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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家出版社， 1921 年创建

于上海，1950 年重建于北京，巳经走过了九十年的茄程。人员出报社作

为党和周家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和国家公益性 ili服事业单位的代

表，是维护主革意识彭态、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代表罔家水平、展现时代精

神、凝集中自经验的国家出般社，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书籍出版社积哲学

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战慕地。九十年来，人民出版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亲切关怀下，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出援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强务，牢回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薛撒意识、责任意识，继成

革命传统，勇于开拓，不畏困难，兢兢业业，为维护、乳固和弘握主浇意识J在

态，构建社会主义按合拚健体系，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患想朝中商特色，社

会主义理诠体系，1室传党费留家方针政策，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和发展，作出了难以替代的特殊贡献。在长期的出版工作实践中，形成了

自己的优良传统刷拙特风格，我累了丰攘的经验，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

宝贵财富是我们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能进人民出援事业进…步发展的

有科条件。在新的那史时期，人民出版社将继读发挥党和黯家壤薯的宣传

思想文住阵地的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公共文化需求，真正或为功能齐全能

公共文化出版罄埠。

为了纪念建社九十周年，我轩在人民出版社重建五十周年时编印的

《人民出版社大事记(1950-2∞0玲的基黯上，增补了 1921一1949 年的

大事记和12∞1-2011 年的大事记，再现了我社九十载能辉煌历程，记录

了全社联工所创造的业结，也积擦了丰富的社史资料。由于较集的档案

资料不很完整京编写时间仓促，本书的不足和疏揣在所难免，希望同志扪

阅眉提出进一步静夜补充的建议。

本书编写纽

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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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历史大事记( 1921-2011 ) 

1921 年

7 月 中属各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齐集在中嚣最大、产业工人最

集中的域市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找表大会，宣告了中黯无

阶级的先锋队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组成临时中央蜀，中

央属工作部仅三人，中央局总书记陈猿秀，组织主任张盟煮，宣传主任

李达。

9 月 为如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宜传"…大"通过决议"一

切书籍、日报飞栋谐和传单的出援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路时中

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一如出版物，不论中央的或地方的，均在在党员

的领导下出版J'并决定创建自己的出殷柱，杜址选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

墨 625 号(现老成都北路七费 30 号) ，由于宣传二主任李达是〈新背年》的

铺辑，并一直在主辅《共产党》月刊，所以具体工样就告李达负责，出段社

取名"人民出版社"。寓意中望共产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别服都是为了人

民，串摇柱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提攘务，传播新思想、宣传新主

义、增进民族大团结，费敬如当起带领人民销造事擂生摇、实现中华民族

纬大复兴的那史使命。"一大"会摇撞暂时留下筹办辑时中央的划仁静

协助李达筹办人民刷版社。由于党处于地下活动状惑，为了保密，罔时也



为迷惑敌人，出版物上的出版批名大都是印的"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

社址是"广州昌兴马路 26 号" (即《新青年}社址 )0 后迂至2隔壁，改为

"广姆昌兴马路 28 号"。

11 月 揉按秀装发党的第一个通告，明确提出"中央肆宣传部〈即人

民出版社〉在晚年七丹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二十种

以上"。由于中央黯商传部仅有学达一人，而人民出版社也是事达一人

负责，所以，对中央周宽传部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对人民刷版社的要求。

为此，人民出版社在由陈独秀主持出般的《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五

号上发布涌f择，简述创社宗旨与任务"近年来黯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

的人渐渐多了，本社阳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

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囊，在指示新海的趋向，测定潮势的

运速，一部为信仰不坚者桂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黯手在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

上的黯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搏，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辑达。

向仁梧信必能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三慎童声辑 o " JI:仁通告还列

出了计揭出援幸自已经出版的 49 种图书书1]，其中《马克思全书)15 种，已

出的有《工钱芳草主与资本}、《共产党旗宵》、《资本论}3 种;{列宁全书)14

种，巳出的有《劳农会之建设上《讨论进行计划书))2 种，另有《列宁传上

《国京与革命》、《共产党墨黯六M 书正在码1届1] 中;(康民尼斯特丛书)) (即

《共产主义者丛书) )11 手中，已出的有(共产党(底)计划)(通告漏…"战"

字)、《俄国共产党党纲上《蹄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3 种;其他

书籍 9 种。由此掀起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出殷马克思主义著作的

高潮。

"一大"会括被留下协助3萨达筹办人民出援柱的立京代表X1J仁静巴

于 10 丹中每离开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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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

6 月 至~6 月底，由于实际出版能力和黯译水平房段，人民出版社共

出书 12 种，其中〈马克思全书只种:<<共产党宣寄上《工钱劳动与资本头

《列宁全书如种:(列T传》足劳农会之建设》、《咛论进行计划书)( tlP 

《论策略书川、《劳农政府之成功与揭难》足共产党轧拜六头《嫌民应斯

特丛书)5 种:(共产党提计划H布哈林七《俄国共产党党纲》、《菌际劳动

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二国际议案及宣富》、《俄望革命纪实)(托

洛茨基)c 以上 12 种图书各部 3000 清。

为了纪念玛克思涎兢 104 周年并声援各地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人

民出版社黯发了大量纪念品和宣传品，并编辑出摇了《玛克思纪念册)，

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纪念册，封面禁红，印有吗克思的半身

像，内含《马克思诞生一百零器周年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号召学习

"马克思做一个苦战奋斗的战士"节选威廉·事卡克内嚣的《马克思传》

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孚活动及事迹;(马克思学说》简要叙说马克思关于剩

余价盖、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纪念船发行达商万册，在全国产生

了重大影响。

7 月 中阔共产党第工次全居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召开，进一步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市般问题。

9 舟 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翻书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入门) ，列宁

的〈回家与革命} ，以及《劳功运动史》、《两个工人谈话》点太平洋会议与

吾人之态度上《李卡克内回纪念》等。此外，为声援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

牵引上海英柴草公词、浦东纺钞工人罢工，人民出服社及时印发了大最文

章、持单，有力地醒含了党的宣传工作。李达亲自创办曲〈共产党》月刊

第六号也改白人民击报社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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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

是年暑期李达与陈独秀就"国共合作"、"二次革命"等问题发生激烈

争执。问年秋，学达1251不满陈掘秀的家长作风，回到长沙，愤商中断了与

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的联系，不久离开了党的组织。人民出牍社与广外l

薪青年出版社合并。

11 窍 1 日 人民出般社将业务迁回上海，在南市小北门民韶路租

挠，改称"上海书窟"。广州新青年柱的负责人苏新甫专程到上海与上海

书店的负责人结白明进行财务及库存周书的交接。上梅书店并利用在梅

告指路(今新品路〉黯摆海盟的一个私营印刷j昕一一瞬星却剧所代理印

刷发行，负资人是稳梅埠。广卦;另成立平民书社，继续出版《新青年》。

上梅书店专门经销马克思烹义著作等革命书刊和印行党的所有对外

商传刊物g 如段去晓风(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上党的机关刊辑《向

导》等。为避免反动当局的注意，转移散人镜娥，还代销其铠出版单位的

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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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1 月 圃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盟共合作正式形成。这一时期，宜传

工作闲人力不足，许多计结蕃未能按计结完成，只有"{向导》尚能按〈期)

出版"。

-5 一



1925 年

3 月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去世，为"借追悼会做广大

的宣传，尤其要紧的是根据中山遗言做反帝及鼓约宣传"上海书店紧急

编辑印行了《中 ÙJ遗言》。

8)号 李春藩(柯柏年}翻译的〈哥达纲领教判》作为"解敢书革"第

一种在上海书店出攘，串数两千册，才茧'提错傍一空。随着革命形势的好

转，为满足素描各地对上海书崽出版物的需要，书店建立了自巳的邱黯

房，也最我们觉自办的第一个地下印刷提构，对外称"崇文棠即务局"地

址在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宏兴路口的香兴里， f告中央组传部的镜忧

天再志提任经理，毛泽民负责发行。同时在各地建立发仔挽梅，如长沙文

化书杜、攘攘书店、商品明星书岳、广州国光书店、津判韩江书店、太原明

星书店、安庆新皖书店、青岛书商、重庆新署书店、宁波书店、海参威五…

各店。此外还在吕黎设有一书报社，在香港设一代赞处，专门负责上海书

店的出殷物。这样就草或了以上梅书店为中仕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程革命

书报的发行销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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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

1 月 李春蘑(辑桔年)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出版后，受到广大读

者的欢迎，故又重薪如印第二版。

军阀搓、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援，词句不正，煽动工船，妨碍治安"等罪

名将上海书店主查封。

6 月 中央决定在武汉设长江书店，据徐由平前去筹办，捏徐白平剧

痛回家体辞未能成行。铜钱天奉调筹5年长江书店印刷厂，将崇文堂印务

局在鸿样理分部的挽器全部搬至汉口。剩下新闸路新康里〈今西斯文

理)分部的业务全部由毛泽民及彭乱如食费。

12 J3 1 8长江村店开张，经理由原广州新青年柱的苏新南担任o 7 

日书店在《申报》上登载广告..……继续上海书店营业。店址设在汉

后城马路于首t支汪书店便是，日于十二月-8正式开幕，特此广告，析各

界注意。附设向导周刊社、新青年杖、中国青年社总发行艇，挝发零售一

切革命书报。所有上海书店从前又才外要挺自改由本店全权清理。"

中共五大后，中共中央新设置了中央出版蹄，由张太雷任局长。广卦i

新青年社妈说"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我的为什么斗争~ ，内有周崽

来写的《留爵革命及国提革命势力的团结》足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上《现

时政治斗争中之找们》等三篇文章，还有论广东工潮、农潮与学榻的三篇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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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北伐军攻克武汉脂，为适度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机关迁至

武汉，同时决定恢复在上海的出版机梅，先成立了《向导》足新青年》、《中

嚣青年》三个刊物的恙发行所，花钱军占领上海后，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上海长江将店。中央出版局还在汉口后域马路〈今中山大道)开办长江

书j苦和长江印刷厂，蓝印人民出版社、挺青年社、上海书店前部分书刊。

4 月 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工"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

党人毅革命群众。上海长江书店被封弱。

7 月 在精卫集团发现"七一直H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失败。汉口

长江书店被国民党反动援封闭。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遭黠极大的脏坏，党中央和各组党组织被迫

转入撒下，继结进行不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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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八七"会议蹈，临时中央从汉口又迁回上海，3室传、出殷工作白郑超

麟负贺，出版黯撤销。中央又在上海成立了地下串强社"无产阶级书

店"在白色惩怖的严酷环境里，无产阶级书店出版了《列宁诠组织工作》

等乌克思、主义书籍和共产国际W.l是党的一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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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

无产阶级书菇遭封商茧，又成立了华兴书局，继续出兢发抒马克署、主

义理论将籍和党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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