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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书，关乎教化，滋长文明，这是当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共同的深切认识。
读书，是人们享受文化成果、体验和感悟人类文明进程的精神消费过程，是阅读者接受教育、接受文
化积累的途径，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文化实力的体现。
一说到读书，人们直接的反应就是受教育、长知识，这似乎成为很久以来人们对读书的最基本的认识
。
事实上，读书不仅仅是接受教育、扩展知识量，更关键的是，读书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营造过程。
读书，让人们获得知识的宝库，使阅读者抛弃愚昧和落后，更科学地、理性地去认识我们面对的世界
，去改造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而读书则是阅读者获取力量的“导线”。
读书，让阅读者认识了人类的历史文明，让人们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和警示。
人们伴随着自己的阅读，让文化的积淀得到释放，人类的文明风采得以彰显。
读书，让阅读者重塑自我的灵魂，人们从阅读中得到思想的升华。
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可以使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得以完善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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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那个时期特有的政治环境、文化氛围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取向，自然要产生不
同的文化消费需要。
图书作为反映政治、文化和人们精神享受的特殊的载体，它的出版、发行和阅读，都会折射出各个不
同阶段的历史文化风貌，自然也就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纵观北京当代图书阅读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6年，恢复
、调整和发展初期；    第二阶段：1956～1965年，曲折发展的阶段；    第三阶段：1966～1978年，“文
化大革命”及其后期反复阶段；    第四阶段：1978～1989年，图书出版的复兴及改革开放的发展新时
代；    第五阶段：1990至今，逐渐走向文化多元的读书生活。
    纵观当代北京阅读历史的五大发展阶段，应该说前四个阶段图书的出版及发行主导着人们的阅读，
而读者的阅读热点和情趣对图书的出版所产生的影响作用要相对小一些。
而第五阶段，也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民众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图书的
出版、传播。
从图书撰写、出版到表现方式、流通形式等等都在发展着本质的转变，以适应当代民众对图书阅读需
要的变化。
这样一种本质的演变，是文化发展的飞跃的具体体现，是人们思想进一步成熟的表现，是我们道德建
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人们的文化消费理念客观需要的折射。
    对当代北京图书阅读历史进行研究，就是要从另一个侧面，对当代北京的文化发展和人们的思想变
化进行新的诠释，让人们在历史的回味之中得到启迪，在历史的记忆中寻找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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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建农，1961年生于北京，编审，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
1984年进入中国书店，1989年负责中国书店出版社古籍编辑、出版管理工作，曾主持《北京通史》、
《海王村古籍丛刊》，《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北京旧志汇刊》等国
家重点项目的编辑出版工作。
长期从事北京书肆史研究，著有《琉璃厂》一书，撰写的《北京古旧书业与北京文化发展》、《北京
书肆业的文化功能》获全国出版优秀论文奖，先后发表北京史以及古籍编辑专业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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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成立初期国营图书业的初创  三、新中国的读书生活第二章  当代北京读书的第一次高峰  一、北
京文化中心地位的强化与文化新环境的形成  二、学习“苏联老大哥”引发的以苏联文学为主的读书
时尚  三、“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学技术、学科学的读书热  四、时代文学名著带来的京
城阅读时尚  五、五六十年代的“小人书”情缘第三章  “文革”时期北京出版业的起伏及读书生活的
扭曲  一、“评《海瑞罢官》”引发的京城书业灾难  二、“红宝书”的出版热潮及“样板戏”图书出
版  三、阅读“暗流”：偷看“反动小说”与手抄本的传抄  四、“文革”后期的出版部分恢复带来的
读书生活第四章  图书出版的复兴及改革开放带来的读书热  一、“文革”结束后书荒影响下的图书抢
购  二、恢复高考及思想解放拉动的北京求知热、外语热  三、从“伤痕”到“改革”的新时期文学图
书带来的阅读狂欢  四、“解放思想”带来的读书反思  五、京城读书环境的优化为百姓读书奠定了良
好的阅读氛围  六、京城波澜起伏的读书热潮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第五章  京城读书生活的多元化时
代  一、快速发展的社会带来的京城读书多元化、个性化发展  二、多元化、个性化的阅读让读书的热
潮变成一阵阵的“风”  三、由易中天、阎崇年、于丹和马未都热引发的读书思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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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是由国民党下属的“三青团”开办的出版机构，以后陆续在全国各
大主要城市或省份设立分社，中国文化眼务社北平分社原址在西单北大街42号。
1949年2月7日文管会派王钊、张兴树等人带领华北平山支店的同志接管了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
并在短短的三天就将该处改造为新华书店第二门市部，开门营业。
红蓝出版社，原为国民党系统的出版机构，其办公地点在八面槽74号，北平和平解放后便歇业，后被
接管。
除了国民党系统的出版机构之外，经北京市军管会以及北平新闻出版处核查，世界书局北京分局有官
僚资本在其内，原址在杨梅竹斜街98号。
世界书局1917年由浙江绍兴人沈知方开办，1921年改为股份公司，下设编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并
从1921年以后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局三十余处。
世界书局从1924年开始大量的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形成我国现代史上出
版教科书的三大巨头。
随着世界书局业务的扩展，开始大量地吸纳社会资金，并曾经成立了以张静江、杜月笙、钱新之、陆
高谊、崔竹溪、李书华、陆仲良、陈和铣、胡天石、魏炳荣为董事的董事会，以吴稚晖、李麟玉、齐
云青为监察人的监事会。
世界书局的董事会、监事会可谓社会名流云集，张静江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
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甚至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后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主席
等职务。
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大佬，而吴稚晖则先后为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制宪代表主席、“
中央研究院”院士等。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成为世界书局的董事或监事，足见世界书局在当时的影响。
1946年1月起李石曾开始担任世界书局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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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读书，对于从事编辑工作二十余年的我来说，可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已经是自己生活的重要内
容。
但是写当代北京的读书生活，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颇费周折的事情。
数年前受王岗、杨良志二位兄台相邀，参加《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的撰写工作，承担了《当
代北京阅读史彳舌））的撰稿任务。
虽然自己曾长期进行北京书业史的研究，但如何以新中国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为主线，描述当代北京
民众的读书生活，突出北京的文化中心、图书消费中心的显著地位，并由此反映出北京当代文化发展
以及广大读者的阅读变化，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好在有主编《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的陶一凡、陶信成二位陶公亲自指导，从本书的基本脉络
，到各个章节的框架结构，二位陶公悉心点拨，不断鼓励，才让我能坚持着把这本小书写完。
二位陶公，一位是过去的老领导，一位是编辑前辈，与二位陶公相识也已二十年，如今又能在老领导
、老前辈的指导下完成这项工作，实为一大幸事。
具体承担联系工作的杨良志兄、许方兄，更是老友、老兄长，当年与许方兄同在北京社科院工作，我
还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子。
也正是有二位兄长“庇护”，在我每每遇到困难之时，都热情地鼓励，时常地为我出主意，还推荐一
些图书作为参考，可以说对撰写这部小册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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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北京阅读史话》：北京民众读书生活始终体现着古都文化的文明程度阅读革命文学经典著作曾
是北京市民的追求与向往“文革”时期被扭曲的渎书景况北京人的读书生活进入了多元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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