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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艺 术
北海市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北海最早的图书馆——合浦图书馆

座落于北海中学校园内的“合浦图书馆”，建成于 1927 年夏，是北海最早

的公共图书馆。

1926 年 2 月，北海地方人士向合浦县政府提出在北海筹建一间中学的要求

(建国前有很长时期北海属合浦县管辖)，得到关心桑梓文教事业的国民革命军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合浦县公馆人)的极力支持。1926 年夏，陈师长又筹集了一

笔资金，以他的名义发起捐书集资，筹建一间县级公共图书馆。征得陈师长的

同意，把这座图书馆建在知识分子较多的北海中学(当时叫“合浦县立第一中学

校”)的校园内。1926 年秋动工，第二年夏落成。陈铭枢还为图书馆题字，命名

为“合浦图书馆”。

这是当时合浦县最大的图书馆，是一座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的西式两层楼

房。楼上是书库和借书处，楼下是报刊阅览室。有各种图书、报刊、杂志万余

册。

当时“合浦图书馆”，由合浦县政府直接领导和派人管理。1936 年，县政府

才将它拨归合浦县第一中学校(北海中学)管理。郭李皇是第一任图书管理员。

抗日战争时期，北海革命先行者赵世尧，曾担任该馆的图书管理员，并把图书

馆作为党在北海活动的主要阵地和重要指挥所。

建国后，它一直是北海中学师生向往的场所。1987 年底，该馆有图书管理

员 2 名，图书 45，509 册，杂志 531 份，报纸 145 份。1993 年，“合浦图书馆”

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海市图书馆

北海市图书馆是国家举办的综合性公共图书馆，建于 1966 年。1966 年以前，

开放图书阅览的职能由市文化馆承担。1951 年 4 月，北海市文化馆成立。文化



馆设置有图书室和阅览室。1965 年，文化馆有藏书 l 万多册。市图书馆成立后，

文化馆的藏书便移交给市图书馆管理。

1960 年，广东省文化局拨 15，000 元，计划在北海新建一间公共图书馆，

因三大建筑材料准备不足，延至 1966 年才动工。馆址原设在市中山公园的西面，

馆舍属平房结构，面积 360 平方米，造价 2 万元。1967 年 5 月 1 日，正式建成

对外开放。馆内藏书有万余册。当时读者不多，开放亦不大正常，不久因“文

化大革命”的冲击而闭馆。

为恢复图书馆的正常开放，1967 年底市图书馆暂借市总工会一间 120 平方

米的平房使用，仅剩图书 3，000 多册，工作人员 3人。

1973 年。市财政拨款 4 万元，加上原有 2 万元共 6 万元，在中山公园的东

南角，新建一幢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楼房，共 660 平方米。1974 年竣工，1975

年 10 月正式对外开放。馆舍的后面是公园，环境幽静，地点适中。当时馆藏图

书有 6万多册，干部职工有 8人。分设宣传辅导组和采编借阅组。

1976 年，图书馆单独成立党支部。1986 年，在册人员有 23 人，其中大专

毕业生 5人，高中毕业生 16人，初中毕业生 2人。分设办公室(连同领导 5 人)、

采编组(3 人)、宣传辅导组(2 人)、借阅组(8 人)、文献资料室(2 人)、儿童阅

览室(3人)等业务机构。从 1966 年至 1987 年，担任市图书馆馆长和副馆长的有：

陈万芳(负责人、副馆长)、李书麟(馆长)、蒙华堂(馆长)、陈乃贤(副馆长)。

新建的图书馆分设大小书库 6 个共 350 平方米(报刊书库 40 平方米，流通

书库 2 个共 160 平方米，典藏书库 40 平方米，文献资料书库 50 平方米，水产

专题辅助书库 20 平方米)，阅览室 5 个共 160 平方米(报刊阅览室 40 平方米，

座位 40个；杂志室 30平方米，座位 20 个；文献资料室 20 平方米，座位 20个；

儿童阅览室 50平方米，座位 30个；自学室 20平方米，座位 20个)。工作室 4

个共 80 平方米(馆长办公室 20平方米、办公室 25平方米、采编室 25平方米、

宣传辅导室 10平方米)，干部临时宿舍 120 平方米，杂物室 30平方米等。

馆内的设施还有：日本三洋牌静电复印机一台，中文打字机和速印设备一

套，扩音设备一套，手摇装订机两台。此外，还有图书目录柜 6个，宣传专栏 3

个，橱窗 2 个，书架 161 个，杂志阅览台 53张，椅 186 张、书柜 10 个。

1987 年，中央文化部拨款 20万元，市财政拨 30万元共 50 万元，在长青公



园西面，北京路旁新建一幢儿童图书馆。征地 4，68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489

平方米。儿童图书馆于 1987 年年底破土动工，原计划 1989 年底竣工投入使用，

后因建筑材料涨价，资金不足而停工。1989 年，中央文化部增拨 5 万元、市财

政增拨 10 万元、广西区拨 8 万元，共投入 23 万元续建。1996 年，少儿图书馆

有职工 19 人，全年总藏书量为 4.5 万册，发放书证和阅览证 2，648 张，读者

总流通人数 6.1 万人次。

图书的分类编目，是向读者揭示图书、宣传图书、指导读者阅读和科学组

织藏书的重要环节。

1966 年至 1971 年，市图书馆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

17 大类和《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的 21 大类进行分类。1975 的采用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 22大类、五级类目进行分类，以著者的四角号码

作为书次号，同类书排架，按索书号顺序排列。

1966 年至 1970 年，编制图书目录采用活页式，1971 年改用卡片式。1973

年增设目录三套(读者目录、书名目录、分类目录)。1983 年增设水产专题目录。

图书馆根据地方特点，除收藏有综合性的图书外，还收藏有海洋、水产渔

业和港口等内容的图书。

1967 年，有藏书 1 万多册。1975 年，有藏书 6 万多册。1987 年，有藏书

135，047 册。其中中文图书 3，400 种，133，453 册(文学书 56，039 册、古籍

书 2，211 册、社科书 42，489 册、自然科学 26，712 册、儿童书 6，002 册)；

英文图书 778 种，1，450 册；日文图书 53种，144 册；中文期刊合订本 400 种，

13，441 册；外文期刊合订本 2 种，60 册；现代中文期刊 480 种，13，441 册；

外文现代期刊 4种，40 册；中文日报 188 种，4，873 册；外文日报 1 种 1册。

特藏文献有：《东方杂志》16开本 40 卷、《中文大辞典》16开本一套 40 册、

《世界美术全集》16开本一套 36 卷、《两宋名画册》1 册、《鲁迅全集》一套 20

卷、集成丛书(古典影印本)3，000 册、《文苑英华》一套 6 卷。此外，还有 500

年前明朝永乐年问编纂的一部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和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

一部大丛书《四库全书总目》及其部分藏书。

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曾采取馆内阅览和馆外借阅相结合，一般服务与重点

服务相结合，借书处半开架和闭架相结合。阅览室书报采取全开架式，科技图



书采取送书上门跟踪服务等方式。

1978 年，市图书馆加强了图书的宣传工作，经常出版学习资料和新书介绍，

开展书评、举办“故事会”，图书展览等服务项目，还增设了科技阅览室，开设

了被禁锢的的图书三千多册、扩大了图书的阅读范围，因而比以前增加了读者。

1978 的，全年凭借书证借书的人数 15，000 多人次。

1985 年，发出的借书证 4，830 个，其中工人 1，500 个、农民 150 个、教

师 350 人、干部 800 个、居民 150 个、中学生 920 个、儿童 960 个。发出的阅

览证 1，100 张，其中成人证 858 张，儿童证 242 张。80 年代，成人读者每周开

放借阅 66小时，星期日和寒、暑假全天开放，星期一休息。

1984 年至 1985 年，平均每年接待读者 128，340 人次，其中成人读者 59，

495 人次、儿童读者 68，980 人次。1986 年至 1989 年，借书人数有所减少。1989

年约比 1986 年减少借书人次 20％。

馆外服务主要是加强对渔(农)村基层图书室的业务指导、以及图书宣传、

读书指导等工作。1974 年至 1984 年，曾举办基层图书室管理员的培训班 30多

期，培训管理员 180 人次。还编出新书介绍、图书评论、图书通讯等专栏。此

外，还不定期举办图书展览、读书看报竞赛，儿童书法比赛和灯谜等活动，以

此扩大图书宣传，更好吸引读者和指导读书。1996 年，市图书馆有职工 23人，

全年图书总藏量为 144，277 册，其中古藏书 4，896 册，发放借阅证 3，263 张。

1995 年后，图书馆因年久失修逐渐变成危房。1996 年土地盘整，在长青公

园东南侧划出 17.3 亩土地作为新建图书馆的用地。新建的北海市图书馆于 1998

年 7 月 18 日动工，1999 年 9月 30 日建成开馆，总投资已逾 5，000 多万元，建

筑面积 18，719 平方米，高七层，属大型异形建筑。整幢建筑倾斜 20度，有一

约 1,700 平方米的球型网架隐形玻璃幕。新建的图书馆可藏书 80万册，读者座

位 1，500 个。图书馆采用智能化综合布线和计算机技术，实现书刊管理电脑化，

设有报刊阅览室，图书借阅处，多媒体阅览室、影视投影厅等 1O多个服务窗口。

北海市企事业单位图书馆及乡镇图书馆(室)

企事业单位的图书馆(室)

建国前，北海企事业单位不多。除北海县立一中有一间较大的图书馆外，

基督教中华圣公会于抗战期间，在北海开办的“圣三一中学”，也有一间较大的



图书馆。据圣三一中学的概况调查材料称，此间图书馆面积 760 平方米，有中

文图书 30，500 册、原价 15，500 元，有外文图书 6，000 册、原价 4，000 元。

建国后，北海的企事业单位逐渐增加，有些单位也相继建立了图书馆(室)。

据 1973 年北海图书馆室情况调查统计，北海共有图书室 223 个，藏书 15 万册。

其中农村图书室 86个，藏书 4 万册，企事业单位图书室 137 个，藏书 11 万册。

据 1987 年北海市各企事业单位的图书馆(室)调查的不完全统计，北海市区共有

圈书馆(室)162 个，有专职图书管理员 54人，兼职管理人员 163 人。有藏书 322，

989 册，其中杂志 2，900 份、报纸 13，159 份。按战线分，其中机关单位有图

书馆(室)42 个，图书 59，897 册，杂志 4，564 份，报纸 305 份；医院卫生院有

图书馆(室)8 个，图书 25，136 册，杂志 870 份，报纸 119 份；学校有图书馆(室)33

个，图书 139，599 册，杂志 11，685 份，报纸 980 份；海城区街道图书馆(室)28

个(包括小人书摊)，图书 15，112 册、杂志 90 份。

1990 年藏书超过 l万册的企事业单位有海洋研究所等 12个单位。

海洋研究所图书馆：建于 1978 年，馆舍面积 130 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3

人，藏书 15，023 册，杂志 2，526 份，报纸 24 份。

市总工会图书馆：建于 1959 年，馆舍面积 110 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2人，

藏书 10，200 册，杂志 107 份，报纸 34 份。

市党校图书馆：建于 1972 年，馆舍面积 120 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2人，

藏书 13，000 册，杂志 66 份，报纸 30 份。

市教育局图书馆：建于 1972 年，馆舍面积 60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1人，

藏书 15，000 册，杂志 160 份，报纸 24 份。

市人民医院图书馆：建于 1955 年，馆舍面积 80 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3

人，藏书 10，450 册，杂志 190 份，报纸 27 份。

市中医院图书馆：建于 1956 年，馆舍面积 70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1人，

藏书 12，458 册，杂志 140 份，报纸 19 份。

市航运公司图书馆：建于 1973 年，馆舍面积 140 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2

人，藏书 11，500 册，杂志 800 份，报纸 30 份。

市水产技术学校图书馆：建于 1976 年，馆舍面积 46 平方米，有专职管理

员 1 人，藏书 10，010 册，杂志 20 份，报纸 9份。



北海中学图书馆：建于 1927 年，馆舍面积 240 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2人，

藏书 45，509 册，杂志 531 份，报纸 145 份。

市一中图书馆：建于 1955 年，馆舍面积 80 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1 人，

藏书 15，792 册，杂志 545 份，报纸 126 份。

市二中图书馆：建于 1965 年，馆舍面积 55 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1 人，

藏书 10，200 册，杂志 64 份，报纸 12 份。

市科技情报所图书馆：建于 1970 年，馆舍面积 80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1

人，藏书 10，500 册，杂志 210 份，报纸 49 份。

乡镇的图书馆(室)

建国前，北海农村没有图书馆(室)。建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文

化事业也随着发展。

1951 年 8 月，北海开始筹建文化馆，主要是开放阅览室，有图书、连环画

及通俗读物 4，000 余册。同时，在郊区高德和涠洲岛设立了两个文化站。这两

个文化站各有通俗读物 500 多册。最初每天平均有读者数十人，随后增至几百

人。

据有关资料记载，1956 年，北海渔(农)村及街道建有图书室 22 个。1958

年，乡(镇)有图书室 14 个，图书 13，000 册。农村合作社有图书室 24 个，图

书 2，000 册。当时大部分的农村图书馆(室)，由于管理不善，随着时势的变迁

相继停止活动。70 年代初，咸田公社的白虎头大队、高德公社的草花岭大队等

农村基层单位，又相继办起了图书室，市图书馆还派了人员下去加强业务辅导。

1973 年，北海市有图书室 223 个，藏书 15 万册，其中农村图书室 86个，图书

4 万册。80 年代初，市图书馆曾组织三个流动图书箱到部分农村基层图书室巡

回借阅，农村图书馆(室)曾一度较为活跃。

1981 年，北海乡镇图书馆(室)办得较好的单位有：

高德公社图书室：有藏书 6，230 册，杂志 7 份，馆舍面积 35 平方米，有

专职管理员 1人。

地角公社图书室：有藏书 2，783 册，杂志 27 份，报纸 8 份，馆舍面积 400

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1 人。

外沙公社图书室：有藏书 1，410 册，杂志 20 份，报纸 5 份，馆舍面积 130



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1 人。

涠洲公社图书室：有图书 2，019 册，杂志 6 份，报纸 3 份，馆舍面积 120

平方米，有专职管理员 1 人。

咸田公社图书室：有藏书 786 册，杂志 1份，报纸 1 份，馆舍面积 32平方

米，兼职管理员 1 人。

外沙居委会图书室：有藏书 1，056 册，杂志 12 份，报纸 2 份，馆舍面积

60平方米，有兼职管理员 3 人。

涠洲岛百代寮大队图书室：有藏书 201 册，馆舍面积 30平方米，兼职管理

员 1 人。

咸田大虎头大队图书室：有藏书 210 册，馆舍面积 30平方米，兼职管理员

1 人。

咸田电建大队图书室：有藏书 560 册，馆舍面积 30平方米，有兼职管理员

1 人。

龙潭大队图书室：有藏书 250 册，馆舍面积 35平方米，有兼职管理员 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