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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3年8月从山东农村来到北京，

在北京第43中学学习六年。1959年考入清

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计算机系前身），担

任过团总支副书记、党支部委员、党支部

书记、分团委副书记，做过半脱产学生辅导

员，毕业时获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奖章。

1965年毕业后我留在清华计算机系任

教，讲授“数字控制”“微型计算机原理

及应用”等课程；编著《数理逻辑》教

材；译著出版《微型计算机接口技术》。

与黄汉文老师合作，研制开发的“自动绘

图系统”获1980年北京市科研成果二等

奖；“微机遥测系统”获1983年北京市科

研成果三等奖；与张祈忠、夏莹老师合

作，开展汉字识别研究，印刷体汉字文本

识别系统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

国家发明专利；与夏莹老师合作，交互式

自学习脱机手写汉字识别系统1991年获国

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具有交互和自学

习功能的脱机手写汉字识别系统和方法1992

年获国家发明四等奖和国家发明专利。

致力国图现代化建设的岁月
○孙承鉴（1965 届自控）

“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1986年9月，我调入北京图书馆（现

国家图书馆）工作，任新馆筹建处副主

任、机电设备处处长兼主任工程师；1987

年12月任副馆长，1994年任党委常委、副

馆长，兼任科技委员会主任、业余大学校

长、图书馆现代技术研究所所长，至2000

年3月退休。

在新馆筹建处，我负责八大系统的安

装、调试、验收和运行维护。1987年10月

6日，新馆正式开馆前，八大系统全部投

入运行，受到了相应施工单位和新馆搬迁

指挥部的赞扬。

这时我到馆工作整一年，负担很重也

很累，但很有成就感。总结工作成绩，深

深体会到蒋南翔校长在毕业典礼所言的教

育理念：学校教会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能力，毕业得到的是“猎枪”而不

是“干粮”。

1987年12月，我被任命为副馆长，分

管技术教育部门和基建后勤部门。上任后

我集中力量抓图书馆业务自动化，立志将

计算机应用于图书馆的业务建设与管理

中，实现业务管理全面自动化，为广大读

者提供快捷、方便、准确的服务。

为促进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我力主

成立了北京图书馆科学技术委员会，聘请

馆内相关部门的技术骨干任委员，并组建

科技委办公室。彼时，我国图书馆自动化

大约比西方国家落后20年。新馆自动化规

划时，已与相应公司签订合同，并申请到

资金，我就全力以赴带领技术干部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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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访、编目、检索自动化做起，逐步

扩展，目标是实现业务管理全面自动化。

经过两年多的奋斗，1990年春，采访、编

目、检索系统联调成功，在相关业务部门

试运行，同年5月系统开通。这是我加盟

文化领域，利用专业知识完成图书馆业务

管理自动化的首个成功案例！

1992年9月由我主持，由我馆科技委

和外事处共同组织在北京召开了“90年代

图书馆——现代技术国际研讨会”，邀请

世界各地图书馆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家会

聚北京，交流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促

进合作，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

1993年图书馆现代技术研究所成立，

我兼所长。1994年成立“数字图书馆”专

题研究组，我任组长，组织人员调研国际

数字图书馆研发情况；研究数字图书馆的

核心技术及结构架构；提出“跨越式发

展思路”，缩短图书馆自动化周期，追

赶西方发达国家现状。

1995年春，图书馆原计算机系统已运

行近八年，软硬件已适应不了业务发展需

要，图书馆开始进入自动化建设第二个时

期。我带领馆内三支技术队伍奋战一年

多，到1996年夏，建成多个微机应用网

络、国内第一个电子阅览室。同年9月，

开通互联网，并与教育科研网联通，提供

书刊目录检索服务，形成未来数字图书馆

雏形。

1996年初，在数字图书馆研究课题已

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主持策划起草中

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研究项目，获文化

部认可。6月，联合上海图书馆、广东省

馆、深圳图书馆等六馆，经文化部向国家

计委申请立项。1997年初，获计委批准，

国家资助100万元。这是文化部有史以来

第一个上百万的科研项目。1997年7月，

正式成立由七馆组成的“中国试验型数字

图书馆”研究项目，任命我为组长，带领

我馆与其他六个省、市图书馆的技术人员

一起奋战；总体框架设计，功能分解，开

发专用软件，根据专题要求组织加工数字

资源，开通七馆互联网对接联调等。该项

目于2001年春完成，请清华计算机系张钹

院士主持通过专家鉴定验收。其成果成为

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文化部全国文化信

息共享工程创新理念、核心技术、结构框

架之源。该项目于2005年评选为文化部首

届创新奖。

1997年初，我担任组长，聘请我馆自

动化部、科研处、参考辅导部技术骨干组

成了图书馆网络建设发展规划组，开展国

内外调研，起草规划，召开28馆内外专家

论证会。6月，《北京图书馆网络建设发展

规划（1997—2000年）》正式发布。 

党委书记看出了我的业务能力和水

平，我们一起向部委汇报并申请经费。

1998年9月开始，我们使用首期1000万元

财政专项经费建设全馆千兆IP网。不到一

年，千兆馆域网建成，初步实现网络化、

自动化，运行效果远远超过兄弟馆的ATM

1992年，孙承鉴主持图书馆现代技术

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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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模式，受到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好评。

1998年，我主持起草“中国数字图书

馆工程”的立项申报书并提交初稿。为说

服国家计委支持“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

立项，1999年我们专门开发了数字图书馆

演示系统，给各级领导播放、讲解。我要

充分利用退休前的有限时间多干实事，为

后来人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在图书馆长期从事管理工作及科学研

究的这段时间，我主持的多个项目获省部

级奖励。撰写、发表《数字图书馆在中国

国家图书馆的起步与发展》《加快信息化

步伐建设现代图书馆》《未来世纪的图书

馆》等论文70余篇。

发挥余热更精彩

我2000年3月退休，国家图书馆决定

回聘。我继续从事有关数字图书馆方面

的研究，完成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中国

试验型数字图书馆”和北京市科研项目

“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图书馆群软课题研

究”“数字图书馆发展与对策研究”，并

继续担任三个项目组组长。

2000年4月，文化部聘任我为中国数

字图书馆工程建设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专家工作组组

长，主持起草《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

一期规划（2000—2005）》及实施方案。

2000年，我主持向国家计委领导汇报

“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申请资金4.6

亿元。工程申报手续要经过立项报告、可

行性研究报告和扩充设计报告。三个报告

分阶段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周期

很长。为此，2001年财政部回复先给500

万元做试验系统。我主持利用已在年初完

成研发并经专家验收的“中国试验型数字

图书馆”项目成果，在北京和内蒙古地区

基层单位通过互联网和教育电视网建立接

收服务器，开展文化信息数字资源服务。

试验系统调通后，年底请相关部门领导现

场考察，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之后，财政

部同意“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简称文化共享工程）立项。经两部领导

批准，成立项目领导小组、项目办公室、

项目专家咨询委员会三个机构，任命我为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我就在

两个相关工程项目中任职，担任两个项目

专家组组长。

2002年7月，我策划并参与了由文化

部主办在北京召开的“数字图书馆——新

世纪信息技术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

的组织工作，并主持专题报告会。会议论

文集收录了欧、美、亚、澳四大洲百余篇

有价值的文章和报告，使我们受益匪浅。

2004年5月我到中央组织部远程教育

项目办公室，担任农村党员远程教育项目

资源建设规划组组长。我带领多名专家调

研，了解需求，到各级服务机构检查设备

运行状况，又与专家们共同研讨，起草规

划报告，经数稿修改，报告于年底前交给

远程教育办公室，圆满完成任务。我向发

展中心提出文化共享工程与中组部远程教

育项目合作，在资源提供和基层服务点两

个方面共享。经过几年实施，加快了两个

项目基层点建设速度，节省了资金，提高

了服务效果。

从1998年提出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立

项方案，到2005年国务院批准，前后奋斗

八个年头。这是我国历史上，文化现代化

建设方面，第一个国家投入超四亿元的文

化科技工程。到2010年，我国图书馆现代

化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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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自豪！

2006年3月，文化部将我调到其单独

成立的文化共享工程管理中心担任技术

顾问。我参与编写“十一五”（2006—

2010）文化共享工程发展规划；主持编写

省级、市县两级工作人员培训教材，主持

编写乡村级工作人员操作手册（口袋书）

等。至2012年，文化共享工程已经建成从

国家、省、地市、县、乡镇、行政村6级

管理体系；与此相应的网络传输系统和服

务平台全覆盖；同时，征集和自建适合

农村特点的文化信息资源存储容量达到

100TB。工程基本满足了广大农村群众文

化活动需要，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

2012年“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管

理中心”更名为“文化部公共文化发展中

心”。我仍被聘为专家，参与国家项目的

策划、方案论证，主持项目验收。

此外，我多年受邀参加高校数字图书

馆项目、中央党校数字图书馆项目及多个

省市数字图书馆项目、国家数字博物馆项

目等立项、实施方案的论证评审；参加中

国工程院“中国科技知识中心”项目及中

央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

案馆、社科院图书馆、中国科协、中国科

技馆等项目绩效评估。

退休至今，为普及数字图书馆技术和

文化共享资源建设知识，我应邀到各地授

课；调研各级分中心、支中心建设服务状

况；参加文化部组织的督导检查等，跑遍

了全国32个省级图书馆，近百个地市、县

级图书馆，数十个乡镇、村文化站。从中

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同时我感受

到，我国地大物博，各地经济、文化、民

生发展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我的思想上又

上了一个台阶，要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需要，多出一份力。

2018年1月25日，春节前国图党委副

书记、副馆长魏大威与两位处长到家拜

年，魏书记郑重地交给我一封文化部党组

书记、部长雒树刚签发的春节慰问信，同

时送来文化部给我的春节慰问金一万元。

信中写道，“孙承鉴同志：戊戍年春节将

至，借此辞旧迎新之际，我谨转达党中

央、国务院对您的亲切问候！代表文化部

党组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和您的家人，

致以诚挚的祝愿……”魏书记说：“你退

休后，仍然继续在为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

展做贡献，这是对你的奖励！”我诚恳地

说：“我只是在实现上清华时，蒋南翔校

长教导，要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

标。我不能辜负国家的培养，要为国家实

现现代化去奋斗。”

他们一行人走后，我对夫人说：“这

一万元捐给自五同学活动筹委会，资助入

校60年聚会。”夫人痛快地表示支持。

今年是我们毕业60周年，我们又将相

聚于清华园。祝福清华越来越好，同学们

越活越精神！

2002年7月，“数字图书馆——新世纪信

息技术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召开，孙

承鉴主持专题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