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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图书馆的产生起源于周代，可分为国家图书馆、书院图书馆、宗教寺观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四种类型，

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代藏书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易经》就有所谓“河图洛书”的记载，

也就是说，周代即有“图书”的概念，而且还相应设立专门管理图书典籍之机构，即“盟府”，这就是中国古代图书馆之滥觞。

Abstract: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libraries originated from the Zhou Dynasty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national 
libraries, colleges libraries, religious temple libraries and private libraries, the ancient library has five characteristics. As one of the 

four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ancient books collection has a long history. The Book of Changes has a record of 

the so-called “He Tu Luo Shu”, that is to say, the Zhou Dynasty had the concept of “books”, and correspondingly set up a special 

institution for managing books and classics and a “League House”, which is the origin of ancient librar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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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古代藏书可谓历史悠久，浩如烟海，藏书家人数众

多，灿若星辰，但并非所有藏书皆可称为图书馆。所谓古代

图书馆，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具有公共服务职

能，即不仅为藏书者个人阅读和利用，还须外借，为他人提

供阅读和利用之功能；二是必须具有相应规模。笔者以为中

国古代图书馆可分为国家图书馆、书院图书馆、寺观图书馆

和私人图书馆四种类型，前三类无疑可视为古代图书馆，因

其均拥有一定的读者群，即均能发挥公共阅读功能，而私人

藏书则须作具体分析，其中一部分具备一定规模且能提供公

共阅读服务功能的私人藏书方可称之为私人图书馆。也就是

说必须具备上述两个必备条件，方可归入古代图书馆之列。

2 中国古代图书馆之类型

2.1 国家图书馆

主要指朝廷和地方官府设立的图书馆。

2.1.1 先秦

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的设立始于周代。老子曾担任“手藏

室之史”，即国家图书馆馆长 [1]。

秦代。秦代国家图书馆曰“石室”。秦统一六国时，将

六国诸侯的藏书搜罗汇集于咸阳，形成国家藏书。

2.1.2 两汉魏晋南北朝

西汉设立石渠阁、天禄阁、兰台等宫廷图书馆，司马迁

作为太史令，他有一个重要兼职，即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故

得以读万卷书，遍览国家图书馆馆藏图书，即所谓金匮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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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书，再加之行万里路，才写成传颂千古之《史记》。

东汉朝廷正式设立管理管理国家藏书的官员，即所谓兰

台令史，秩六百石。与西汉太史令相当。东汉明帝永平五年，

班固任兰台令史，即国家图书馆馆长，班固之所以写成《汉

书》，与其担任此职有着不可或缺的因果关系。汉和帝以后，

东观藏书渐盛于兰台。

三国魏晋南北朝。魏文帝曹丕设置掌管典籍的官员，设

立秘书、中、外三阁，建立国家图书机构。蜀汉、东吴亦依

汉制，设立皇家藏书机构—东观 [1]。

晋承魏制，设立兰台和秘书等国家图书机构，南北朝亦

沿袭该设置。

2.1.3 唐宋

唐代国家图书馆曰弘文馆、集贤院。弘文馆，唐高祖武

德四年（621 年）设立，隶属门下省，《唐令要》“弘文殿

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弘文馆专为本馆学士、直学士

及生徒提供借阅服务。集贤院及唐玄宗时设立的国家图书

机构。

宋朝国家图书机构。宋朝国家图书馆为秘阁和太清楼。

太清楼始建于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藏书达四万余卷。

2.1.4 元明清

元朝设立国家图书机构为奎章阁和秘书监。奎章阁设立

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 年）。秘书监及元朝廷最主要的

图书机构，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 年），“掌历代

图籍并阴阳禁书”“供御览而资盛德也”。

明代国家图书机构。明朝国家藏书机构曰司礼监、国子

监。同时此亦为中央刻书机构。国子监为明太祖朱元璋定

都南京时所设，成祖迁都后，南京、京师均设国子监。明

初，朝廷征调杭州所藏宋元书版二十余万片，收藏于南京国

子监。

清代国家图书机构为方略馆、内阁大库和翰林院。《光

绪会典》记载，方略馆总裁，由军机大臣兼任。方略馆编写

和馆藏图书档案中有军机处各类档案、书籍和舆图。内阁大

库位于宫廷东华门内，隶属于内阁，及内阁收藏档案典籍之

所，分为红本库和实录书籍表章库。上书房是清廷设立的未

成年皇子皇孙读书之所，位于皇帝听政处附近，以便于皇帝

随时检查皇子皇孙的学业，上书房藏书 140 种，10055 册。

翰林院，清廷为修《四库全书》而藏于翰林院，翰林院藏书

一共 13000 余种。国子监，有专门藏书供师生阅读。以资教

学和研究，国子监藏书之管理，责任明晰。国子监藏书分为

总库和 6 个分书库，藏书数百种 [2]。

以上是历代朝廷所设立的国家图书馆，还有地方官府所

设立的图书馆理所当然也归入这一类型。最著名的当属南宋

江南东路安抚使知建康府叶梦得所建立紬书阁，“作别室，

上为重屋，以远卑湿，为之藏而著其籍”，紬书阁藏书供社

会公众阅读，此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官府所设立的第一座

公共图书馆。

2.2 书院图书馆

书院发源于唐代，于宋代达到极盛，至清末，绵延不绝，

乃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说书院图书馆类似于现代高

等学校图书馆，其主要服务对象即书院师生读者。书院图书

馆所藏图书和其他类型图书馆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主要是服

务于书院师生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书籍，如宋代著名书院

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等藏书之富，

称一时之盛，可以说书院图书馆已具备了现代图书馆的主要

功能和特点。

2.3 宗教寺观图书馆

主要包括佛藏和道藏两种。佛寺如唐代京师西明寺藏书

5000 余卷，杭州灵隐寺藏书至清嘉庆年间达 1894 册，镇江

焦山寺藏书最多计 21470 册。道藏首推天台山桐柏宫，藏道

教经典 200 函。

2.4 私人图书馆

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浩如烟海。并非是藏书多就可称之为

图书馆，主要是看其是否发挥了公共服务功能，笔者认为具

有以下特点的私人藏书方可称之为私人图书馆，即交流借

阅，与人共享，如“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之“函初堂”

可谓不折不扣的古代私人图书馆。再者如明代范钦所建之

“天一阁”，藏书达六万余卷，历经 500 余年流传至今。天

一阁曾向朝廷献书数百册，并同时得到乾隆皇帝御赐《古今

图书集成》等书 3 部，仅《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就达 10000

卷 [3]，天一阁藏书的读者面比较窄，但也曾有著名学者登楼

阅览。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国家图书馆、书院图书馆、宗教图

书馆以及私人藏书中具备流通功能的，均可归入中国古代图

书馆之列。

3 中国古代图书馆之特点

3.1 馆藏图书之丰且精

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周永年，藏书十万卷，曾参加《四库

全书》撰写，他主张藏书为社会公众服务，他建“借书园”，

也就是私人图书馆。明末清初毛晋之“汲古阁”藏书 84000

余册 [4]，清代陆心源皕宋楼藏书达 15 万卷，且珍善秘本 

极多。



50

教育科学发展·第 3 卷·第 11 期·2021 年 11 月

3.2 功能齐备，兼容并蓄

中国古代图书馆不仅具有图书馆之功能，而且兼具档案

馆、博物馆和出版印刷机构等多重功能。中国古代图书馆的

起源是周代史官藏书，《尚书》云“唯有先人，有册有简”，

周代史官负责收藏图书典籍和文字档案。清内阁大库除有大

量藏书外，还藏有大量盛京旧档以及由内阁承办的上呈下行

的文件档案。清宫方略馆大库除收藏书籍、档案外，还收藏

皇帝御笔、墨拓片、功臣像、铜印、锡砚、经卷、铜佛等文

物或物品。

中国古代图书馆除收藏图书外，还兼具刻书、印刷、出

版等功能。明末清初毛晋汲古阁刻印《十三经》《六十种曲》

和《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等丛书和典籍。浙江南浔刘承干

之嘉业堂，刻印《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

等，共计 1900 余卷。

3.3 流通服务，传播文化

除了前文述及的刻书出版功能外，中国古代图书馆在流

通服务方面成效卓著。其中，国家图书馆专门收藏供皇帝御

览和皇室成员子弟阅读的图书典籍，地方官府设立的图书馆

则为官员借阅提供服务。宗教寺观图书馆则为佛教僧侣以及

道士提供专业服务，即类似于现代专业图书馆。

3.4 历代圣贤硕儒，主持图书馆馆务

例如，先秦著名思想家老子曾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西

汉之司马迁任太史令，其中的一项重要职责，即掌握金匮石

室，兼任汉武帝时的皇家图书馆馆长。东汉班固曾任兰台史

令，其主要职责除了撰写史书外，就是负责管理皇家藏书。

唐代大诗人张说、张九龄曾先后主持集贤院事务，即唐代国

家图书馆馆长。宋代大儒朱熹曾担任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洞

主，该书院以藏书极富而著称于世。清代黄宗羲、钱大昕、

段玉裁等学者硕儒，均曾担任书院山长，利用书院藏书培养

了众多弟子，同时也推进了学术研究和传播。

3.5 图书馆学和目录学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图书馆学关于收藏、分类、编目、保管等方面取得一

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如郑樵《校雠略》、祁承爜所著《藏

书约训》、孙庆增著《藏书纪要》等图书馆学专著，并有历

代私家藏书目录 1000 余种。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滥觞于周代及先秦，发

展于两汉魏晋南北朝，完备于唐宋，极盛于明清。古代图书

馆的类型可谓齐备，国家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专业图书馆

（指书院图书馆和宗教图书馆）一应具备。且藏书规模之巨，

藏书质量之精，可谓洋洋大观也。古代图书馆之功能兼具现

代博物馆、档案馆、出版印刷机构的多种功能，在研究和传

播学术、培养人才方面，均取得累累硕果。深入研究和探讨

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发展路径、功能、类型和特点，对于现代

图书馆学研究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余光.“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引言[J].图书馆建设,2019(2):32-34.

[2] 陈士兵.古籍资源聚合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8.

[3] 宋蕊. 私家藏书对学术研究影响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18.

[4] 王东辉.谈汲古阁所刻书中的两种稀见本[J].新阅读,2019(4):6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