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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1902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建立，是我国最早的 

折型图书馆之一。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 

引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经 

万了隼路蓝缕的初创时期、传播新思想的新文化运 

为时期、建成独立现代馆舍的发展时期、艰苫卓绝的 

芍南联大时期、面向现代化的开放时期 如今，她已 

殳展成为资源卞富、现代化水平高、综合性、开放式 

内研究型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宏大卞富、学科齐全、珍品 

当萃c到2007年为止，拥有藏书600余万册，其中以 

150万册中文古籍最为世界瞩冃，包括20万册5~18世 

纪的珍貴书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c此外，外文 

善本、金石拓片、1949年前岀版物的收藏均名列国内 

图书馆的茅，为研究者所珍视。10年来大量引进了 

国内外数字资源，包括数据库（ 400多种）、电子期刊 

4.5万多种）、电子图书和学位论文（40多万种）等， 

深受读者欢迎近年来还进行了大量数字化资源加 

匚和特色数据库建设，开展网络化服务C

北京大学图书馆不仅馆藏卞富，而且群星璀璨。 

青年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和学习，李大钊、章 

士钊、顾颉刚、袁同礼、向达等名人学者曾主掌北大 

馆，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留下了关心图书馆 

发展的住话,多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亲切关怀c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图书馆题写 

馆名.江泽民同志1998年百年校庆前夕来馆视察并 

应邀题词：“百年书城” 2005年五四期间温家宝总理 

来北大图书馆看望正在图书馆苫读的莘莘学子,

2000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原北京 

医科大学图书馆改称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舍历经变迁.冃前的馆舍由 

1975年建成的图书馆西楼和1998年建成的东楼组成： 

2005年西楼改造工程完成，馆舍面貌焕然一新°在建 

筑格局上新老馆巧妙地连为一体,总面积已近5.3万 

平方米，阅览座位4000余个，为图书馆面向现代化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把“以研究为基础，以服务 

为主导”作为办馆宗旨，为校内外读者提供了书刊借 

阅、资源查询、信息与课题咨询、馆际互借与文献传 

递、用户培训、教学参考资料、多媒体点播、文献复 

制等多类型多层次的服务,成为北京大学教学科研 

中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体系之一：

全馆设有采访部、编冃部、期刊阅览部、流通阅 

览部、信息咨询部、特藏部、系统部、古籍部、多媒 

体部、馆长办公室、总务科等业务及行政部门：现有 

员I：在编190人，非在编130人,现任馆长朱强

图书馆东区一层设有咨询台、参考I：具书室、古 

籍善本阅览室、多媒体中心，二至五层分别为人文社 

科图书借阅区、自然科学图书借阅区、期刊阅览区、 

台湾文献中心和美国研究中心文献区南配楼一层 

为音乐视听室，地下室为数字加I：中心：北配楼一层 

为学术报告厅，地下室为多功能厅。南北两配楼与新 

馆主楼在建筑结构上相互连接，在空间匕相对分隔， 

在功能上划分为动区和静区，动静结合，分合有序,

图书馆西区一层新增建的阳光大厅，是对外服 

务I：作的枢纽和中心，设有总咨询台、借书处（闭架 

图书）、总还书处、馆际互借处、证卡管理处、网络 

资源检索区、书冃检索区；二至四层设有文学图书借 

阅室、保存本阅览室、北大文库、特藏阅览室、用户 

培训中心、过刊阅览室、中文旧报刊室、报纸和文艺 

期刊阅览室等，整体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图书馆周 

开馆时间为106.5小时，主要借阅和检索服务区每周 

开放85小时 正常「.作日从早8点至晚10点不间断 

服务，双休日亦提供主要服务

冃前“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 

管理中心和全国文理中心、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文献中心（CASHL ）、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I：作指导 

委员会秘书处、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秘书处、 

《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部等机构设在北京大学图书 

馆，图书馆因此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资源共享的 

重要枢纽，为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不仅以雄伟壮观的建筑跻身北 

京大学著名的“一塔湖图” •:景，更以博大精深的卞 

富馆藏、深沉蕴藉的精神魅力吸引着无数知识追求 

者多少大师在这里读书思索.无数学子在这里徜徉 

书海，她见证了名师的学术辉煌，传承着北大的学术 

命脉，她已经成为北大人心中的知识圣殿：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邮 编:100871

电 话:010-62751051

传 真:010-62761008

网 址：http :〃www I ib. pku.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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