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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实地、准确地、系统地反映和记述河北省出版事业

的历史和现状，目的在于存史、资政、教化，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提供借鉴和决策的科学依据。

二、编写原则

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生不立传。

三、体例

(一)横排竖写，贯通古今，明古详今。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9年。

(二)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种体裁形式结合叙事。

(三)根据本专业志特点，分设章、节、．目记事。

(四)简化字的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 El重新

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五)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

闻出版署1990年3月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六)数目字的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联合发布的，规

定从1987年2月1日起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七)计量单位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仍用原计量单位。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折合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河北省历史悠久，山河锦绣，人杰地灵。远古，原始人就生活繁衍在这块土地之上。

“北京猿人”、。山顶洞人”曾在河北省北部留下了古文化遗址。原始社会晚期，黄帝部落

由渭水流域迁徙到河北省西北部。致有“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又

有“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成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①

的古籍记载。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渔猎农桑，休养生息，在与自然界作斗争中，在

有组织的劳动狩猎过程中，形成了最初的语言和文化活动。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活动

的交往与视野的扩展，文化也逐渐发展起来，并逐步提到更高的层次。春秋战国时期，文

人辈出，才华横溢，著述甚丰。据史料记载，仅先秦河北省这块土地上就有图书遗存35

种。《苟子》、《慎子》、《公孙龙子》、《黄帝八十一难经》、《外经》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文

化和科学技术水平。两汉有图书遗存63种，魏晋南北朝有图书遗存292种，隋朝有图书

遗存72种，唐朝有图书遗存397种。对祖国古代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

的贡献。河北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宋朝，北方少数民族逐渐南进，直至入主中原，宋王朝迁都临安(今杭州市)。当时

的文化人，大都与北宋朝廷及各级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文人学者本身就是

朝廷命官，他们随朝廷南迁，从而形成了。文化南移”的现象。辽与金为了维持他们对

中原的统治，虽也极力搜寻文人提倡文化，但由于民族间文化素质的差距，不是在短时

间内可能弥补的。所以，河北省辖区内，宋朝图书遗存只有246种。辽、金图书遗存，其

数寥寥，辽6种，金114种，就是元朝也只有246种。·

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命人搜求整理图书典籍。又命

礼部派员到南京征调典籍图书，得百柜运至北京。北方书业开始复兴。河北省地处京畿，

政治、经济、文化都仰赖京城的辐射，河北省的文化及书业也随之活跃起来，明朝历经

277年，河北省现辖区内共出版图书941种。直到清朝达到古代图书刻印的鼎盛时期，河

北省现辖区内共出版各种图书4462种。徐世昌的《大清畿辅先哲传》、陶梁的《国朝畿

辅诗传》、王灏的《畿辅丛书》、黄彭年总纂的《畿辅通志》，其编辑印装质量，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平。

河北省有重视编纂出版地方志的传统。《河北古今书目》@，共收录河北省现辖区内各

①载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第1册第3页．

@雷光照等编‘河北古今书目’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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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方志1155种，具体载明成书或出版时间的共824种。是全国编修地方志最多的省区

之一。最早的是汉朝卢植所修《冀州风土记》。汉朝及至元朝，河北省共修方志41种。明

朝277年间，河北省现辖区内共纂修出版各种方志235种。其中府志27种，州志37种，

边关志13种，县镇志158种。清代河北省共纂修各种方志411种。可谓洋洋大观。中华

民国(以下简称民国)期间出版方志133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89年，已出版志

书4种。省、市、县各级正在积极修志，不久，将有大批志书陆续出版。可以说，从明

朝以后，编纂志书像一条线一样，牵动着河北省图书刻印出版业的发展。

民国期间，河北省辖区内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各种政权交替更迭，战争频仍，民

无宁日，严重摧残了出版业。据资料统计，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至25年(公元1936

年)的25年内，河北省出书仅464种，平均每年出书只有18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民国26年(公元1937年)至38

年(公元1949年)共出版图书1552种，平均每年出书119种，增加了5倍多。也就是

说，民国时期77％的图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各根据地克服重重困难编辑印刷

出版的。民国30年(公元1941年)冀中区出版的《冀中一日》，是由10万人响应号召

动手写稿，而后编成书的。民国31年(公元1942年)，晋察冀边区克服种种困难，创办

了《晋察冀画报》。民国33年(公元1944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编辑出版了第一部

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这些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疑是一次宏伟的创举，在河北

省出版史上，也可谓是一个惊人的奇迹J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河北省出版业进一步发展，出版社发展到9家，计河北人

民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河北音像出版社、河北大学出版社、武强年画社。从1949年至1989

年41年间，共出版图书12203种。全省现有印刷厂2800家，图书发行除各级新华书店

所属407个门市部外，供销社及其他商业部门售书点2761处，集体所有制书店已达107

个，个体售书户345户。在全省范围内，已形成了包括编辑、印刷、发行在内的出版系

统和网络，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界不断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转换机制，认

真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勇于开拓，狠抓图书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图书质量不断提高，获奖图书增多，出版事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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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图书遗存及出版

(先秦至中华民国)

据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古籍知识手册》计算，全国历代出版

的古籍多达8万种。

据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的《河北古今书目》统计，从先秦到清末2000多

年中，河北共编著出版各类图书6888种。其中属于“经部”书1090种，“史部”书882

种，。子部”书846种，“集部”书3052种，另有地方志1018种。按其编著出版朝代计

算：战国35种，汉63种，魏22种，晋54种，南北朝216种，隋72种，唐397种，五

代14种，宋246种，辽6种，金114种，元246种，明941种，清4462种。

中华民国(以下简称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河北编著出版图书201种。．6

其中属于政治经济类840种，历史地理类70种，科学技术类150种，教育文学类723种，

文化读物类100种，地方志133种。一

第一节先秦两汉

据史籍记载，现河北辖区内，有先秦图书遗存35种，汉代63种。

一、图书目录

先秦：

《易传》、《诗序》，卫(今大名，下同)人子夏撰。鬈诗传》、《越绝记》，卫人子贡撰。

‘吴子》、‘玉帐阴符》，卫人吴起撰。《公孙鞅》、《商子》，卫人商鞅撰。《黄帝八十一难

经>、《难经本义》、《难经集注》、《枕中秘诀》、《扁鹊内经》、《扁鹊外经》、《扁鹊陷丸

方》、《扁鹊肘后方》、‘扁鹊偃侧针灸图》、《秦越人难经疏》、《扁鹊针传》、《扁鹊疗黄

经》、《子午经》、《灵枢金镜神景内经》，鄞州秦越人撰。‘子华子》，内丘程本撰。《随巢

子》，赵人随巢子撰。《慎子》，赵人慎到撰。‘公孙龙子》，赵人公孙龙撰。l：苟子》、‘苟

况集》、《孙卿赋》、《帝王历纪谱》，赵人苟况撰。《庞蠼》，赵人庞熳撰。《虞氏征传》、

<虞氏春秋》，赵人虞卿撰。{：处子》，赵人处子撰。《毛公》，赵人毛公撰。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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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

《毛诗》，赵人毛苌撰。《吾丘寿王集》、《吾丘寿王赋》、《吾丘寿王》、《虞丘说》，，赵

人吾丘寿王撰。《待诏金马聊苍》，赵人聊苍撰。《蔡癸》，邯郸蔡癸撰。《左氏传注解》，魏

郡许淑撰。《护军射师王贺射书》，元城王贺撰。《王禹记》，常山王禹撰。《春秋繁露》、

《公羊治狱》、《春秋决疑论》，《董仲舒集》、《董仲舒》、《请祷图》，广川董仲舒撰。《毛诗

诂训传》，河间毛亨撰。《河间周制》、《对上下三雍宫》、《乐记》，河间刘德撰。{：张超

集》，鄣人张超撰。《张敏集》，鄣人张敏撰。《雅琴赵氏》，渤海赵定撰。《易林》、《无谈

子论》、《崔篆集》，安平崔篆撰。《崔驷集》，安平崔驷撰。《南阳文学馆志》、《太玄经

注》、{：飞龙篇篆草势合》、《崔瑷集》，安平崔瑗撰。《杂著》，安平崔烈撰。《韩诗外传》、

《韩诗内传》、《韩氏易传》、《韩故》、《韩说》，燕人韩婴撰。《四民月令》、《正说》、《崔寰

集》，安平崔蹇撰。《崔琦集》，安平崔琦撰。《昏仪祭仪》，安平崔皓撰。《论语燕传说》，

未著撰人。《隽永》、《蒯子》，范阳蒯通撰。《卢公范》，涿州卢慎撰。《战国策注》、《淮南

子注》、《吕氏春秋注》、《正孟子章句》、《礼记注》、《明堂月令》、《淮南鸿烈解祜》、《淮

南鸿烈音》、《孝经解》，涿郡高诱撰。《郦炎集》，范阳郦炎撰。《礼记注》、<三礼解祜》、

《礼续汉记》、《别传》、《尚书章句》，涿郡卢植撰。《徐乐》，无终徐乐撰。《五鹿充宗略

说》，代郡五鹿充宗撰。

二、名著举要

《难经》． 医书，全称《黄帝八十一难经》，战国·秦越人撰。秦越人(生卒年不

详)，号扁鹊，人称神医，渤海郡鄣人。书中设有81难，以设难答疑形式，解答和发挥

黄帝《内经》中的医学理论问题，故名为《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全书所述，

以医学基础理论为主，并详细分析论证病例。其中，1～22难，论脉I 23""29难，论经

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疾病；62'-'68难，论腧穴；69"-81难，论针法。

内容简明，辨析精微，尤以脉学贡献最为突出。它是祖国医学经典著作之一，对中医理

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明刻《医学集览》本。

《慎子》 哲学著作，战国·慎到著。慎到(约公元前395"前315年)，赵国(今邯

郸)人。其学源于黄老道德之术，强调以道变法，守成理，因自然，因人之情；提出

。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济”。《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42篇，至宋代部分失传，

《崇文总目》得37篇f今仅存7篇，收入《守山阁丛书》。内容从“贵势”和。齐万物”

思想出发，提出作者的法治主张，认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并强调。君道无为，

臣道有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的必要。有清钱熙祚校本，光绪间《畿

辅丛书》辑本，民国24年(公元1935年)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排印本。1984年浙江

人民出版社影印本，收入《百子全书》。

{：公孙龙子》 哲学著作，战国·公孙龙著。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前250年)，赵

国人。原书14篇，今仅存《迹府说》、《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

实论》等6篇，不足2000字。其中《指物论》，指出共相并非具体事物，但可概括为许

多特殊事物l《白马论》，论证。白马非马”．严格区别事物的差别法；《坚白论》，强调坚、

白同石分离，可以独立自藏I《名实论》，要求名实相符，强调立辞不得自相矛盾。是书



第一章图书遗存及出版 ·3。

对我国古代逻辑思维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其诡辩论和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不可取。

是书有宋代谢深注本，为通行本。近人谭戒肃《公孙龙子发微》，有1957年科学出版社

排印本。庞朴撰《：公孙龙子译注》，有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荀子》 哲学著作，战国·荀况著。苟况(公元前313""前238年)，赵国(今邯

郸)人。是书原33篇，今存32篇，各有篇名，首为“劝学篇”，末为。尧问篇”，其内

容是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在天道观上，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提出

。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观点，在认识论上，提出世界可知论，强调主客观接触才能

构成认识，在人性论上，宣扬性恶观点，重视社会环境的教育改造作用；在儒学分化中，

代表革新势力，成为先秦时唯物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苟子》一书，唐代杨惊注本传播

最广，以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嘉善谢墉安雅堂刻本为最佳，收入光绪间定州

王灏《畿辅丛书》。清代王先谦《荀子集解》，有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本。近人梁启雄

《苟子简释》，有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春秋繁露》 17卷，哲学著作，西汉·董仲舒著。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

年)，广川(今景县)人，曾任博士、江都王相、胶西王相，后托病辞官，专事修学著书，

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春秋繁露》共17卷82篇，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

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以阐述。春秋大一统”为主旨。在宇宙观上，把“天”作为至

高无上的神，建立。天人感应”论；又提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确定“君权神授”论。

在思想方法上，认为矛盾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从而确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

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认识论上，提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从而建立以名正

实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是。三纲”、“五常一说的创立者。此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

志》。后有《四部备要》本。清光绪年间收入定州王灏谦德堂刻《畿辅丛书》。另有1975

年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

《毛诗诂训传》 简称《毛诗》、《毛传》，30卷，西汉·毛亨(一说毛苌)作。毛亨

(生卒年不详)，河北河间(一说山东曲阜)人，人称。大毛公”，为毛诗学的开创者。古

文《诗》，亦称《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收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

的诗歌305篇。秦朝焚书，《诗经》毁于火。到汉代传诗者有4家，即齐人袁固，鲁人申

培，燕人韩婴，河间毛亨。东汉以后，毛诗盛行，其他三家，逐渐衰废。《毛诗诂训传》，

是现存最完整的《诗经》注释本。河间献王刘德将此书献给了汉武帝，而未引起朝廷的

重视。刘德把毛亨弟子毛苌(邯郸人)立为博士，人称小毛公，在中山国等地传授《毛

诗》。流传现在的《诗经》，就是毛亨、毛苌传下来的。通行本有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

义》，宋代朱熹的《诗集传》等。

《韩诗外传》 简称《韩诗》，说鬈诗》著作，西汉·韩婴撰。韩婴(生卒年不详)，

汉景帝时(公元前156"-前141年)曾任常山太傅。《韩诗》分内传、外传，共10卷。卷

一，曾子仕；卷二，楚庄王；卷三，舜，卷四，纣；卷五，子夏问；卷六，比干；卷七，

田过f卷八，廉稽，卷九，孟子，卷十，齐桓公。南宋以后，内传已佚，仅存外传6卷。

此书旨在引《诗》证事，援引历史故事以解《诗》义，实际已与《诗》不相比附，且多

与周秦“诸子”之说相出入。只因它以时代在毛苌之前，遂列为古来说《诗》之冠。该

书最早为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刻于杭州。后有明吴郡沈与文辨野竹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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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芙蓉泉书屋刻本，皆精善。清有吴氏望三益斋刻本，定州王灏《畿辅丛书》辑刊本。1972

年日本广岛有油印本。1973年古籍出版社重刊《韩诗外传》木版、绵纸本。1980年中华

书局出版许维通集释本。

《四民月令》 l卷，农书。东汉·崔窟撰。崔塞(约公元103～170年)，一名台，字

子真，又字元始。安平人。曾任五原、辽东太守，入朝拜为议郎、尚书。作者根据当时

地主庄园发展的实况，参酌个人政治主张，对士、农、工、商。四民”务本(农)活动

所作的一种设计。全书以农业生产为主，其余纺织、工匠、农产买卖、文化教育、医疗

卫生、习射练武等，也都环绕着农业活动进行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时期中

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状况和文化生活。该书写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唐代

尚存抄本，宋以后亡佚。后人辑佚本，多以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为底本，参以《齐

民要术》及其他各书所引。校释本有石声汉《四民月令投注》，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缪

启愉辑释、万国鼎审订《四民月令辑释》本，农业出版社1987年出版。

麓攀藏
震潮

《战国策注》亦名《高注战国策}21卷，

杂史．东汉·高诱撰。高诱(公元180年前

后在世)，琢郡(今涿州)人。汉献帝时(公

元190～220年)，历任司空掾、东郡濮阳令。

原书《战国策》．传为战国时各史官或策士辑

录，是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亦可说是一部

战国杂史。西汉末，刘向校订，编为33篇。

《高注战国策》为33卷(篇)，逐卷分国记事，

计；一至七卷。秦国I八至十三卷，齐国#十

四至十七卷，楚国l十八至廿一卷，赵国}廿

二至廿五卷，魏国I廿六至廿八卷，韩国；廿

九至卅卷，燕国，卅一卷，中山国l卅二至

卅三卷，宋、卫国。北宋曾巩《重校战目簸

序录》中有云：此书之作，上继春秋，下至

秦汉，起迄二百四五十年间，载其行事．故

不得而废也。该书收入清光绪间《t辅丛

书》。另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中华

书局《四部备要》本。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

版《战国策注》精装本。现在通行的最好版

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战国簸》校点本。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1年)河北藉作者著述图书遗存共有292种，其中三

国魏22种，东西晋54种。南北朝21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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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注》，

，清河

张揖撰。《明堂论》、《春秋丛林》，赵郡李谧撰。《游山九咏》，中山李康撰。《通古人论》、

《九州人士论》，涿郡卢毓撰。

晋朝；

《刘遐集》，广平刘遐撰。《五经通论》、《七代通纪》、《三魏人士传》、《晋书纪

志》、《汲冢书抄》、《发蒙记》、{：束皙集》，大名束皙撰。《牵秀集》，武邑牵秀撰。《西

铭集解》、《鲁灵光殿注》、《张载集》，武邑张载撰。《张协集》，武邑张协撰。《张亢

集》，武邑张亢撰。{：春秋谷梁传集解》，清河范宁撰。《石崇集》，南皮石崇撰。《欧阳

建集》，南皮欧阳建撰。《汉书注》，中山张晏撰。《刘琨集》、《刘琨别集》、《刘司空

集》，无极刘琨撰。《论语大义解》、《诸王国杂仪》、《古今注》、《论语集义》，燕人崔

豹撰。《庄子注》、《杂祭法》、《卢谌集》、《别传》，范阳卢谌撰。《小道》，范阳卢钦撰。

《相风赋》，范阳卢浮撰。《晋八王故事》、《晋四王故事》，范阳卢缣撰。《春秋公羊传

注》，范阳高袭撰。《志怪》、《祖台之集》，范阳道(今涞水)祖台之撰。《博物志》、

《神异经注》、《禽经》、《杂记》、《三鉴灵书》、《三家星歌》、《玉函宝鉴星辰图》、《浑

天列宿应见经》、《众星配位天隔图》、‘小象千字诗》、《张公杂记》、《列异传》、《感应

类从志》、《异物评》、{：乾象录》、《张华集》、《张司空集》，方城张华撰。《正天论》，蔚

州鲁胜撰。

南朝：

《毛诗集注》、《三礼义宗》、《集注周官礼》、《春秋经传解》、《春秋先儒传论》、《春秋

左氏传立义》、《春秋序》，清河崔灵恩撰。《仪礼章疏》，信都黄庆撰。《郎颖集》，新乐郎

颖撰。《风雅比兴义》、《述行记》、《许懋集》，新城许懋撰。《齐书》、《梁史》、《文笔》，新

城许亨撰。t-I=林》、《方物志》、《符瑞记》、《皇随瑞文》，新城许善心撰。《甄玄成集》，中

山甄玄成撰。《易义释》、《孝经注》、《论语注》、《缀术》、‘述异记》、《老庄义释》、《祖冲

之集》，范阳道(今涞水)祖冲之撰。《天文录》、《漏刻经》、《权衡记》、《称物重率术》，

范阳道(今涞水)祖咂撰。《张绾集》，方城张绾撰。《晋书钞》、《后汉记》、《钞江右集》、

《张缅文集》，方城张缅撰。《鸿宝》、《算经异义》、《张缵文集》，方城张缵撰。《礼记注》，

燕人业遵撰。

北朝：

t字略》、I：宋氏别录》，广平宋世良撰。《关东风俗传》，广平宋孝玉撰。《典富》，广

平苟士逊撰。《程骏集》，广平程骏撰。《春秋摘句》、《冯元兴文集》，肥乡冯元兴撰。《易

集解》、《冠婚礼》、《儒棋格》、《游雅集》，任县游雅撰。《汉书音义》、《汉纪音义》、《周

易注》、《急就章》、《历术》、《食经》、《尚书注》、‘毛诗注》、《礼记注》、《春秋注》、{：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