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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广西禁书简述

静、相茵

清代前廓，满族统治阶级为了现盟国4割建立起来的王朝，除

在军事上对各族人民的反抗大妇在伐外，还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汉

族知识分子实行严密按毒~.艳ín罗织文网，大兴文字数警又才不潜

其统治的、汉族知识分子大肆镇压，并对书籍的生产和疏通，先后

采段了严格的管理政策，制造了不少咳人听闻的禁书案，禁毁的

书籍更是不姓枚举，其中，发生于雍正、乾隆二辑，在全国产生

影响，、涉及广西的禁书案就有五起，遭禁毁的书籍既包括那些不

特合a大清律销"的"异端部说气也包括一些自"挟嫌诬谙、觉情

邀功、盐1报在钱"等人为因素市致祸的一最著述3

班正年!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李费《广西通志》被申斥一

案，就是涉及广西的一起a国人致祸'的典型禁书案树，李绩，字

臣来，号理堂，江西临别人，康摆摆十八年(1709 年}进士，

雍正二年 (1924 年)巡抚广西e 他下车伊始，就着手修寨《广

茜递志>>.第二年完成裙稿，不久即奉揭升任重隶总督部离开广

西f通志"校刊之事乃交由继任巡茹苦汝来完成警书或前后，正

是李载深受雍正皇帝宠信之时，政治上得意之际，故高他在这部

‘逼志'里写道"我理家威德之广，超越三吉.世祖皇帝统一海

芋，圣祖皇帝深仁厚泽六十余年，期离暨远，三代以来所未有

也。今皇上圣明继述，道一风雨J逼篇洋溢着对清以来历代帝王

文治武功的赞暖。但是不丸，国他上蔬劫奏雍茧皇帝的另一宠在



1可南巡抚田文镜a有意蹂践读书人"，继丽与国文镜发生尖锐冲突

以后，情况逐渐起了变化。原先，雍正皇帝对两位宠臣之争，本

想加以调和，平患事端，但事态的扩展，尤其是浙江道监察御史

谢济世的参预，最终让雍正皇帝认定李绞等人攻语田文镜是在搞

科吾人崩党，致使他深陷当时的"科甲朋党案"中，李续既已失去

了雍正皇帝的器重，打击惩治便接踵而来.雍正四年 (1726

年)李续被调离直隶总督要职，改任工部侍郎后，随着"科甲崩

党案'的不断深入发展，他的处境是每况愈下。雍正五年(1727

年}李绽被罢宫、下如j部、交议政大臣会审.朝廷内外大臣便乘

杭全力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栽赃其头上，将他在直隶、广西任职

期间的"新i胀、 18帐'一并清算，加以陷害，本来，他主惨的《广

茵通志》刊行后，颇受好评，与"蒋甲崩党案'扯不上丝毫关系，

然茹身为朝廷重臣的大学士蒋廷锡、张廷玉等人却从"鸡蛋里雷

挑骨头'一一硬是列举了这部"通志'的种种不是，予以上奏，提

李线在书中"率意街情，瞻康桑梓n 欲置之于死地而后诀。雍正

皇帝平生极力反对"朋党n 对结党营私者更是深恶痛绝，如今李

纹的‘科甲朋党案"尚未了结，又有人参奏也修《广西通志》有结

a乡党'之嫌，当然不能容忍，于是使扭住此事，借题发挥，以期

杀一傲百 a 雍正六年 (1728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道"修志"

谕旨就措辞严厉地申斥李纹修《广西通志Y率意衔'情，黯腰桑

梓，将江西仕粤之人，不i仓健劣，概行盘人，远近之大皆传为笑

谈，如i比志书，岂堪垂世"?从而使李绩的这部二百卷皇皇亘制

一一《广西逼志》被列入禁毁之列，此后遂淫没无i南.

到了乾隆年阂，全国较有名的禁书案牵涉广西的又有三起.

其一是乾噩二十年(1755 年)的胡中藻《坚磨生诗钞》

案。《坚蘑生诗钞》一书，医含有谤汕皇上，谣毁朝廷的内容而

犯案.此案涉及全国不少省份.由于葫中藻曾于乾隆十三年

(1748 年}二月至十医年(1749 年}七月任过广西学攻，清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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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广西列为此案的重点检查地区，渝令广西巡抚卫哲治要严加追

查，把其在广西期间所出"试题'及与旁人'偶和诗文'并一切恶迹

统统查出，不得姑息，经过王哲治的严密确查，仅查出胡中藻新

出‘试题'及"镇和诗文三十六首'各一本，最后上呈销毁，才算过

关.

其二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的齐召南跋齐题华《天台

山游记》案.陷入此案的谢济世因是广西全州人，清廷命广西抚

衙追查.时任广西巡抚宋邦绥接旨后. l!P委按察使图桑阿带闰署

桂林府xrJ宗琪赶赴全州!谢济世家查办.此时谢济世早已患病身

亡，国桑阿等人便严讯其子，查抄其家.但并未获得与"齐案'有

关的违禁之书，却辙获一部谢济世的诗文集一一《梅庄杂著)).

宋邦绥等人踊罢此书大为惊喜菜，认为a多乖谬怨张之语气不应流

传，从商由原来的‘齐案'又引出了另一起禁书案，宋邦绥将《梅

庄杂著》的"狂悖之处"粘贴黄签上奏，清廷军机处为此批下"禁

书'渝: " (谢济世)所作书词，既多谬妄，不应复任存留，该抚

即伤令地方宫，将己制之书及原节i板片尽行查出销毁，毋使稍有

疏漏"

其三是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的尹嘉娃为父清溢并从祀

文店案.此案发生后，清廷列出尹嘉娃所著"悖谬书目'九十三

种、石英i七种，通伤全国各属严加查禁.理为尹嘉锺籍贯直隶，

又曾先后在山东、山西、甘肃等省任过司道，所以广西巡抚姚成

烈在遵旨行事的时候，首先对尹嘉佳的同乡和原在山东、山西、

甘肃等省敬宫的现任广西宫员，以及曾在上述行省任过职并与尹

嘉娃及其父民年、同宫者的广西绅士，逐一调查是否存留有尹嘉

链的违禁之书，然后责成全省的府、州、县教宫，广谕读书蓄书

之家，按期缴交，不得存留片纸只字，乾隆四十六年(17段1

年)十窍陆桂县已故左副部御史吕炽家呈缴《尹会一年谱》一

本、《健余语录》一本、《抚豫条教》一本、《健余奏议》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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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四本，已故大学士陈宏谋家呈缴《尹母年潜》一本、

。牙会一年谱》三本、《健余剖记》一本、《锺余尺摆》一本、《抚

豫条教》一本、"名学编》三卷.此外，还有兴安县生员张宇仪

等呈缴《享矩编》三本，锥容县张梦南禀缴《孝经列传》、《扬风

录》、《闺莲图》、《见善录》囚种。当年十-月，广西挺街将以上

收缴的书籍悉数解京，咨送军机处销毁.

清代前攘的文字之祸，对谬悖之书的厉行诛夷禁毁，在政抬

上造成一耕地方官员对书籍可"危词邀功'，以求升迁的恶劣风

气，使一些本身并无大碍的书籍，最终经不起清廷严苛的检查而

遭禁绝。乾隆四十年(1775 年)三月， ι 广西巡抚黛学鹦从高黯

徽"钞本文集'和陆显仁《格物广义》等二书中查出有字句违碍之

处，既将其各句签出，上奏请予禁毁，清廷摇后对所签各处挂

渝，认为高熊徽"钞本文集'还"不在应毁之列"，陆显仁的《格物

广义》也"非讪语之语，不能谓之悖逆" {EI<<格物广义Y多系黯

窃前人讲学尘言，杂以一己拘虚之晃，所论多躇骏不纯，留之恐

贻误后学，其书扳书本自应销毁并书名亦不必存气这起乾隆年

闰直接发生于广西的禁书案，当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活来被收

入《清代文字狱挡》一书中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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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挂系时期广西出版事业概况

龙漾

一、时代背景

从 1911 年辛亥革命到 1925 年，广西以陆荣廷、陈茹短、谭

浩明L 沈鸿英为首的18桂系军前统治〈其中陆荣廷军阀集国直接

统治十年，其残部自治军温斗四年).前后十四年，稳为18桂系

军阀统治时期.这一阶段，正是广西历史上新旧交替时期.

辛亥革命之前，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曾两次到桂林讲

学和办报刊，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这对地处祖国边捶劫、闭

塞落后的广西，在思想文化方面带来了新的气息。

接着，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排中山、黄兴，先后到梧刻、桂林

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在广西成立了同盟会广西支部.民主革命领

撞在广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启迪了广西人民早期的员主革

命思想和活动，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 (1907 年一-1908

年)，孙中山指派黄兴、王和贩、黄明堂等在广西领导了铁廉

防、镇南关、越南华侨三次武装起义，后有 1911 年 10 月 10 日

武昌起义的革命影响，迫使广西巡抚沈秉壁宣布广西独立和成立

军政府，后来以陆荣廷为首的1日军阀集团上舍，统治广西，民国

九年 (1920 年)陆荣廷叛变革命，孙中山下令讨伐，终使陆荣

廷垮台，结束了!曰:桂系军晴在广西的统治。

孙中山还于 1921 年亲临广西，督师北伐，在桂林成立了革

5 



命大本营，先后作了《三民主义是建设器家之完全新法》等几次

讲演.他主张办实业、锋道路、普及教育，提倡科学a 在桂林期

间还会觅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上述民主革命领袖在广西的革命

活动，推动了广西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推动了广西文化出

盟主事业的开展，

这个时攘，广西有一批青年学生出雷留学，如马君武(留

E 、留法}、黄补'L' (黯苏)、雷重量〈留日 k 雷沛鸿(留美)、盘

珠祁(留美)、曾作忠(留美)、陆超华(留美)、徐松石(留

美〉、郑建董(留英}、谢君起(留法〉、韦永成(留苏}、粟寄浩

{嚣日 L 梁中岱、苏希离〈均留法}、周可传〈留吕}、黄闰住

{留英L 黄楚〈留苏}、又在家彦〈留美〉、主要廷素(留 13 ).莫乃

群〈留日〉、南太黯{韶器〉、钟惠若{留日〉、胡明树〈留日〉

等，

这些青年学生向外国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同时也把这些

先进的患想和文化带国国内传播，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和"五部'

运动的冲击，人钉的思想到渐开放，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和民主运

莓.JA域市 i句乡村扩景，冲击了广西传统的封建的 113思想出文

化J五四'运动使马列主义开始在广西传播，更有力地提进了广

西反帝反封建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废科举、兴学堂、壳、薪学，

推广白话文，普及国民教育，此时欣然兴起，这幸运组进广西出援

事业的开展会

二、出应事业概况

广西现代出兢事业，是从办报刊开始.经历相当的时间后，

新闻报纸租书刊出版的专业分工黯渐形，成.辛亥革命宣言后，自清

末康有为在桂林壳、《广仁报》和宫5年的《广西宫报》之外，广茜

出现了《漓江潜》、《戳秀d毒》、《尊重写》等刊物.向置会广西支部

于宣统二年(l910 年) 9 月 17 臼创办了机关刊物《南报)) (1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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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改为《离风报到，还出现了《广西教育公报》、《梧江吕

摄》、《民择司报))，还有立宪涯办的《广西新报)); (I五四"运动

前，有进步的《广西日报》、《西江 a 报》、《民报))，有保守的

《良知日报》、《公言报》、《指南臼报》等.

"五菌'运动时期，广西有一批青年学生在外省读书和工作，

如黄 E葵、谭寿林、林培斌、李征凤、韦杰三、韦拔群、李赤

雷、周瑞琦旨周公谋、雷荣瑛〈雷经天)等.他们在北京、上

海、广外i等地，以同乡会、学友会等名义创办刊物，计有:

《桂先)) (半月 1斗片，北京，北京大学广西新期成会出版;黄

日葵、谭寿林、党庆华、胡伟然、苏康甲为编辑，潭寿林为编辑

部主任;

《锋声杂志))，北京，中国大学广西同乡会出版;

《新漓潮半月 1气IJ)) 北京，广西桂林道旅京学会出版;

《南太思))，南太患留京学会发行;

《友声))，北京，广西省南宁二中留京学友会发行;

《群言杂志))，广州，广西留穗学会出版，宁培英主编(该刊

从 1920 年办至 1937 年，原为季刊，后攻为月刊、半月刊，刊名

初为《群言))，后改为《群言杂志》、《群言月刊))) ; 

《西江潮))，广州，广东高师广西同乡会出版;

《新桂半另币IJ))，新桂半月刊社出版;

《留穗公法学报)>，广州，广西留穗公立法学会出版;

《桂风半月刊)>，上海，广西旅沪同乡组织出版;

《苍梧花))，广州，苍梧留穗学会出踉;

《容县留穗学摄))，广州，广西容县留穗学会出版.

这些报刊内容多是宣传民主主义，介绍西方新思想新文化，

宣传马列主义等进步思悲，抨击封建保守的旧思想旧文化，有鲜

明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事i剖，主张建立民主政治等言论.

上述这些报刊都在广西发行，主日《桂光》半月刊每期印行

7 



2000 份，寄回广西棒州、梅邦、玉林、藤县、岑溪、贵县、北

流、平乐等地分铺提出售. <(群言杂志》在广西设分销处的有梧

州、离宁、桂林、梅州、贵县、 j主流、玉林、黯)11 、平南、容

县、藤县、岑漠、平乐等 26 娃，

"五四"运动爆发时，广西最先起来啃应的是梧州，其次是南

宁、桂林、榜州等每 1919 年 5 月 27 S. 梧州学生联合会救国留

在大较辑举存在几千名学生参鼎的爱国集会和示成潜行.北京、

上海学糕，都深代表到梧州进行宣传发动，帮助建立了广西全省

学生联合会，当时宣传马列主义的主要刊物《薪青年》在梧州设

有代振处。 1924 年 12 另 26 f3西广西p{委给自中央部报告中，

提议给广西捂舟、桂林、窑县等六个学校雷书室黯窝《瑞导》、

《中国青年》杂志，六个学校中梧州占三个(即梧州中学、梧州

师范书报室郭捂如i离华晨援社L 梧判成为"五四'运动时期广西

学生运动和传播导克患歹甘宁主义的中心.

a五四"运动后，广西各地的先进学生，接受马歹lJ主义思想，

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其宣传的重要手段之就是出版握手j。先

后出攘的刊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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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眉晨报)).梧州，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出版;

《数居旬摄)>.梧州，梧然学生救国会出题;

《妇女之光)>.梧舟，广西妇女联合会出版;

《梧知民擅自摄>>.梧州出题;

《三月刊>>，桂林，桂林学生联合会出版;

《周援)>，桂林，桂林学生联合会出援;

《人钟>>.桂林，桂林师范学生联合会出版;

《小烧友)>，桂林，桂林9草莲学生联合会出报;

《校友会杂志>>，桂林，桂林9罩在学生联合会出殷;

《爱国报)).离宁，南宁学生联合会出段;

《南宁三民报)>.南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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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贵袅，费基学生联合会出版;

《五月花)).玉林，玉林学生联合会出版;

《玉林青年))，玉林，玉林学生联合会出段;

《捷康杂志)).主辑，玉林中学提康联合会出题;

《绣江杂志))，容县，容县学生联合会出雄;

《学校周报)).蒙山，蒙出县立高等小学自握自

这些报刊，内容大多是必或介绍学窜，或碌莓哥学习，或鼓吹

爱国，或攻击时弊'气都有反帝反封建，民主爱国等进步思

想，它唤起民众，催人奋嚣，

1日桂系时期的出援邱割机构萝除了晓清己有的挂握书局、广

西宫书局卦，广西又出现了一些出最印黯单位(当时出藏、均

属、发行三者之间分工还不是很专，存的单位搞出藏也搞部麟，

搞印刷的也有经营出版发行的，书店也有就卖书也编印书的).

这些单位经营范爵还不专，据资料记载，这一段出版部剧机构还

有:

挂享享有露天出援桂、桂林图书公司 L

离?有玫瑰书局(1919 年L 华通书局(1918 年〉、进步书

局缩辑所 (1922 年U

梧州有宣道书局{1910 年)、新生商在(1918 年L 九坊路

大文堂、荣华浸信会书局(1925 年}、商业日报(1914 年)等.

捂fH曾出了一本出留考察的图书《赴日考察报告)) (作者愿制

黯，曾任陆荣廷军政府的民政司长等，先绪三十二年 (1906

年〉出援}等.

此外，县一毅租出混了一些出建立部瑞发行单位和提刊，如:

玉林，新文化公司、德昌印务信;

陆)11 ，宾兴语;

挂平，仁藕堂;

窑县，同仁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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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县. <<贵县青年>>;

贺县. <<革命青年社》等，

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传人，现代的印刷设备相邱黯技术也

引进了广西。如广西宫书局已有了铅字部制机、铸字杭等，梧扑i

室道书局的自1尉设备和部分级张是从英国运来的.宣道书局邱羁

厂的印剿事1器和其他设各的现代住程度及其生产能力，当时在广

西的部刷厂中是最好的盼最初的凡名印黯技术工人也是从英国来

的，由此看来，广西具有现代意义的出躁、邱尉、发行业，在113

桂系对期己逐渐形成.

察教出嚣的简捏

在广西，宗教的出版，比较活跃的是梧鼎的宣道书局。宣遵

书局是美国基督教在广西杂的一家出牍、印刷、发行三合一的出

版事l莉，该局地址在梧扑i市现大中路基督教礼拜堂，后曾搬至自

鹊出顶{今梧州市少年文化宫舞厅).负责人是翠辅员(译音) • 

是如拿大籍英国人，出身贵族家庭.也是美国基督教室道会渡来

中国的传教士，任宣道会会长. 20 世纪辑来主要j广百.为了科用

文字传教，他向美国宣道会提出在梧外i开5年宣道书局，得到教会

同意，由位并雇了几个职员编辑印割和散发宣传基督教的书报刊

物@其中宣道书局印制厂的部分杭器，是他继承其父亲财产从英

蜀运来的，

宣道书局主要印发《圣经报)> (在，梧州吉编自$).该报先是

事刊，后是互支月刊，月号音、半月刊，向全国及南洋群岛等地发

行E 障时还编邱宣道小册子、传单等给该局编辑人员除霍辑良

外，还有康阜尧、徐如j摩、罗节文、甘人等，

宣道书局的印剿厂杂费人先是麦美俭，后是员充道(译

音).该厂在 1925 年 6五卅'惨案后挨火烧，提失惨重，因商结束

在梧州的生产，迂往武昌.

宣道书局出版的宗教书籍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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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再1陆考>> (霍辅民著. 1916 年出版);

《搞录圣书>> (霍辑~著， 1917 年出版);

《罗马人书讲义>> (理辅民著， 1931 年出版);

《圣经各卷讲义》及基督教义宣传的各种小册子等.

刊物方面，现还有存书的有:

梧州浸信教会《季刊>>.共出至 5， 6 期;

梧州浸信教会联合会《季节IJ>> (据目录，该刊从拉战前出至

抗战胜利后).

《真光杂志>>，从 20 年代起出版，该刊主编、张镜开{又名

张叉开，广西平乐人)，该杂志发行全国，数量较大.

《梧州宣道会宣道消息>> (今存第一卷第五攘. 1924 年 10 月

出版L

《宣道消息>> (广西全省宣道会联合会出版，存 1928 年出般

的，此刊当对至少每两月出一期，经理赵fgp塘，编辑梁细杰) • 

此外，捂炜基督教室道会还办了一个"真光书楼n 陈列各种

宣道基督教的书刊，供群众免费黯宽，也开设售书业务，购书者

亦售给.

三、书刊发行概况

广西的书刊发有，据资料记载，先于广西的书刊出版，部广

西还未编辑出版书刊之前，广西己有书店发行外省编部的书刊。

民吕以前，j.西已出现辑售书刊的书J;5.为存史备考，把18桂系

时期以前广西的书店也予到述.

1911 年以前，广西各地己建有书店 16 家，分布于 9 个市县

(其中分布于四个市的占 44.4%)，分布的情况是:

桂林 5 家:经给堂、赣文书局、石渠书局、经益堂、全文堂

南宁 1 家:麟经阁书焉;

榻Jffl 2 家:经文堂、翰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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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 2 家:文明阁、宣道书局;

玉林 1 家:翰文堂古今图书店;

桂平 1 家:商务书局;

宜山 2 家:尊经商书局、余庆幸扫书店;

因东 1 家:志成书局;

宾阳 1 家:长安书h50

这些书店出售的自书，以木刻版琴日石亥tl肢书为主，如《三字

经》、《百中经》、《百家姓》、《千字文》吕书五经、《声律启蒙》、

《幼学故事琼林》、《古文观止》、《朱子集言》、《唐诗三百首》

等.这些书是当时私塾用来作课本的，发行量较多，范围较广.

戊E克维新以景.~科举，兴学堂，办新学.此后书店销售新

书刊就更多。除发售完i版书议外，还从上海、广判、武汉、长沙

等地进来一些新书一一教科书及其他类书发行，

梧州的文明图书店是同盟会香港分会派韦立权、谭剑英到梧

州创办的.该在秘密发行了宣传民主革命的书刊.如《民报》、

￡革命军》、《警世钟》、《猛自头》、《驳康有为政见书》等，为‘驱

除草生虏，创立民国'大造舆论.

(文后附表一《晚清时期广西各地书在一览表)))

1912--1915 年，广西图书发行机构有所发展.全省有书

店{书局、书馆、书费、书庄) 64 家，比清末 16 家增加了 49

家，增加了 2 倍多.这些书店中，有晚清时期办下来的多馆、书

商、书堂、书坊等，他们有既刻书又销售图书的，但此时刻印和

发行的分工比较明显了 o 64 家大多是以销售图书为主业的店、

局等.这 64 家书店，分布在 23 个市、县，除清末时期有书店的

9个县、市外，新增加了 14 个市县有了书店，即增加了平离、

横县、百色、容县、贵县、上思、龙舟i、恭城马荔浦、手乐、蒙

山、武宣、忻域、北海.分布的市县比清末增加了一倍半.增加

和分布的具体市、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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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原有 5 家，增如 5 家，增如的店名是:离务印书馆、

桂海书局、亚拚1书勇、桂林雷书公司、世界书局;

离宁，原有 1 家，增加 4 家，增加的店名是:文海楼书局、

文智书勇、丛文离书局、强华书局;

柳州，原有 2 家，增加 5 家，增主口的店名是:李联昌、刘福

记书菇、兴盛书局、粹文书勇、觉非石库社;

梧州，原有 2 家，增加 5 家，增加的店名是:通学书局、商

务印书馆〈支馆}、育薪书局、中华书局(支局)、模经阁书是;

玉林，原有 1 家，增加 1 家，增如的Ji5名是:大同书庄;

宾陷，原有 1 家，增加 2 家，增加的店名是:明经堂、益友

堂;

桂平，原有 1 家，增加 2 家，增细的Ji5名是:广新书局、明

薪书局;

宜山，原有 2 家，增如 2 家，增加的店名是:袁王兴书店、

福泰庆书店.

新出现书店的十四个县是:

平离 1 家，钟元记书店;

横县 2 家，文香阁、时中黯;

百色 3 家，文化书局、南华书局、启智书局;

容县 1 家，翰经堂;

上思 1 家，功学历;

贵县 3 家，文华书局、德生局、本立堂书局;

龙#\1 家，振亚书局;

恭域 1 家，成春离;

荔浦 2 家，叶德兴、蒋合i己;

平乐 1 家，商务印书馆代销处;

武宣 1 家，振兴书局;

忻域 1 家， Xtl伦才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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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 2 家，茂和书店、蔚华书局;

蒙山 1 家，德利书店.

清末时期已有书店的吕东县志成书局，此时仍然存在.

新出现书店的 14 个县中，少数民族聚居的县是忻域、上

思、民室、恭城、龙州、百色、横县、贵县，占 14 个县的

57.14% • 

这个时期有书店的 23 个市县中，有少数民族聚罩或杂居的

有 13 个{国东、柳1+1.南宁、百色、横县、贵县、土思、龙

州、武宣、忻域、恭域‘宜山、桂平).占有书店市县数的

56.52%. 

这 64 家书店中，专营图书 25 家，图书兼营文具的 26 家，

图书兼印刷 8 家，图书兼文具纸张及教学仪器 3 家，图书兼瓷器

文具'1 家，留书文具兼行医 1 家.因专营自书营业额小，营业和j

悔不能维持经营人员生活，所以有一半多的书店同时兼营其位业

务，

这一时期的书店经营规模最大的是离务印书馆，其次是中华

书局幸口量界书局.梧1+1商务印书馆人数最多时达 25 人，桂林分

馆 9 人;中华书局梧州、柳州等支局均 15 人，这丑，家书店的营

业额，以梧州商务印书馆为最大，每年销售额达三十万元以上

(大洋，下同);中华书局次之，每年约 20 万元以上;世界书局

又次之，每年十多万元.此外营业额较大的还有文渊书局、大东

书局、强华书局等几家.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家的总局都在上海，

它们是外省书店来广西设分支机构最旱的几家，也是广西畏国时

期民营书店最大的几家.离务、中华=世界和文渊元家主要是经

营学校用的教科书和各类教学参考书为主，同时经销大出援社的

图书.这几家基本垄断了广西教科书的市场.商务、中华、世界

主要发行当时经教育部审订的本版中小学教科书.其中商务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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