居华东各省之冠［１２］。１９５０年，“国立

中央图书馆”更 名 为“国 立 南 京 图 书 馆”［６］（１２），成 为

文化部直管的华东地区中心馆，文 化 部 要 求 南 图 成

为本地区的“领导性图书馆”［１３］。１９５２年，南图与江

苏国学图书馆合 并，总 馆 藏 达２４０万 册，是５０年 代

江苏省内唯一馆藏超百万的馆［６］（９６）。１９５３年１月，
江苏省 人 民 政 府 成 立，省 文 化 局、教 育 厅 同 时 成

立［１４］（５８－５９）。１９５４年，南图改隶省文化局，变更为江

苏省的省馆［６］（１３）。１９６２年，全省建成了９个地级市

馆（除南京市外）、１６个县级图书馆组成的公共图书

馆体系［６］（２０３）。１９６６年，全 省 公 共 图 书 馆 的 馆 藏 达

７３０余万册［１５］，仍 居 于 三 大 系 统 图 书 馆 之 首。公 共

图书馆系统的管理在三大系统 中 也 是 最 严 密 的，文

化部专设有管理公共图书馆事 务 的 机 构。在“十 七

年”中，文化部、江苏省文化局，不断以文件或函件的

方式，保持对南图和江苏省公共 图 书 馆 的 业 务 和 政

策指导。

２．２　江苏省科研系统图书馆

江苏省科研系 统 图 书 馆 的 主 体，是 中 国 科 学 院

（以下简称中科院）和中央部委在江苏 的 科 研 机 构。
中科院的图书馆体系创始于１９５０年设立的“中国科

学院图书 管 理 处”。１９５２年２月，图 书 管 理 处 改 为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作为全院管理供应、交换图书

资料的机 构［１６］（１１０）。并 根 据《中 国 科 学 院 图 书 馆 组

织规程》［１６］（１２５），建 立 起 中 科 院 图 书 馆（院 馆）、分 院

图书馆（分院馆）、研究机构图书馆（室）三级管 理 体

系，三 级 图 书 馆 之 间 为 业 务 指 导 关 系［１７］（２）。１９５８
年，江苏分院在南京成立［１４］（１５５），但并未成立分院图

书馆，仍保留了土壤所、地理所、古生物所、紫金山天

文台等各自的图书馆（室），这些机构均设在南京市。
中央部属科研机构，有中国医科院、水利部、农

业 部 在 江 苏 的 科 研 机 构［１８］，均 有 各 自 的 图 书 馆

（室），也都集中在南京市。除中科院系统，其他部委

并无图书馆管理机构。全省科研系统也未出现过行

业图书馆组织，其横向联系松散。在三大系统中，虽
然数量不少，但馆藏规模最小。如中科院机构，直到

５０ 年 代 末 期，总 馆 藏 规 模 才 突 破 １０ 万

册［１７］（６８，８４，９０，１１５），但专业藏书质量较高。

２．３　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 颁 布 的《政 务 院 关 于 修 订 高 等 学

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高等教育 部（以 下 简

称高教部）根据国家的教育方 针、政 策 与 学 制，对 全

国高 等 学 校 实 施 统 一 的 领 导［１９］（７８１）。而 高 校 的 行

政、人事、经费管理，则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分别由高

教部、中央部委和省市地方政府负责，对高校实行双

重领导 或 三 重 领 导［１９］（７８６）。同 一 地 区 内，不 同 隶 属

关系的高校 并 存。１９８１年 以 前，从 高 教 部、其 他 中

央部委到地方教育部门，从未设 置 过 管 理 图 书 馆 的

机构。
在１９５６年召开的首次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

议上，代表虽然提出了设置统一 领 导 全 国 高 校 图 书

馆的机构、经费、人员等五项建议［２０］（２０－２１），但无一落

实。高教部在会后颁布了《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高 等 学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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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试行条例》）
等四个文件，直 至１９６６年，再 未 颁 布 过 针 对 图 书 馆

工作的文件或 指 示。江 苏 省 教 育 厅 自１９５３年 成 立

起，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管理职能就在不断调整。

１９５６年，江 苏 省 教 育 厅 首 次 被 拆 分 为 教 育 厅、高 等

教育局（以 下 简 称 高 教 局）［２１］。直 至１９６６年，省 教

育厅与高 教 局 平 均 两 年 分 合 一 次［２２］。加 之 全 省 一

半以上的高校为部属院校，所以，江苏省的高校图书

馆实际处 于“三 不 管”的 状 态［２３］（３５４）。同 时 期，图 书

馆在高校中的地位也处于历史最 低 点，包 括 南 京 大

学图书馆、南京工学院图书馆在内，都是教务处或教

学办公室的 下 属 机 构［２４］。直 至１９６１年，教 育 部 颁

布《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

六十条》），要求把图书馆置于与总务、设备管理机关

同等的地位［２５］，情况才有所改观。

１９４９年，江苏省共有高校１６所［２６］。１９５３年的

院系调整，原有高校被分 拆、迁 出，图 书 馆 馆 藏 被 分

散。院系调整结 束 时，江 苏 省 高 校 仍 保 持 为１６所，
占全国 高 校 总 数 的８．８％［２７］。其 中 有１０所 学 校 办

学地点在南京。从１９５８年“大 跃 进”运 动 开 始 的 第

二次调整期，全省高校数量暴增到８０所，到１９６２年

国民经济调整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

方针，又大幅 度 裁 并 高 校［２８］，锐 减 至３５所。至 此，
江苏省现有的骨干高校图书馆格 局 基 本 形 成，如 南

京化工学院①、南京邮电学院、南京气象学院②等，大

多建立 于 第 二 次 调 整 期。１９６３年 以 后 趋 于 稳 定，

１９６６年，全 省 高 校 为３０所［２９］。６５％是 部 属 院 校，

５８％的高校集中在南京地区［３０］，５０％以上的高校馆

藏集中 在 南 京［５］（１２９）。１９５２年，全 省 高 校 图 书 馆 总

馆藏为１１６万册，不及南图的一半。到１９６６年，全

省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规 模 达 到６２１万 册，工 作 人 员

近５００人［５］（２６８－２７２），藏 书 规 模 接 近 公 共 图 书 馆。馆

藏最大 的 是 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１９５３年 馆 藏 为７３万

册，到６０年代初，成为省内 首 个 馆 藏 突 破 百 万 的 高

校图书馆［３１］。１９５７年，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发起组

织的南京高 校 圕 协 作 组 成 立③，这 也 是 江 苏 省 三 大

系统中唯一的行业组织。

１９６６年以前，南 图 以 在 国 内 图 书 馆 界 的 地 位、
规模和严密的组织，成为全省图书馆协作的领导者。
从地域分布来看，江苏省三大系统图书馆中，规模最

大的图书馆都在南京地区。南京地区具有图书馆数

量、服务、藏书、读者和学者群体的地域优势，自然成

为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 三 大 系 统 协 作 的 中 心 舞 台，

重大事件也都发生于此。

３　江苏省三大系统图书馆协作的缘起

１９５６年１月，全 国 知 识 分 子 问 题 会 议 召 开，党

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总理在

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

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具有首要意

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

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３２］。为科学研究提供所需的

图书资料，成为图书馆界的政治任务。

３月，南 图 副 馆 长 汪 长 炳④在 江 苏 省 政 协 会 议

上，代表江苏省图书馆界提出为 科 研 服 务 的 八 项 规

划，倡议以南图为中心，与 高 校、科 研 图 书 馆 合 作 出

版联 合 目 录，开 展 馆 际 互 借［３３］，受 到 了 江 苏 省 委 的

重视。３－５月，江苏省委文教部和省文化局召开了

三次座谈会。会议提出了江苏省公共、高校、科研系

统“三大系 统 图 书 馆”协 作 的 近 期 目 标［２０］（１０６），成 为

江苏省三大系统协作的起点。在４月份的第二次会

议后，南图启动《南京三大系统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

联合目 录》（以 下 简 称《南 京 三 大 系 统 外 刊 联 合 目

录》）的编辑［３４］。这是“三 大 系 统”一 词 首 次 见 诸 江

苏省 图 书 馆 界 的 正 式 文 献。５月，馆 际 互 借 服 务 启

动，协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７月，文化部召开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文化部

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向会议提交“明确 图 书 馆 的 方

针和任务 为 大 力 配 合 向 科 学 进 军 而 奋 斗”的 报 告，

指出“提供科学研究的图书资料，是我们文化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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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南京化工学院，１９５６年 由 南 京 工 学 院 化 工 系 分 设，２００１年 更 名

为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气象学院，１９６０年 由 南 京 大 学 气 象 学 院 分 设，２００４年 更 名

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协作组 成 立 的 年 份，有 两 种 记 载。《江 苏 省 高 校 图 书 馆 年 鉴》
（１９９０年）记载为１９５７年；《南 京 文 化 志》（２００３年）记 载 为１９５８
年。《年鉴》的多位编著 者 曾 参 与 协 作 组 的 创 建，故 采 纳 第 一 种

记载。

汪长炳（１９０１－１９８８年），湖 北 汉 川 人，图 书 馆 学 家。１９２６年 毕

业于文华大学。１９３４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１９４１
年 起，任 国 立 社 会 教 育 学 院 教 授 兼 图 书 馆 博 物 馆 学 系 主 任。

１９４９年以后，先后任职于无 锡 文 教 学 院 图 书 馆、苏 州 市 图 书 馆。

１９５５年４月，任南京图书馆副馆长。１９５７年３月，接 替 李 仲 融，

任南京图书馆第三任馆长，直至１９８４年退休。曾兼任江苏省社

科联常委、副主席，中国图 书 馆 学 会 副 理 事 长，江 苏 省 图 书 馆 学

会理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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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工作者艰巨而光荣的政治任务”［３２］。会议要

求公共图书馆主动联系各系统图 书 馆，做 好 调 配 整

理图书、联合书目和馆际 互 借 等 工 作。省 以 上 公 共

图书馆在开展业务辅导、干部培养等工作时，应主动

把专业图书馆纳入工作范围［３５］。从时间上看，江苏

省的布局和实施都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１９５７年３月，文化部在南图举办第一届全国图

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汪长炳主讲《三大系统图书馆

的协调 工 作》［２３］（３５２－３５８），这 是 国 内 第 一 个 系 统 论 述

三大系统图书馆协作的报告［３６］。他指出“为什么只

提三大 系 统？协 调 工 作 当 然 不 限 于 三 大 系 统 图 书

馆，但是三 大 系 统 图 书 馆 在 组 织 上，有 一 套 组 织 领

导，由中 央 到 地 方，秩 序 井 然”［２３］（３５２）。他 论 述 了 三

大系统图书馆协作的必 要 性 和 具 体 措 施。首 先，向

科学进军是全国性的任务，是经济建设的组成部分，
为科研工作服务是国家需要，图书 馆 有 责 任 贡 献 力

量。不管隶属关系和规模大小，都不能分家。其次，
三大系统图书馆各自发展的方向 不 同，服 务 对 象 不

同，馆藏各 有 特 点，必 须 有 无 相 通，进 行 互 借 互 助。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是精简节约，图书馆应按

照图书使用率统筹协调，减少重复。第四，图书馆的

财产都是社会主义财产，为全民所有，服务不应划分

界限，提高使用率。尤其是 确 保 外 汇 的 使 用 发 挥 最

大的效能［２３］（３５６）。他同时提出了五项措施：（１）编制

目录，协调专题书目的选题，编印馆藏目录和新书通

报，避免重复工作；（２）在区域内应优先开 展 馆 际 互

借服务；（３）通过协作的方式，组织编制地 区 性 联 合

目录；（４）图书的补充，依照中文旧书、外文书和各馆

特藏书的顺序，开展馆际 交 换 和 调 配。推 动 中 外 文

书刊采购协调和书刊复制工作；（５）干部培养是三大

系统图书馆的共同问题，协作建立培训体系，提升干

部的素质［２３］（３５７）。

６月，国务 院 科 学 规 划 委 员 会 召 开 第 四 次 扩 大

会议，会议把图书列为科研的必备条件之一，明确三

大系统图书馆是支撑科研的主要 力 量，要 使 三 大 系

统形成合力，为全国科学工作服务，并指导和帮助其

他图书馆的工作［３７］。会议成立了图书、资料等四个

组，并通过了《协调方案》。从国家 层 面 确 立 了 在 国

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以三 大 系 统 图 书 馆 为

骨干的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体系。揭 开 了“我 国 图 书

馆学史和图书 馆 史 上 最 为 辉 煌 的 篇 章 之 一”［３８］。９
月，图书组 召 开 第 一 次 扩 大 会 议，决 定 在 全 国 范 围

内，首先启 动 联 合 目 录 的 编 制 和 图 书 调 拨 工 作［３９］。
此时，江苏省的三大系统协作已经启动一年有余。

根据当时图书 馆 管 理 体 制 的 实 际，按 系 统 或 按

行政区划组织协作都是现实的选项。按系统隶属关

系组织的“机构同构”（“条”）模式，便于协调，如三大

系统的图书馆，但垂直的隶属关系，限制了对地区内

的服务辐射。按行政区划，利用地域优势，就地就近

组织的跨系统“区域同构”［１１］（“块”）模式，突破系统

间的行政壁垒，覆盖地区内各类型馆，类似江苏三大

系统协作网，但需要强 有 力 的 政 策 支 持。在 技 术 水

平较低的５０－６０年代，后 者 更 具 操 作 性，更 容 易 取

得规模化的服务和社会效益［４０］。

４　江苏省图书馆协作活动的发展（１９５１－１９６６年）

４．１　江苏省图书馆跨系统协作的起步（１９５１－１９５６年）

１９５１年４月，南 图 受 南 京 市 总 工 会 的 委 托，组

织南京大学图书馆、新华书店共 同 筹 建 了 南 京 市 总

工会图书馆［６］（２９１），这是南京地区图书馆跨系统协作

的最早记 录。１９５４年 以 后，南 图 转 设 为 省 馆 以 后，
工作重点放在了面向省内的服务。１９５５年３月，南

图在馆长李 仲 融①任 内，两 次 组 织 召 开 南 京 地 区 学

校图书馆工作座谈会，召 集４０余 所 在 宁 的 高 校、军

事院校及中 学 图 书 馆［６］（２９３），研 讨 如 何 为 教 学、科 研

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公共图书 馆 开 始 与 学 校 图 书

馆开展协作活动。

１９５６年３月，汪长炳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倡议以

后，江苏省委文教部和南图立即组织实施：（１）４月，
南图牵头启 动《南 京 三 大 系 统 外 刊 联 合 目 录》的 编

辑。目录共收录南京地区２６家图书馆收藏的３３２８
种俄、英、德、法、日等国文 字 的 科 技 期 刊［４１］（ＶＩＩ）。目

录初稿卡片由各馆分别编制，再 汇 总 到 南 图 统 一 校

对。目录体例以李小缘推荐的《美 国 及 加 拿 大 图 书

馆所藏期刊 联 合 目 录》为 范 本［３４］，中 科 院 南 京 土 壤

所图书馆提供了所需工具书［４１］（ＶＩ）。在２６家收藏馆

中，公共图书馆只有南图，高校图书馆有１８家，另有

中科院和其他科研单位７家［４１］（ＶＩＩ）。联合目录于 次

年６月正式出版，这也是国内最 早 出 版 的 地 区 联 合

目录之一；（２）５月，启 动 馆 际 互 借 服 务。南 京 是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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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仲融（１９０３－１９８０年），湖南长沙人，哲学家、历史学家。１９２５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４年１１月，接替贺昌群，任南京图书馆

第二任馆长，１９５７年，调任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汪长炳接

任馆长。



2021

年
第6

期

代中国最早开展此项服务的地区之一［４２］。１９５２年，
李小缘接任新建的南京大学图书 馆 副 馆 长，就 着 手

恢复馆际互借工作［４３］（３１９），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南京大学

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服务就达３００余笔［４４］。１９５５年

５月起，南图 增 办 馆 际 互 借 业 务，发 放 团 体 外 借 证，
并制定《南京图书馆与全国各地图书馆馆 际 互 借 暂

行办法》［６］（２９４）。１９５６年５月，南图起草馆 际 互 借 合

同，征求各馆意见后，组织三大系统图书馆集体签约，
这种方式在当时为国内首创［２３］（４０４）。共有２６家图书

馆签约，其中高校图书馆占三分之二［４５］。印发馆际借

书证，建立互借单制度，一次借阅的种册数不限，借期

以半月为限。签约单位之间互通有无，如遇善本、工

具书等限制借出的图书，可由借入馆出具介绍信，读

者持信前往阅览。７月起正式服务，到当年底，共有

２５家签约图书馆向南图借出图书６２０余册［２０］（１０８）。

１９５６年８月，在 第 一 次 全 国 图 书 馆 工 作 会 议

后，江苏省委文教部召集为期５天 的 三 大 系 统 图 书

馆座谈会，有３６家单位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上半

年的协作，讨论深化三大系统图书馆的协作，把协作

扩大到图书交换调配、整 理、合 作 采 购 和 干 部 培 养。
并筹组成立江苏省圕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此规划

很快得到 了 江 苏 省 人 民 委 员 会①（以 下 简 称 江 苏 省

人委）的核准［２３］（３５５）。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第 一 次 全 国 高 校 图 书 馆 工 作 会

议在北京召开。江苏代表团共有李小缘、吴观国、洪
流、南 图 参 考 部 副 主 任 柳 定 生 等１３位 代 表［５］（２８５）。
柳定生代表江苏省三大系统图书馆作了《南 京 地 区

三个系统的图书馆是怎样协作为科学研究 服 务 的》
的发言，这是本次会议唯一关于三 大 系 统 协 作 的 发

言［２０］（１５４）。江苏代 表 的 汇 报 得 到 高 教 部 肯 定，认 为

江苏的实践证明三大系统协作是可行的［２０］（１５４）。会

后，高 教 部 编 辑 出 版《高 等 学 校 图 书 馆 工 作 会 议 专

刊》（１９５７年７月），全 书 仅 在 柳 定 生 发 言 中，提 及

“三大系统”或“三个系统”。
为解决江苏 省 图 书 馆 人 才 缺 乏 的 问 题，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年，南图先后举办过３期县市和企业工会图书

馆工作人员训练班，创立了江苏省 图 书 馆 经 常 性 的

训练班制度。１９５６年５月，经汪长炳倡议［４６］，南 图

与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单位，举办首期大专学校

和科研机构图书馆人员 训 练 班，为 期１个 月。师 资

是由南图、南京大学等高 校 图 书 馆 承 担，共 有４０多

家图书馆的１４０名学员参加培训［２０］（１０８）。

４．２　江苏省图书馆委员会、南京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时期（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

１９５７年初，江 苏 省 文 化 局 发 表《江 苏 省 关 于 积

极改进 图 书 馆 工 作 为 科 学 研 究 服 务 的 规 划》［４７］一

文，阐述了１９５６年 下 半 年 酝 酿 的 协 作 方 案，以 及 江

苏省圕委员会的筹组工作［４８］。经江苏省人委核准，

在国务院科 学 规 划 委 员 会 的 统 筹 下［４９］（１４１），１９５７年

１１月，成立 江 苏 省 圕 委 员 会［４９］（１７６）。这 是 国 内 最 早

成立的地 区 性 三 大 系 统 协 作 组 织 之 一，与《协 调 方

案》的颁布几乎同步。委 员 会 有３０家 单 位 组 成，包

括省文化 局、高 教 局、三 大 系 统 图 书 馆 和 新 华 书 店

等。由 江 苏 省 委 文 教 部 副 部 长 胡 叔 度② 出 任 主

任［２３］（３５５），汪长炳任副主任主持工作，常设机构设在

南图。所需经费由省文 化 局 在 南 图 指 标 内 另 列，下

设外文书刊采购协调组和中文新书集中编目组。按

照《协调方案》的要求，在原有协作的基础上，组织拓

展图书整理、交换调配、协 作 采 购、联 合 编 目 等 项 工

作，继续加强人员培训和在职教育的协作［４７］。

此时，江苏省的科技管理机关尚未建立，按照《协
调方案》的规定，尚不具备成立南京中心圕委员会的

条 件。１９５８年６月，江 苏 省 科 学 工 作 委 员 会 成

立［１４］（１５５）（次 年７月，更 名 为“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以下简称江苏省科委）。１９５９年１１月，江苏省科

委、江苏省文化局联合发出《关于成立南京中心图书

馆委员会的函》（（５９）科苏委情字第２３０号，（５９）文文

字第１２７号），组建南京中心圕委员会③。由江苏省科

委领导，省文化局副局长为主任，省高教厅④副厅长和

汪长炳为副主任。延续江苏省圕委员会的格局，仍由

汪长炳主持工作［６］（３６）。高校委员馆有南京大学、南京

７１１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江苏高校图书馆与三大系统图书馆协作述评／徐晖，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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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１９５３年，江 苏 省 人 民 政 府 成 立。１９５５年２月，江 苏 省 第 一 次 人

民代表大会召 开，成 立 江 苏 省 人 民 委 员 会，取 代 江 苏 省 人 民 政

府。原江苏省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归属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序列，

直至１９６７年３月。

胡叔度，湖南湘潭 人。时 任 江 苏 省 委 文 教 部 副 部 长。１９５６年４
月，江苏省首次设高等教 育 局，主 管 高 等 教 育 和 中 等 专 业 教 育，

与教育厅并列。胡叔度任首任局长，１１月，兼任江苏省圕委员会

主任。

南京中心圕委员会成立的时间，有三种记载：一、《南 京 图 书 馆 志

１９０７－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版）记载为１９５９年；二、《江苏省高校图书馆

年鉴》（１９９０年版）、《南京文化志》（２００３年版）记载为１９５８年；三、
《南京社会 科 学 志》（１９９８年 版）、《江 苏 省 省 志·文 化 艺 术 志》
（２００１年版）记载为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９年４月至１９６１年３月，江苏省教育厅拆分，分设为教育厅、高
等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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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南京医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南京师范学院、
南京农学院、南京药学院①、华东水利学院等８家图书

馆［５］（２８６）。江苏省三大系统进入了中心图书馆时代，
延续江苏省圕委员会的既定路线向前推进。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南京中心圕委员会召开会议，总

结１９５９年以来的工作，调整领导层。主任仍由省文

化局副局长担任，副主任分别由省科委副主任、省教

育厅副厅长和汪长炳担任，江苏省 科 委 首 次 在 委 员

会中 担 任 职 务，仍 由 汪 长 炳 主 持 工 作［６］（３６）。有 南

图、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华东水利

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医学院，中国

农科院江苏分院共９家委员馆，中 科 院 系 统 退 出 南

京中心圕委员会［５０］（１７１）。

４．２．１　目录索引和专题资料目录编制工作

汪长炳认为，编制与本地区有关的重点门类目录，
对于提高馆藏书刊利用率，促进科学教育事业发展大

有好处［３６］。三大系统协作之初就把指导各馆编辑专题目

录列为重要工作，其编制的部分目录索引如表１［５０］（１０８－１２２）

所示，作为供给馆际借书、互通有无的工具［２３］（３６２）。
表１　三大系统的主要成员馆编辑的部分目录索引

（１９５６年—）

图书馆 目录索引

南京图书馆

南京三大系统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联合目录（１９５７年）

馆藏中国农林水利书目（１９５６年）

馆藏中国医药书目（１９５６年）

农业中外文工具书目录（１９６４年）

南京大学

图书馆

馆藏雨果研究目录（１９６４年）

馆藏狄更斯研究目录（１９６２年）

图书馆工作汇辑（１９５８年）

图书馆业务参考资料（１９５８年）

南京工学院

图书馆

馆藏中、日、俄、西文期刊目录（１９５８年）

馆藏书目资料索引目录（１９６０年）

教学工作参考资料索引，共３辑（１９５９年）

南京航空

学院图书馆
文献资料报导（１９６３年）

南京师范

学院图书馆

中文线装书书名目录（１９６１年）

教学改革参考资料索引（１９６１年）

馆藏中文工具书分类目录（１９６０年）

南京农学院

图书馆

国外地蚕研究论文摘要（１９６３年）

馆藏中文科技图书目录（１９６０年）

南京医学院

图书馆

中国医学文献分类索引，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５８年）

科技文献检索—医学（国内期刊部分）双月刊（１９６４年）

中国医学文献索引，季刊（１９６３年）

中国医学期刊文献索引（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

南京地区医药图书馆外文期刊联合目录（１９６３年）

４．２．２　馆际互借服务与开放阅览服务

（１）扩 大 馆 际 互 借 服 务。１９５６年，南 京 三 大 系

统集体签约建立了馆际互借服务协作网。１９５７年，
中科 院 南 京 地 理 所 图 书 馆 对 外 借 书 就 近 ２００
笔［１７］（８９）。各馆为提高图书流通率，缩小提存图书的

规模，放宽借阅尺度，为科研人员提供便利。这是三

大系统协作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服务，“文 革”期 间 中

断了１０年，１９７８年恢复，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
（２）发放阅览证，开 放 外 单 位 读 者 的 阅 览 服 务。

高校图书馆增设科技阅览室、综合性阅览室，向校外

读者发放阅览 证。南 京 工 学 院 图 书 馆 仅 在１９５８年

下半 年，就 向 校 外 科 研 人 员 个 人 发 放 阅 览 证１５０
余张［５１］。

（３）拓 展 与 国 内 外 图 书 馆 的 馆 际 互 借 渠 道。

１９５６年，南图与北京图书馆和苏联列宁图书馆建立

互借关系，读者可以通过南图，转由北京图书馆借到

苏联图书馆的图书［５２］。同时，成员馆也与其他地区

图书馆建立互助关系。如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与
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大学以及国 内 主 要 图 书 馆 建 立

互借关系。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仅南京大学图书馆接受

校内外读者请求，向南京以外地 区 图 书 馆 互 借 图 书

就达１８００余笔［３１］。

４．２．３　书刊协作采购与联合编目

（１）组织全省的图书整理和交换调配。这是《协

调方案》规定的工作之一。１９５７年，在南图设立“江

苏省交换书库”和“图书调配小组”，统一办理省内外

图书交换调配。各馆积存的图书，由各馆自行整理，
如需要调配，则由调配 小 组 给 予 协 助。南 图 负 责 对

文化和文物机构代管的百万册 图 书 进 行 甄 别 整 理，
再根据需要调配给省内高校、科 研 机 构 和 公 共 图 书

馆使用。
（２）外文书刊协调 采 购。由 外 文 书 刊 采 购 协 调

组负责协调外文书刊预订和外 汇 的 分 配，组 织 外 文

原版新书通报、外文期 刊 联 合 目 录 的 编 印。各 馆 采

购外文书刊（包括过刊、翻印外 文 书 刊、缩 微 胶 卷）、
古旧图书等，均先将目录交协调组审核，协调组提出

意见后，再办理订购。
（３）中 文 新 书 集 中 编 目。１９５８年，全 国 中 外 文

图书统编卡 片 组 成 立［１６］（１５６）。７－８月，南 图 召 集 由

４０多家图书馆参加的座谈会，８月，与南京市新华书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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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京药学院１９８６年更名为中国药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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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协作，启动中文新书的统一分类编目，为各馆提供

随书配片服务。在南图成立南京地区中文新书集中

编目工作组，南图派出３人、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
南京医学院、南京航空学院等６家 高 校 图 书 馆 各 派

１人。工作组 在 南 京 中 心 圕 委 员 会 成 立 之 前，暂 由

南图领导，书 店 将 新 书 样 本 送 至 南 图，工 作 组 在２４
小时内完 成 分 编 和 目 录 卡 的 印 制。１９５８年８月 至

１９５９年３月，共分编图 书９０００多 种．印 刷 目 录 卡 片

２４．３ 万 张，全 省 ６１ 家 图 书 馆 订 购 了 此 项 服

务［４９］（１０４－１０５）。这是 继《南 京 三 大 系 统 外 刊 联 合 目

录》出版后，三大系统协作的又一重大行动。

４．２．４　图书馆人员业务培训与在职教育

《协调方 案》规 定 中 心 图 书 馆 委 员 会 的 任 务 之

一，是规划和进行干部培养工作。５０－６０年代江苏

省图书馆的在职人员中，工人比例偏高，文化素质偏

低。根据１９５７年对参训学员的调查，公共与高校图

书馆人员的学历比例，大 专、高 中、初 中 学 历 大 约 各

占三分之一。１９５５年起，根据汪长炳提出的人才培

训要求：“未达到高中毕业的，应动 员 参 加 业 余 文 化

学习；具备高中毕业水平，动 员 参 加 业 余 大 学 学 习；
凡已经具备大学毕业程度的同志，应根据工作需要，
结合本人志 愿 学 习 专 业 知 识 或 进 行 专 题 研 究”［３６］，
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培训体系。

（１）短期培训。以常设 的 江 苏 省 图 书 馆 工 作 人

员训练班为主，负责在职人员的培训［４７］。规模较大

的培训 活 动 有，１９５７年３－５月，文 化 部、北 京 图 书

馆、省文化局等６家单位，在南图联合举办全国省市

图书馆工作人 员 进 修 班。这 是１９４９年 以 后 的 第 一

次，也是 我 国 图 书 馆 事 业 史 上 第 一 次 全 国 性 进 修

班［５３］。来 自 全 国４５家 图 书 馆 的７８人 参 加 了 培

训［５４］。进修班的师资名家云集，有陈鸿舜、杜定友、
陈中凡、陈瘦竹、袁 翰 青、刘 国 钧、王 重 民、钱 亚 新 等

知名专家［５３］，苏联专家雷达娅也到班授课。７月，江
苏省高教局、文化局组织南京大学图书馆和南图，在
南京师范学院举办历时５周的江苏省学校图书馆工

作人员培 训 班，由 李 小 缘 主 持 教 务。李 仲 融、施 廷

镛、钱亚新、朱家治等来自７家 单 位 的１４位 名 家 授

课。全 省 高 校、中 专 图 书 馆 的 １０６ 人 参 加 了

学习［５５］。
（２）在职继续教育。主 要 是 与 政 府 机 关 干 部 业

余大学 结 合 的 专 修 科 教 育，１９５８年，在 南 图 组 织 三

大系统图书馆，参与创办了江苏省 级 机 关 干 部 业 余

大学图书馆学系［６］（３６），该系的师资也来自南图和南

京地 区 高 校 图 书 馆。共 招 生１届，学 员８０多 人，

１９６２年 毕 业［４８］。１９６５年，南 京 高 校 圕 协 作 组 在 南

京市鼓楼区机关业余大学，举办图书馆学专修科，南
京工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卢则文 任 主 任，任 课 教 师 有

施廷镛、陆修栋、吴观国、倪波、王可权、沈燮元等人，
办学仅１年就因“文革”而中断［５］（１８４）。

（３）函授教育。江苏省的图书馆学函授教育，起
步于１９５６年北京大学图 书 馆 学 系 在 江 苏 举 办 的 函

授班。李小 缘 等 人 受 聘 任 课［４３］（３１９），函 授 点 设 在 南

图，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共招收２４人。１９６０年，武汉大学

图书馆学系在南京设立辅导站，招收函授生，南京地

区首届招生２０人［６］（２１１－２１２）。
（４）分 类 型 的 图 书 馆 对 口 业 务 辅 导。１９５８年

起，南图将 全 省 三 大 系 统 的 图 书 馆，按 专 业 组 织 起

来，由各系统的大馆，对 性 质 相 同 小 馆 进 行 辅 导，提

升全省图 书 馆 整 体 管 理 和 服 务 水 平［５６］。南 图 负 责

对省内县市图书馆、文 化 馆 的 辅 导。南 京 工 学 院 负

责辅导省内工业院校和工矿企业的图书馆。南京师

范学院负责辅导省内师范学校图书馆。
到１９６６年，培 训 体 系 共 培 养 了 近 千 名 业 务 人

员［４９］（１４２）。１９７８年以 后，南 京 地 区 三 大 系 统 图 书 馆

和部门的领导、业务骨干中，大多在三大系统的培训

体系中学习过，并成长为业务骨干，有的人还进入了

江苏图书馆界的领导层。如原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

秘书长王可权［５７］、原江苏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杨克

义（南京大学图书馆）等人。通 过 这 批 人，协 作 共 赢

的理念得以世代传承，这是三大 系 统 协 作 最 持 久 的

成果。

１９５８年以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进入了曲折发

展时期［５８］，正当三大系统协作在为科研服务的总任

务指引下深化和扩大规模时，政治形势突变，浮夸之

风兴起。文化系统为在１０—１５年内实现全国社会

主义文化大普及的目标，提出了政治挂帅、走群众路

线、建立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文 化 大 军 等 六 条 文 化

工作纲 要［５９］，三 大 系 统 图 书 馆 的 业 务 工 作 全 面 转

向。１９６４年以 后，整 个 社 会 突 出 以 阶 级 斗 争 为 纲，
图书馆被迫转向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

大运动服务。５０年 代“为 科 研 服 务”的 主 要 任 务 退

居次席［６］（１５－１６）。纷 繁 复 杂 的 政 治 运 动 彻 底 打 乱 了

三大系统协作的既定步伐。原计划中的外文新书联

合目录、外文原版新书通报和中 文 新 书 集 中 编 目 都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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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持续，三大系统协作在经历了５０年代的发展高

潮后，在６０年代转入低潮。

５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协作

中的作用和地位

江苏省高 校 图 书 馆 是 三 大 系 统 协 作 的 中 坚 力

量，与南图组成了两个强 有 力 的 驱 动 轮。没 有 高 校

图书馆的参加，江苏省的三大系统 协 作 不 会 取 得 在

全国领先的成绩。在“十七年”的 协 作 中，高 校 图 书

馆一直是稳定的资源和 服 务 提 供 者。从 数 量 上 看，
高校图书馆是协作体系的主体。江苏省圕委员会和

南京中心圕委员会的委员单位中，一 半 以 上 是 高 校

图书 馆。从 资 源 拥 有 量 看，仅 次 于 公 共 图 书 馆。

１９５６年７月出版的《南京三大系统 外 刊 目 录》的２６
家收藏馆中，高校图书馆 占１８家，占 当 时 全 省 高 校

图书馆总数的一半以上。馆际互借、联合编目、专题

目录的 编 撰 等，高 校 图 书 馆 的 贡 献 都 是 最 多 的。

１９５８年３月，南京地区三大系统图书馆向全国各地

图书馆发出“十比竞赛”倡议书，签署倡议书的２２家

图书馆中，高校图书馆占１２家［１８］。

５０－６０年 代，江 苏 的 中 国 近 代 图 书 馆 史 上“开

创与奠基的 第 一 代 图 书 馆 人”［６０］群 体 尚 健 在，并 参

与了各个层面的协作活 动。从 南 京 三 大 系 统 协 作，
到国家层面的规划和制度设计，他 们 依 旧 在 展 示 学

术影响力，所秉持的理念影响着中 国 图 书 馆 事 业 的

发展。１９５６年，洪有丰、刘国钧、李小缘等参加了第

一次全国高校图书馆工 作 会 议。会 议 上，李 小 缘 首

次提出“高校图书馆是学术性机构”的主 张，坚 持 高

校图书馆必须兼具服务性和学术性，并写入《试行条

例》［６１］，为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正是有了这批前辈，才使得高校图 书 馆 与 地 区 内 图

书馆结成了紧密的协作关系。

１９５７年，南京 高 校 圕 协 作 组 的 成 立，是 具 有 标

杆意义的里程 碑 事 件。这 是１９４９年 以 后 江 苏 省 高

校图书馆的第一个行业组织，也是 国 内 成 立 较 早 的

区域高校图书馆合作组织之一。协作组成立于江苏

省高校第二次大调整前，江苏省高 校 图 书 馆 发 展 最

为困难的时期，在江苏圕委员会、南京中心圕委员会

领导下开 展 工 作，但 不 是 这 些 委 员 会 的 常 设 机 构。
协作组虽然名义上限于南京地区，但 影 响 超 出 南 京

地区，其服务和业务活动也是面向 全 省 的 高 校 图 书

馆。当时江苏主要的高校、规模最大的高校图书馆、

学者群体，以及一半以上的馆藏 和 读 者 都 集 中 在 南

京，协作组可以代表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的整体水平，
以及高校图书馆的共同意愿。协作组把隶属关系不

同、关系相对松散的高校图书馆组织起来，参与区域

协作，建立起自 治 的 行 业 团 体，实 现 了１９４９年 以 后

江苏高校图书馆的首次集结，标 志 着 高 校 图 书 馆 协

作意识的觉醒。协作组 虽 然 是 民 间 组 织，存 续 也 不

足１０年，但其影响是深远的。
南京地区图书馆协作组创始人之一的王可权曾

说：发展与停滞，坦途与坎坷，振兴与挫折，构成了江

苏省高 校 图 书 馆 事 业 发 展 的 历 史。虽 有 曲 折 和 坎

坷，但总趋势是前进的、发 展 的，对 江 苏 省 高 等 教 育

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过去

和现在，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在江 苏 省 图 书 馆 事 业 乃

至全国高校图书馆事业中都占有重要地位［５］（３３）。

６　结论

杰西·谢 拉（Ｊｅｓｓｅ　Ｓｈｅｒａ）认 为：只 有 通 过 对 图

书馆 历 史 渊 源 的 理 解，才 能 充 分 理 解 图 书 馆 事

业［６２］。通过对“十七年”的历史回顾，可以体认到作

为社会性部门的图书馆，所受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
理解那段缺乏持续稳定性，或跳 跃 或 停 滞 的 历 史 进

程［６３］。三大系统协作的兴衰起伏，无不与当时的政

治环境紧密相关。６０年代，当计算机技术进入图书

馆，触 发 了 全 球 图 书 馆 联 盟 建 设 的 第 一 波 高 潮

时［６４］，而 中 国 图 书 馆 事 业 却 由 高 潮 转 向 了 低 谷，没

有跟上世界的潮流。稳 定 的 政 治 环 境 和 政 策 支 持，
才是图书馆事业发展最重要的保障，这是“十 七 年”
历史最深刻的启示。

江苏三大系统的协作，植根于这块曾经兴起“新

图书馆运 动”的 沃 土，长 期 的 图 书 馆 协 作 文 化 的 积

淀，培育了行业精神世代交替，加上强有力的政策推

动，其发展范式带有鲜 明 的 地 域 和 时 代 特 征。在 经

济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利用政策支持，江苏将分散

的图书馆组织起来，建立起规模化的体系，展示社会

影响力，这也是江苏图书馆界参 与 国 家 建 设 的 一 次

成功的社会实践。正如瓦莱丽·霍顿（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ｏｒ－
ｔｏｎ）所 说，“协 作 会 使 原 本 不 可 能 的 事 情 成 为 可

能”［６５］。有为 才 能 有 位，图 书 馆 事 业 要 保 持 持 续 发

展和创新 活 力，唯 有 走 协 作 之 路，大 创 新 需 要 大 合

作［６６］，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这是另一个重要启示。
把“十七年”放在建 国 至 今 图 书 馆 事 业７０年 发

０２１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江苏高校图书馆与三大系统图书馆协作述评／徐晖，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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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背景下，只是短暂的瞬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只是协作的初级阶段。协 作 是 个 长 期 的 过 程，而 非

目的［６７］，不可能一蹴而就，图书馆协作永远在路上。
领袖人物引领事业的发展，其作用 与 协 作 过 程 同 样

重要。以汪长炳为代表的 第 一 代 图 书 馆 人，作 为 三

大系统协作的实际领导者和推动者，领导了１９４９年

以后江苏省图书馆界的组织重建、队伍重建、规则重

建，贡献巨大。三大系统的协作体系，无论其名称如

何，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图书馆联盟的所有特征，是江

苏省图书馆史上第一个图书馆联 盟，也 是 今 天 江 苏

省内图 书 馆 联 盟 的 源 头。协 作 的 发 展 虽 然 前 高 后

低，６０年代渐入低谷，发展并不圆满，但不能因此否

定其历 史 地 位。“十 七 年”留 给 我 们 的 第 三 个 启 示

是：与时俱进，创 新 求 变，协 作 就 会 有 前 途。正 如 习

近平 总 书 记 所 指 出 的“只 有 顺 应 历 史 潮 流，积 极 应

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６８］。
由于各个阶段的协作和成员馆活动、历史细节、

效益数据以及人物活动的史料散 佚 严 重，研 究 尚 有

不足之处，留下了许多有待深入研究的题目，期待后

来者做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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