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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界出版史中，中国出版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贡献之巨大以及特点之突出，都可谓独树一帜
，但是以往的出版史的研究较为分散、重量级研究成果偏少、全面系统的研究不足。
2008年底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版通史》以其全面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填
补了我国出版史研究之空白，开辟了出版史研究之新领域，对于出版史研究和出版的发展具有开创和
奠基的双重意义。
然而，学术无止境，创新无终点。
《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绝非出版史研究的终结，而是出版史研
究的新起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同志就曾明确提出，希望通过《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联络全国
关心出版史的学者，形成研究合力，立足学科建设，做好研究规划，使出版史研究形成规模、引向深
入。
正是在多位领导和前辈学人的鼓励和支持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毅然决定继续开发《中国出版通史
》的延伸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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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出版图史》是第一部用图片形式回顾中国长迭三千年出版史的专书，当我们收集编辑这些
图片时，就像在一座长长的出版历史与文化的画廊中漫步，这里充满了独特而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
闪耀着我们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出版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伟大智慧和惊人才华，这些既是中国出版自身的
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出版留给后世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部出版图史使我们再次体验到历史的沧桑与厚重，在长达兰千年的出版历史中，屡有书厄、文
字狱等劫难，但是，中国的出版人依然能够以高超的智慧穿透层层阻碍，走出灰暗的历史阴影，使出
版活动始终血脉相传，不断吐故纳新，顽强地推动社会进步，出版物所遭受的劫难与出版人的不懈追
求，经过历史的多次重复已经成为中国出版文化的一部分，从而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出版史留给我们的
文化遗产是何其珍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东方文明古国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中国的出版事业也
掀开新的篇章，教千年来主要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出版事业为人民所掌握各式出版物成为人民尽情
享受的资源，也标志着中国的出版事业开始步入繁荣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1949年至1956年，是新中国出版事业全面复兴，顺利发展，蒸蒸日上的一个时期，新的出版管理体制
基本建立国有的人民出版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私营出版业进行公私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家整个出版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项出版
工作取得新的成就成为共和国初创时期的一道瑰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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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1章 中华出版的草创：先秦时期的中国出版第一节 汉字和书写工具的产生第二节 图书典籍与编
辑活动的出现第三节 先秦时期重要的图书典籍第四节 先秦时期的文字载体及图书形制第2章 承前启后
的发展：秦汉时期的中国出版第一节 秦汉的图书编纂机构及编校活动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出版物第三
节 秦汉时期的图书流通与贸易第四节 秦汉时期的图书形制第五节 造纸术的发明与传播第3章 写在纸上
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出版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政府图书编纂机构及编辑活动第二节 魏晋
南北朝时期图书的复制与流通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形制第4章 印刷文明的开创：隋唐五代时
期的中国出版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图书编纂机构及编辑活动第二节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第二节 隋唐五代
的写本书和刻书舌动第四节 隋唐五代的图书流通与贸易第五节 隋唐五代的图书形制第5章 书林盛景：
宋辽金夏元时期的中国出版第一节 宋元两朝重要的图书编纂活动第二节 五大刻书系统的形成与繁荣
第三节 活字印刷术、套版印刷术的发明及发展第四节 宋元图书形制及特征第五节 宋元图书的流通与
贸易第六节 辽、金、西夏的图书出版事业第6章 繁荣与没落问在：明及清前期的中国出版第一节 明清
时期的图书编纂机构及编辑活动第二节 明代的图书出版事业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图书出版事业第四节 
明清的印刷技术及图书形制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图书流通与贸易第7章 变革的时代：清后期的中国出版
第一节 近代社会与编辑出版变革第二节 新型出版物诞生并发展第三节 传统出版事业的振兴与发展第
四节 新式出版机构及其编辑出版活动第五节 近代机械化印刷术的传入与发展第六节 近代的图书流通
发行第8章 在斗争中求进步：民国时期的中国出版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与编辑出版概况第二
节 民国时期几类重要出版物的编辑出版第三节 书刊编辑活动与革命思想的传播第四节 民国时期几大
重要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第五节 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第9章 奠基与建设：解放初期的中国出版第一节 新
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建立第二节 人民出版事业的发展与私营出版业的社会土义改造第三节 建国初期
的出版事业发展进程第10章 曲折与徘徊：反右到“文革”时期的中国出版第一节 出版事业的曲折发展
历程第二节 出版事业取得阶段性成绩第三节 “文革”对出版事业的摧残破坏第11章 恢复与整顿：改
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出版第一节 拨乱反正，快速恢复出版工作第二节 建章立制，出版事业多头并进第12
章 曙光的到来：改革开放前期的中国出版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期的出版业管理体制改革第二节 解除书
荒：出版物掀起思想解放的浪潮第三节 改革开放前期的发行体制机制改革第四节 印刷史上的里程碑
：王选与激光照排第五节 出版教学科研系统从无到有第13章 加快市场化步伐：90年代的中国出版第一
节 司法监督与市场调控：出版管理方式变革第二节 90年代大众出版的兴起与发展第三节 90年代出版
业发行体制机制改革第四节 民营书业：小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第14章 数字时代的出版产业：21世纪的中
国出版第一节 产业化进程：出版体制改革加快步伐第二节 书、报、刊出版整体实力上升第三节 数字
化出版蓬勃发展第四节 发行：新技术、新理念与新格局第五节 物资供应链数字化趋势明显第六节 华
文出版走向世界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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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吕不韦与《吕氏春秋》战国末期，图书编辑已经发展到与图书著述同时进行，在这方面，
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最具代表性。
《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品，编成于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距秦统一全国不到20年，当时
吕不韦任秦相，正显赫之时，门下有食客三千人，就组织他们编成了《吕氏春秋》一书。
《史记·吕不韦列传》云：“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日《吕氏春秋》。
”所以，吕不韦是该书名副其实的主编了。
其编辑目的，主要是“欲以并天下”，为全国统一做思想准备，同时也是为了树立并显示自己的权威
，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
故吕不韦在成书以后，将《吕氏春秋》悬挂在国都咸阳市门，求有能增减一字，而无人能改。
注过此书的东汉学者高诱认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
这一典型事件确实反映出吕不韦当时志得意满、权倾朝野的心情，同时也能看出这部书还是下了不少
工夫，具有一定质量的。
应该说该书集中了上千人的智慧，代表了秦国当时最高的学术水平。
《吕氏春秋》的编辑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有明确、务实的编辑意图。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日文信侯。
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该书编撰的目的是“欲以并天下”，是对如何治理国家进行的一种探索，是对当时务实疾虚的社会
风气的反映。
春秋战国后期，随着秦国统一趋势的明朗化，思想界要求统一的呼声也不可避免，儒家、墨家都有相
应的思想表现。
《吕氏春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即将建立的秦王朝做思想上的准备。
作者虽然博采众家，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秦国的政治现实、社会进步服务。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一个出发点是为了献给当时的皇帝秦始皇，作为统治国家、治理天下的参
考资料，从而巩固个人的权力名位；另一个出发点就是作为他个人回顾人生，带一些自我欣赏心理的
大工程，即所谓与以养士闻名的四公子争风。
二是兼收并蓄，集众家之长。
该书兼诸子之说而有之，超越了传统的门户之见，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据统计，在该书160篇文章中，发挥法家学说的43篇，儒家26篇，道家17篇，兵家16篇，墨家和纵横家
各10篇，名家5篇，农家4篇，小说家1篇，还有几篇学派观点不明显。
这大致符合秦国学术界各派的消长情况。
由于没有强行进行人为的统一，百家学说在各自篇章中依然保持着独立性，使得该书具有战国末期各
派学说资料汇编的性质。
《吕氏春秋》编成以后，紧跟着就是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
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大量著作灰飞烟灭，而《吕氏春秋》独存，使得许多珍贵的先秦文化成果得以流
传后世。
三是有所取舍，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
该书材料丰富，但不乏系统性，一方面全面地反映了各派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又没有变成眉目不清的
“大杂烩”。
可以看出，该书的实际主编者是一位颇有见识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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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部用图片形式回顾中国长达三千年出版史的专书。
当我们收集编辑这些图片时，就像在一座长长的出版历史与文化的画廊中漫步。
这里充满了独特而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闪耀着我们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出版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伟大智
慧和惊人才华。
这些既是中国出版自身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出版留给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
这部出版图史使我们再次体验到历史的沧桑与厚重。
在长达三千年的出版历史中，屡有书厄、文字狱等劫难。
但是，中国的出版人依然能够以高超的智慧穿透层层阻碍，走出灰暗的历史阴影，使出版活动始终血
脉相传，不断吐故纳新，顽强地推动社会进步。
出版物所遭受的劫难与出版人的不懈追求，经过历史的多次重复已经成为中国出版文化的一部分，从
而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出版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何其珍贵。
《中国出版图史》的框架和文字是在我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的基础上开始的（这部教材的上册
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首次出版，后由辽海出版社于2002和2005年两次再版多次印刷；下册由
我和方厚枢先生共同主编，辽海出版社先后于2003和2006年出了两版），吸收了由中国书籍出版
社2008年出版的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的最新成果。
经与中国出版科研所郝振省所长协商，将此图史纳入正在申报的《中国出版通史》延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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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出版图史》是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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