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兰州大学图书馆科研项目“兰州大学图书馆馆史编纂”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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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绳武对兰州大学图书馆的贡献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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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绳武（１９１２—１９９１），字士吾，甘肃秦安县人。
幼时家境贫寒，但好学上进，勤奋努力。１９３６年被
保送到清华大学地理系读书，１９４５年返回甘肃，任
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讲师，１９４８年晋升兰州大
学地理科学系副教授，１９５２年晋升教授，１９５４年至
１９６６年兼任地理系区域地理教研组主任。曾任甘
肃省第二、第四、第五届政协委员，甘肃省第五、第六

届民盟常委、顾问，中国地质学会理事，甘肃省地理

学会副理事长、顾问，甘肃省文史馆馆员，《中国大

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西北编写组副组长等。１９８０
年以来，先后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理科地理教材编审

委员，兰州大学自然地理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地理

学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甘肃省地方史编纂委员，

《秦安县志》顾问，兰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学术顾问

等。冯绳武治学严谨，无据不言，常年不辞辛苦地奔

波于沙漠、黄土高原以及原始林区，其科学著述都是

在大量野外考察中获得准确数据的基础上或根据大

量史料写成。冯绳武对历史、地理、文物考古均有涉

猎，是我国地理科学界一位有影响的人物［１］。但大

家对他“兰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身份鲜有文献考

证，也未见对其任职期间的贡献所做的梳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

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

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完整事业。”兰州大学图书馆走过的历程，是历代

兰州大学图书馆人在支撑学校教学科研发展中用辛

勤与汗水写就的，充满着付出、曲折、收获与荣光，是

不能忘却的记忆，也是兰州大学图书馆人继往开来、

奋勇前进的情怀积淀。对图书馆发展历史上的典型

人物、优秀传统进行梳理，是掌握事业发展脉络，汲

取历史经验的必要，对于我们树立信心，获得思想启

迪，凝聚馆员力量，提升服务能力，也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

我们在编撰《兰州大学图书馆史》的过程中，通

过查阅学校档案馆、甘肃省档案馆现存档案，发现冯

绳武曾任建国后兰州大学（以下简称兰大）图书馆

第一任馆长，在任职期间他首次确立了兰大图书馆

的行政组织机构；强调建章立制，建立了科学的统计

规范；建议收回各院系图书，统一管理；建议成立委

员会统一采购书籍；积极举办展览，开展阅读推广活

动；加强日常工作管理，全面整顿业务，做了大量行

之有效的工作，在图书馆的制度建设、馆藏资源发展

与业务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效。

１　冯绳武的图书馆生涯
冯绳武与图书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求学时

期。１９３０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秦安县立初级
中学，经老师介绍，在校图书馆兼任管理工作，并代

学校刻印讲义，以获得一点微薄的报酬，维持最低的

生活［１］。第二次亲密接触是在甘肃学院时期，他于

１９４５年下半年至１９４６年８月担任近一年的图书馆
主任（当时无馆长的称呼）［２］。

第三次亲密接触是在兰州解放后，冯绳武作为

馆长负责兰州大学图书馆的馆务工作。据档案记

载，“一九四九（八二六）兰州解放后，经过军管会代

表两月余的接收工作，至同年十月卅日兰大成立校

务委员会，我即奉命负责图书馆……”［３］。可见，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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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武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３０日任兰州大学图书馆馆长。
在此宗档案中，还发现了另外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

在内容或格式上几乎相同。第一份文件的日期与冯

绳武撰写《图书馆工作报告》的日期相同，为 １９５１
年７月１４日［３］；第二份文件的日期在他撰写《图书

馆工作报告》之后，为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３日。由此可
见，至１９５１年８月 １３日冯绳武仍担任馆长一职。
但在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１日的《签呈》中，签署人已是图
书馆馆长吴宗汾［４］，说明在８月１３日至１０月１１日
期间冯绳武已卸任。１９５１年 ７月 １４日冯绳武在
《图书馆工作报告》开篇说“今藉此次总结，愿就个

人所知，将解放前后的兰大图书馆，略作扼要报告，

希望领导上及我馆此后负责者藉作发展兰大图书馆

的参考”［３］。据此推断他当时已得知将卸任馆长职

务，惜别之情跃然纸上。

《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简介》一书记载：兰大图

书馆建馆之初，何日章任馆主任。建国后，先后有教

授及干部杨浪明、冯绳武、吴宗汾……等任馆长［５］。

这段话表明建国后兰州大学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是杨

浪明。但据《图书馆工作报告》所言，冯绳武 １９４９
年１０月３０日已任馆长，并未提及之前有人担任馆
长。可见，《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简介》一书中的

“杨浪明曾任解放后兰大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描述

有误，且翻检此期所有现存档案，并无相关记载，由

此推断冯绳武确系建国后兰州大学图书馆第一任

馆长。

２　冯绳武对图书馆的贡献
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底的兰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上，

冯绳武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从那时起，他便开始

从各个方面大力整顿和改造图书馆。在他任职的近

两年间，图书馆不论是在建章立制，还是在服务效率

和服务质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为之后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２．１　明确了图书馆组织架构，在馆务治理上带来质
的飞跃

“从我到馆起，即将馆内行政与业务划分为采

编与阅览两组，前者因为采购图书事业，改由事务组

设有专人负责后，改名编目组，后者近经学校更名为

出纳组，编目组包括中西文登录、中文编目，西文编

目及装订室四部分……如此分划后，在馆内外事务

的处理上及负责管理上确有不少方便，是知我馆内

部有确定行政组织从一九四九年开始”［３］。除此之

外，兰州大学图书馆在原有基础上成立阅览辅导组、

书刊征购组、资料整理组、目录编辑组、财产保

管组［３］。

行政和业务工作的重新划分以及五个工作小组

的思路奠定了后来兰州大学图书馆机构设置的基本

架构，也明确了工作责任划分，减少了互相推诿的现

象，有利于工作的推动，在提升图书馆服务能力的同

时，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２．２　强调建章立制，建立统计规范，为图书馆科学
管理奠定了基础

《图书馆工作报告》中曾详细记载：旧兰大的图

书馆，因无像样的工作可言，自然便没有统计数字可

查，或许根本就没有工作数字的统计……从本年元

月起，我馆开始设计印制了格式美观，大小一致的九

种统计表：即图书馆杂志登录表、图书馆验收及移送

书刊一览表、图书馆登录书刊数量统计表、图书馆编

目书刊数量统计表、图书馆阅览室报纸统计表、图书

馆阅览室阅览人数统计表、图书馆借阅统计表、图书

馆借给院系书刊清单、图书馆藏书统计表［３］。

这是兰大图书馆科学的统计规范与统计制度的

雏形，统计制度的确立让图书馆的业务和服务数据

清楚明了，有据可依，对图书馆业务管理及图书采购

决策等有非常大的影响，有些统计规范至今仍在

使用。

２．３　建议收回各院系图书，统一管理
“兰大图书馆也像其他各大学的图书馆，有各

院系图书室的设立，惟以往搞得各院系的图书室，比

如医学院图书室由我馆派人管理而另改编目系统，

理学院参考室在总馆内书库中设立由院方派人管

理，法学院图书室和本馆向没有适当的联系，而其共

同特点是由总馆移出书刊，因屡易经手人账目不清，

使总馆无法查清实况而统一编目与管理”［６］。冯绳

武认识到图书放在各院系的各种弊端，曾于《第十

一次校务会议》上提出：“（一）收回各院系图书，由

图书馆统一管理。（二）收回各院系图书，在图书馆

内设立自然科学阅览室或按其性质分类设立阅览

室，并指定专人保管。”经过他的努力，“经校方同

意，收回各院系图书室于总馆，以便统一编目与整

理，后来为了分散使用，发挥图书更大的效用，陆续

由各系提出意见，按规定移出有关书刊，设立系图书

室，在目前情况下，故对总馆的发展不无影响，但对

各院系言，却达到配合教学需要，供给主要参考书的

任务”［７］。

冯绳武组织新定的《兰州大学图书馆组织与各

项暂行规程》中有一条《院系图书室移借图书暂行

办法》，规定：一、各院系图书室拟借图书，须先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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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同意后，始得移借。二、馆存无复本之书籍，暂

不借出。三、移借图书须由院系开列书单二份，一份

交图书馆，一份由借阅院系自行备查。四、借书单须

经院系主管人、点收人及图书馆主管人、点交人签

章。五、借书时间以一学期为限，期满如该书在教学

上仍为必需时，经院系提出意见，可延长一学期。

六、移借图书如有污损或遗失时，由移借院系负责赔

偿，赔偿办法依照员生借书规则第三条办理。七、院

系主管人及图书馆管理人员离校时，须注销原借书

单上之签章，并由接交人员签署。八、本办法如有未

尽事宜，经本馆馆务会议提请校务会议修改之［８］。

《兰州大学图书馆组织与各项暂行规程》确立

了图书馆对各院系图书室的管理权，也为图书馆和

各院系图书室之间的互借做了规定，奠定了图书统

一购置的基础，与今天《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

规程》中图书馆对全校文献的统一管理思路不谋而

合，更是今天资源共建共享理念在学校的早期实践。

２．４　建议成立委员会统一采购书籍
解放初期，书籍采购问题异常复杂，“图书购置

工作系由图书馆直接负责办理，当时并无一定购书

经费与选书标准，所以图书购置形成一种杂乱无章

状态……如买书按个人嗜好，不顾实际需要，及书买

回来后不按时报账等……全校图书经由事务组统一

购置，然因负责人大多不能实际调查图书馆需要，同

时各院系添置新书时可不必通过图书馆，随意添购，

形成图书馆事务组与各院系三者互不联系状

态”［９］，致使“我馆书刊的采购事宜，近以事务组负责

办理，各院系所需要的书籍，直接交事务组采购，未顾

到馆内有无该项藏书，因使馆存很多的复本书……对

于人民的财产显系浪费，实因图书馆与各院系间的

联系脱节致然，因此今后我馆掌握全校旧书刊的征

集与新书刊的订购及图书购置费的统一应用，亦为

刻不容缓的事”［３］。个别院系有经费而大量购置闲

置和重复图书，而图书馆购书经费少之又少，“图书

馆每月虽有一定的图书设置费，但除去公杂费（如

卡片口袋、口袋片、作函套用材料等）报章杂志订购

费外，所剩已无几，添购新书为数甚少”，造成图书

馆大多数是旧书，借书效率非常低的局面［９］。

针对上述情况，冯绳武提出：“（一）各院系图书

馆除放置基本参考书外，其他一般共用参考书应一

律划归总图书馆管理，教授指定之参考书可放置系

图书室中，但至一定时间后，即须收回。（二）图书

采购工作是达到图书使用目的之第一步工作，是图

书馆的基本工作之一，为了改正图书采购工作轻易

由事务组办理的错误，我们建议由教务长领导成立

兰州大学图书委员会。１、图书委员会由各院系及图
书馆各派一人组成，教务长任主任委员，计划全校图

书室设置及图书选购工作。２、全校图书购置经费应
由图书委员会统筹管理，有计划有重点的负责全校

图书采购工作。”［９］他的建议既避免了图书购置时

的各种弊端，又让图书馆有经费可及时购置所需书

籍，对目前院系资料室与大学图书馆分工协作的资

源建设机制仍具有指导意义。

２．５　举办展览，进行资源推广与阅读指导
在不同的档案中有两个同为图书馆１９５０年度

工作总结的文件［６］，内容大同小异，都记录了１９５０
年在馆内举办的两次大规模展览：１９５０年曾在“八
二六”兰州解放纪念日及国庆日，先后将阅览室及

书库所藏珍贵书画金石碑帖与有关西北的各项文

物，定期开放展览过两次。第一次仅对萃英城内各

机关学校及兰州市图书馆界开放，准备周到，观众文

化层次较高，参观人数为 ２５３９人，观众评价非常
高；第二次是兰州大学各部门为了教育群众，提高人

民的科学知识，以展览会的方式对兰州市各阶层开

放，观众达 ５６４６１人，占当时兰州市人口的四分
之一。

以当时的条件，观众数量如此众多，实属不易。

而图书馆通过展览，推介馆藏、教育群众、引导阅读、

促进公众阅读行为的服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目前，阅读推广仍为图书馆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是

社会发展和行业发展的需要，而冯绳武在当时已经

在积极进行实践了。

３　结语
何日章、冯绳武、吴宗汾、常麟定、陆润林、刘佛

吾、杨振耀、袁植、于之一、王正宇、朱滋生、赵书城等

兰州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不但在各自专业领域学

养深厚，而且在图书馆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们管理经验丰富，视野开阔，能敏锐感知业界发展

前沿，引领当时的业界发展。从《中国图书十进分

类法》的编制、解放初期图书馆的整顿与建设，到后

来的联合目录编制、文献资源普查、医学文献检索、

图书馆评估、自动化建设、旧馆改造、新馆建设、数字

化建设、智慧服务等，无不体现了他们对于大学图书

馆的职能定位、服务理念、文化传统的精湛理解与勤

奋实践，彰显了图书馆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和在学校

发展中的价值，奠定了今天数字环境下图书馆“专

业智慧 细节服务”的基础，是后来者继往开来、创新

发展的基础与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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