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





图书在版编目(C碑)数据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债延年，陈日浓编．一北
京：新星出版社，1999．5

ISBN 7—80148—180—1

I．中⋯ Ⅱ．①戴⋯②陈⋯ Ⅲ．中国外文局一大事记

Ⅳ．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8622号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

大事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

社址：北京百万庄路24号 邮编：100037
’

电话：68326331

印刷：北京外文印刷厂。

开本：大32 850×1168
7

印张：30

字数：635千字

版次：1999年5月第一版199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印N 7一踟148—180—l／z．181

定价：62．oo元(一、二册)



谨以本书献给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50
(194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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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泉

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也迎来了

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成立

50周年。 ，

新中国的成立与外文局的成立在同一天——1949年10

月1日。先有国，后有局。外文局是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

业的主体。外文局的前身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

局，它主管对外宣传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是为打破帝国主义 ．

对新中国的封锁，向世界人民介绍人民共和国而设立的。这
～

说明。在新中国创建伊始，就同时把对外宣传工作摆在了党和

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

半个世纪，历史一瞬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每个人都有深切的感受，为此而骄傲!我们外文局跟

随祖国前进的步伐，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也有自己不寻常

的经历。外文局的几代人在艰难中创业，在曲折中成长，在改

革开放中发展，为向世界介绍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传播中国

的文明，为增进中外友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为此感到

光荣和自豪1

50年国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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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局庆，是外文局的大事，也值得外文局人庆贺。

在筹备庆祝活动时，局党组一直认为应当办几件实事，首

先想到的是，把外文局50年的历程，把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外文局的关怀和指示，把几代外文局人艰苦创业和敬业的

事迹，以及他们在书刊对外宣传中的经验教训和进行的理论

探索，把外国友人的国际主义情怀，整理记载下来，出版一套

系列文集，慰藉前人，激励后人，作为献给新中国外文出版发

行事业、献给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50周年的一份厚礼。

党组决定出版这套系列文集，不仅是感到了它的重要性，

也是感到了它的紧迫性。在外文局半个世纪的历程中。经历

过多次变动，发生过许多大事，有过一些非常珍贵的史料，这

些史料真实地生动地记载着外文局的发展历程。但是，除了

<大事记>有过整理以外，对于许多史料没有进行过专门的收

集整理，有的没有档案，甚至没有任何记载。这次整理中发

现，有些史料散存在某些单位、某些个人的手中。<史料选编>

订 中的一部分是靠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支持而提供的，有的是靠

一 一些人的回忆，顺着线索找到的，有的至今还没有找到，这是

一个损失。关于<回忆录>中早期的一部分资料，主要靠一些

当年的创业者和老一代工作者回忆提供，他们中的一些人年

事已高，有的身体不好，这项工作带有抢救性质；有的人已经

过世，损失已无法弥补。<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中收

集的文章，是几代人实践经验的总结，有些经验教训是用惨痛

的代价换来的，但这些文章长年散落各处，我们的实践和对外

传播学的建立，又急需要理论的指导和提高。所以，无论从哪

一方面说，都需要我们重视、需要我们抓紧做好这一工作，不

要再失去这一次机会，我们要对得起前人，对得起后来者，搞

好外文局这项重要的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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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外文局50年，我想谈一点基本的情况和体会。

自从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1949年10月1

日成立，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外文局与上级的隶属关系有过

10多次的更替，读者从<大事记>中可以看到，其中比较大的

机构变革有四次：1952年7月，经政务院批准，国际新闻局改

组为外文出版社；1963年5月25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

十七次会议批准，外文出版社改为由国务院直属的外文出版

发行事业局；1982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外文局成为文化部

内设的一个机构；1991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外文局全建

制地从文化部划出，1995年中央办公厅[54]号文件中明确规

定。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中共中央所属事业单位”。了

解外文局的这一历史演变，是了解外文局的一条主线，可以具

体地看出外文局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看出外文局在各个时

期的机构设置和工作情况。

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有两个不变，这是了解和把握外文局

的中心环节。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我国 m

书刊对外宣传事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宋庆龄一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

体，对外宣和外文局的工作都作过重要的批示和指示，从书刊

外宣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到书刊的内容、宣传艺术，从人员

的调配、干部培训到机构设置，都有过明确的意见，至今仍有

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重温他们的这些教诲，深感有些基本

要求到今天我们还远没有做好，尤其是对于外宣工作的要求。

二是外文局的中心任务一直没有变，它承担着党和国家的书

刊对外宣传任务。从根上来说，外文局就是为书刊对外宣传

的需要应运而生的。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

时，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就明确规定，外文出版社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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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宣传的外文书刊统一的出版机构”。1963年，经周恩来、

刘少奇、邓小平等同意的<关于加强外文书刊出版发行工作的

报告>中，对外文局的的主要任务作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定，

除了对我国的外文书刊的出版进行总体规划，组织各种出版

物的发行，还包括领导北京周报、人民画报、中国建设(今日中

国)、人民中国、中国文学、中国报道等各社和国际书店(国图

公司)、外文印刷厂的工作。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这一格局一

直没有变化。1995年12月，经中央批准的中央办公厅[54]

号文件中又作了明确规定，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承担

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我们要牢记

中央的指示和期望，集中力量搞好书刊外宣工作。

正是为着新中国的书刊对外宣传事业，从一开始就吸引

着大批的编辑、记者、翻译、出版、印刷、发行、行政、后勤等各

方优秀人才，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到了一起，吸引着众多的海

外赤子从世界各地回到了祖国，吸引着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凝

nr 聚起几代人为我国的书刊外宣事业而奋斗。他们有过创业的～
艰辛，有过胜利的喜悦；他们开创了局面，创造了业绩，积累了

经验；他们创下了基业，培养造就了一支既懂政治、懂政策又

擅长业务的书刊外宣队伍，留下了宝贵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

富。这一切，在<回忆录>中都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述，让人读来

犹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经历的种

种考验和磨难，有些人曾经蒙受过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们总

是对我国的外宣事业一往情深，执着追求。许多感人的事迹．

总使人激动不已，感奋不已。50年来，正是由于这一代一代

外文局人的奋斗．由于许多国际友人的帮助和国外读者的热

情支持，才有外文局历史上的辉煌，才有外文局改革发展的今

天。



据不完全的统计，50年来，外文局所属各杂志社、出版社

出版发行外文书刊10多亿册，发行到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

区，成为党和国家对外宣传的一支重要方面军，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历史是不能、也是不该被忘记

的。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诚然，我们今天回顾历史

不是迷恋、陶醉于历史，更不是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有位哲

人说过，最好的纪念是把眼光放在未完成的任务上。我们要

从现实出发，踏着前人的足迹去开辟未来，站在前人的肩上去

瞻望未来。谁都明白，我国今天处在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的伟大时代，我们同样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对外宣传也从来

没有遇到过今天这样的好时机，这是我们的前人所梦寐以求

的。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是搞好对

外宣传最坚实的基础；当今世界谁都不可能置身于国际社会

之外，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大踏步地走向世

界；中国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

样重视和需要了解中国，这种“两厢情愿”的结合，为对外宣传 一
扩大效果提供了最好的契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我

们广开思路，发挥聪明才智，搞活对外宣传，开辟了广阔的天

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出版发行中的应用，为出版发行

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由于书刊本身所具有的能够详

明生动地说明问题，能够广泛深刻地反映社会，能够多方面地

提供知识，以及携带方便、便于阅读、便于收藏等其他宣传手

段所无法替代的优势，书刊对外宣传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毫

无疑问，我们也遇到了前人所没有遇到(甚至没有想到)的许

多新问题，也就必然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在继承

的基础上，去创造、去开拓、去改革，下决心解放思想、转变观



。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不仅是搞好对

宣传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我们的事业前景美好，我们

一个非常好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我相信，一旦我们在思想观

上、体制上、人员素质上跟上了时代，我们将会如鱼得水，在

场经济的大海中自由驰骋，书刊对外宣传更加辉煌灿烂的

代定会很快到来。

我们出版的这一系列文集，还只是刚刚开始，后来的历

史，要靠我们今天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工和后来者续写。我们

即将告别20世纪，迎来崭新的21世纪，我们当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前人，从新的实际出发，谱写出新的灿烂的篇章。

1999年1月9日



编者的话

这本大事记扼要地反映了1949年至1999年中国外文出

版发行事业局的发展情况。它以编年体例为主。纪事本末为

辅．尽可能地如实记述50年中发生的历史事实。

1989年中国外文局成立40周年时，在当时局领导的指

导下，组织力量，编印了一本大事记。那本大事记，在各单位

提供材料的基础上，由汪海筠主编，杨梦幻、高复、徐霞、程敏、

陈士敏、林猷深、龙纯英参加编辑。他们翻阅档案，查找资料、

采访当事人，几易其稿，作了长时间大量细致的工作。

这次出版的50年大事记，是以那本大事记为基础，进行 ，

修改、补充，又新增加了后10年材料，编纂而成的。因篇幅较—品一

长，约60万字，故分一、二册出版，考虑字数均衡，以1982年

前后分册。

现外文局所属各社、店(公司)、厂，在1963年外文局成立

以前，有的是在外文局前身国际新闻局或外文出版社领导下，

有的是由国务院其他部门领导，但在对外书刊宣传业务上联

系较多。为了全面反映对外书刊工作情况并和后来划归外文

局的历史相连接，在大事记中，将那些原属其他部门领导的

社、店、厂的那段时间的主要情况也编写入内。

外文局成立时，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其任务之一是

对我国外文书刊的出版发行进行总体规划。因此，在1949年

●}-r●●I--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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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82年的大事记中，对工、青、妇、外贸、中华医学、中国体

育等外文刊物的情况也简要收录。

大事记的材料来源，主要是根据外文局档案室存有的文

件资料、会议记录和1979年至1981年局编译研究室编印的

<外文局基本情况资料汇编>(一)、(二)、(三)，其中又以中央

领导同志和各主管部门的指示、批件为准；另外还从各社、店、

厂大事记中选了一些有关内容。

外文局前局、社领导罗俊、吴文焘、阎百真、段连城、林戊

荪、李岩、康大川参加了前40年大事记的稿件审定。这次修

改、续编中，又征询了阎百真、林戊荪、张彦、车慕奇、沈苏儒等

局、社老领导的意见。

在编写这本大事记的过程中，曾得到外交部档案局、文化

部党史办、外联局和我局各单位许多老同志的关心和帮助，在

此一并致谢。
一 虽然大事记中的事实都经过仔细核对，但因时间跨度长，

丌 多种原因造成档案资料不全，有些事情只有上报材料，查不到

一 批示文件。可能有些重要事情还有遗漏，有的记录叙述不很准

确，有些单位的某些活动因为篇幅关系没有收入。尤其后10

年的编辑工作，限于时间和人力，初稿未及广泛征求意见，因

而本书难免还有其他缺点、差错，请了解情况的同志批评指

正。

尽管如此，在历届局领导和许多老同志的关心下，在局机

关和各单位有关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当庆祝外文局成立

50周年之际。我们终于有了一本较为完整的外文局大事记。

这本大事记历史地展示了外文局在我国对外宣传中的主

要业绩。包括成功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记录了外文局50年

来风风雨雨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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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史料，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改进我们

的书刊对外宣传工作，这正是编辑出版这本大事记的目的和

愿望。
’

由于这本大事记的内容有些涉及内部文件，请妥为保存。

编者

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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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

国际新闻局正式成立。局长乔冠华，副局长刘尊棋，秘书长冯

亦代。国际新闻局的筹备工作是同年8月开始的，10月1日

开始工作。当时，新闻总署下设办公厅、新华通讯社、广播事

业局、国际新闻局、新闻摄影局、北京新闻学校等机构。

国际新闻局是由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部和原设在香港

的<中国文摘>杂志的部分工作人员，并在北京吸收部分留学

生和民主人士中的编译干部以及从外省、市调来一些同志共

同组成。它的中心任务是对外宣传，主要业务是：1．编写新闻 ．

广播、时事性通讯稿并用外文向国外发布；2．以“外文出版社” ～
名义出版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的毛泽东著作等政治书籍和小册

子；3．筹备出版(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4．筹备出版<人民中

国报道>世界语杂志；5．管理在中国的外国记者；6．受中共中

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的委托，编译欧洲九国共产党情

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周刊的中文版。

国际新闻局下设：1．新闻处，处长沈建图、副处长陈龙；2．

编撰处，处长杨承芳、副处长张企程；3．出版发行处由冯亦代

兼处长、副处长王福时；4．联络处由刘尊棋兼处长、副处长王

越；5．<人民中国>编辑部(负责人见1950年1月1日大事

记)；6．资料研究室，主任朱启平。全局人数110人。党组织



是与新闻总署的机关单位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党支部。局址设

在北京国会街26号。

11月1日 国际新闻局新闻处编写、翻译的我国重要

新闻、时事述评和特写的英文文字广播稿以及英文口语广播

稿，开始由国际广播电台以新华社的名义每天向全世界广播。

此外新闻处还编发铅印<英文每日电讯>，内容与文字广播稿

相同，主要对象是国内的英语外侨。

11月1日 国际新闻局资料研究室编印的内部刊物

<英文参考消息>出版，先后由朱启平、林达光任主编。该刊是

为了有系统地研究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动向和宣传内容，

将收听到的各国通讯社的电讯摘要编印。及时反映给上级领

导机构，以便决定我国政策；同时供对外宣传刊物引用。资料

研究室还编发不定期的中文内部刊物<外国对华报道摘要>。

2 12月1日 国际书店总店(以下简称国际书店)正式

一 成立，隶属于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主要负责人朱希、刘辽逸。

国际新闻局出版的外文书刊和小册子，均通过国际书店发行。

本年 国际新闻局以“外文出版社”名义用英、法、俄、

印尼4种外文出版8种图书。其中有毛泽东著<论人民民主

专政>的英、法、印尼文本；朱德等著<三年解放战争>的英文

本；<人民政协文献>的英、法、俄文本和<新中国妇女>的英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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