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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出版志》出版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它将作为济南的第．

一部出版志载入史册，长久流传下去。 t‘。

。

济南，地处齐鲁腹地，是山东省的省会，南依泰山，北临黄河，饶有名

泉湖山之胜，+地势冲要，水陆交通便利，是一座早在春秋时期即有城郭，
’

经济发达的历史文化名城。她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文献遗存丰富。所

以自五代开始，济南就有出版活动：’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

在旧方志中，对出版事业却很少记载。《济南出版志》记录了本市出版

事业的历史变迁。将历史的、现状的各种零星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加

以核实整理，去伪存真，编印成书，把广大出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成果

载入史册，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 社会主义新方志，把出版志列为专业志出版，不仅丰富了新方志的 、

内容，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在两大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

体现了党对出版事业的关怀和重视。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志书，是编辑人‘

员在有关专家和省市业务部门的指导以及一些老同志和有关单位的热+

情支持下，广征博采，琢磨切磋，历时两年，屡易其稿而写成的。虽然

在内容，体例、文字诸方面可能还有不足之处，但它突出了时代特点和

地方特点，是目前为数不算多的一部专业志。全志运用丰富的资料，实

事求是地反映了济南出版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并通过对历史经验和现状

的研究j使之变成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知识和文化的积累，给人们以



智慧和启迪，有益当代，惠及后世。我相信这部志书，必将对济南的两

个文明建设和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自古盛世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城乡政治上安定团

结，经济上欣欣向荣。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指引下，各项改革正在加快和深化，社会主义建设大

业蒸蒸日上。现在我们正欣逢盛世。盛世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而

地方志又忠实地记载了盛世的昌明，并将进而为各项建设事业作出应有

的贡献。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希望这部志书能对研究本市出版事

业的历史和开创出版事业的新局面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并希望能陆续

不断地有更多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新志书问世。在此，谨向为《济

南出版志》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l

倪士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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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理论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

放的总方针。对建国后一系列政治历史事件的记载，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

决定》为准绳，7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

．二、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着重记述现代历史和现状， ，’
，f

突出地方特色、专业特点和时代特征。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繁

荣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 。。，+ ． ．，

三、时间断限；上自1 840年(道光二十年)起，下止于1987年。共-

147年。少数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

。
．

、

四、内容编排。按篇、章，节三层次结构，节下列目或设小标题。

金志分。编辑出版、图书期刊，图书发行、书刊印刷，出版行政、人

物、，大事记、附录共8篇26章。卷首有概述，卷尾附编后记。
。。

五、志书体裁：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
。

主，辅以图表和附录。各篇力求做到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

六，志书文体：采用语体文，语言力求规范、通俗易懂。凡已公布

的简化字不再用繁体字，尽量避免出现生僻字词和模棱两可的语句。

七、记述范围及纪年。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范围，即5区3县．‘包括

驻济南的中央，省级及辖县各出版，印刷、发行，物资单位。纪年方法，
-

●

j 3



一律使用公元纪年。‘凡用历史纪年者，均注明公元纪年。

八、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第一

次出现时，一律用当时的金称，不加褒贬之词；多次出现，则酌情用简

称．旧地理名称，注明现在的地名。

九、人物立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按生年顺序排列。

对入志人物在历史上的影响，靠其本身的历史来说明，编纂者不予褒贬。

对从事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曾出席过市级以上先进代表会，及获得市级以

上组织授予荣誉称号的人，列。光荣榜”记载。对获得从事新华书店工

作满三十年-荣誉证书”的职工，列“荣誉录一。

十、志书资料：主要依靠省、市出版部门现存的档案、内部报刊；

市档案馆及有关部门档案；晚清、民国时期的图书报刊，及有关当事人，

知情人提供的口碑资料等。志书中建国后的各种统计数字，均以省、市

出版发行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现行的行政区划的统计数字为准，行政

区划扩大或缩小期同统计数字不作增减。所用资料均经缜密筛选．考证

后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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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济南’’地名，始于西汉，已有二千多年

’的历史。由子地处要冲，交通方便，历代为

郡，国，州，府，路的所在地。明初设山东

省，定为省会，沿至今日。济南是一座历史文

化名城，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文献遗存丰

富，出版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 ， 从五代开始，济南就出现了雕版印刷物，

开始有了出版业。到宋，元时期，比较兴盛。

明清以来，官办与私营出版业大为发展。明嘉靖

间，I【I东布政司雕印的农书与医书，官刻《山

东通志》，家刻《自雪楼集》、《边华泉集》

等，在国内享有一定声誉。清道光时，马国翰

毕生搜集整理灼文献臣著《玉函山房辑侠书》受

到海内学者的重视。同治年间创设的山东二侈局

是官办的书籍出版，发行机构。大量刻印“御

纂’’、“钦定矽的经典古籍，维护封建文化。

此时，私家刻书也蔚然成风，盛况超过官雕。

许多刻书家既是编著者也是藏书家。这时期私

人开设的书坊也极兴盛，他们多以贩卖为主，

有的兼雕叛印刷。坊刻出版物大多行销民间，

社会影响较深。从道光到光绪末年(182l～

1900年)，济南的雕印出版，出现了官刻、家

．刻、坊刻同步发展的局面，达到了刊刻的极盛

。时期。 ，

‘

从晚清到民国初期，由于新印刷技术的传

入和资本主义影响，出版业歼始由手工雕印，

逐步转变为近代技术的铅印和石印，进入了新
· 旧变革时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济南汇

●‘

报》创刊，开创了济南期刊的先例。光绪三十

年(1904年)，出现了翻译新书的明溥书局。光

三十三年(190T年)商务印书馆在济南设立分

馆，开始有了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新式书店。

采用新技术，书刊可阻大量出版，广为发行，

为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使济

南的出版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

端o “五四"以后，在宣传新思想，新道德，

新文化的浪潮中，出版业有了蓬勃的发展。特

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办刊物、印书

报，宣传发行进步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也

使济南出版业的面貌为之一新。1919年冬，济

南第一家推销进步书刊的书店——齐鲁书社

开业。1920年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代表的先

进分子创办了鬈励新》半月于U。1921年5月1

日又出版了《济南劳动周刊》(后为《山东劳

动周刊》)，以及后来陆续创刊的《十日，》旬

刊、《现代青年》、《齐鲁青年》，《济南工

人》等，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斗争起

r积极作用。从“五四"到抗日战争d玎，‘济南

出版的各种期刊：舒264种，新开设经营新书的

书店有世界书局、大东书局，东方书社、北洋

书社等43多家，书刊印刷业也比较※盛，多达

80余家。

【fl伪统治年『弋，出版事业遭到野蛮摧残，

原有的书店有些被迫停业，有的改营文教体育

用品，余下的，．则多以经营古旧书和文具支撑

_。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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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面，维持生存。有些店家，虽处困境，仍不

经销日伪图书和课本。1939年刃，汉奸郭星初

开设了新民图书社，以后又设立了山东教育用

品社，独揽全省中，小学教科书和教学用品的

经营，为日伪推行奴化敦卣服务。抗战胜利

后，国民党的新闻出版业趁机扩展，接收了口

伪书店，建立了正中书局、建国书店、建文书

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稻军人图书社等，印发反

动书刊。这时的私营书店经历了同伪统治的困

境，正准备恢复元气，蹦民党又发动了全面内

战，国内政治，经济危饥四超，许多店家横遭

国民党的敲诈勒索，每况愈下，难以维持。到

解放前夕，已陷于凋零状态。

1948年9月24El济南解放。军管会立即没

收了国民党官办的5家书店和l 4家官僚资本印

刷厂，建立起人民的出版事业。同年l 0月1

日，华东新华书店济南分店成立。新知识书

店、光华书店也相继建立。华东医务生潘社从

老解放区迁来济南。接管的印刷厂经过重新组

建，成为华东新华书店印刷六、七、八厂。

1949年2月，华东新华书店总店由临胸县迁驻

济南，6月改为山东新华书店总店，兼有编辑

出版、印刷和发行三重{；王务，统一顶导全省新

华书店。从此，济南成为全省革命出版事业的

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簪我幽从新

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随

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党对农业、手工业

以及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济

南的出版事业也跨进了社会主义时期，千多年

来，主要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图二B出版

业，已全部掌握在劳功人民手里，成为!趋传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私交流一切有益于

经济和社会发膜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谚：的重要

工具。这是济南出版史上最彻』J3：的变革。它JF

创r无产阶级出版事业的新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年，出版窜业发展比

6

较迅速。1951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

版营．署关于出版，印刷、发行分工专业化的决

定，新华书店I上J东总分店(原山东新华书店总

店)进行机佝改组，分别成立山东入民出版

社、山东新华印刷厂和新华书店山东总分店

(名与前相同，任务单一)。济南新华书店基本

完成了对私营图二括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

年底，全市有新华二挡店门市部8处、服务部2

处，院使书亭7处，县新华书店4处，公私合

营书店门市部6处，书亭2处。职工194人。

1957年以后，随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出

版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1959年济

南人民出版社成立，市属四个区都建立了区新

华书店，各县普遍建立起哄销社售书点，这时

全市共有新华书店门市部1 7处，厂、校书店30

处，街道书店16处，农村供销社售书点40处。

国营书店职工达到23 3人，经营图书2万多
种。

196'3年，市新华书店出席全国文教群英

会，获。“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刀称号。进入六

十年代，由于经济困难和“左”的错误影响，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给出版事

业造成严重损失。 一

1976年】O月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巾全

会以来；是济南出版事业空前繁荣的年代。

1976年7月，济南‘r]id_；舨办公室成立。1 978年-

以后，由于贯彻了党在新时期的出版方针，实

行编、印、发统一领导和管理，促进了全肃出

版事业的大发硬。逐步建立起一支编辑和作者

队伍，编发了一批思想内容建康，富有地方特

色的书刊。同时对印，叠《技术进行改造}订更新，

使日J装工艺发生了变革性的变化。图书发行也

有了突破洼发展。1982年12月，垒国出版：【作

会议，假：乎积极开股金谢改珂i。从1083年剜

198；-；t-，改节之风盛行，济南的出版A-侔坚

持四顷基求啄则和改革、，坪放，搞：苦的总方

针，以让会效益j勺最t：乏准则，加决】’改革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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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省级出版社改变了综合性，大而全的体 的I 00倍。 ．： ． 。
，

制，分设和新建八个专业出版社，还新建了山’，一-．： 历史表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版事
东大学出版社，山东省地图出版社和黄河出版 、业才能得到繁荣发展。全面改革，是开创出版工

社。济南市出版办公室改为山东省出版总社济 作新局面的关键，是加速出版事业发展的有力

南分社。省，市还创办了大批杂志社，书刊出 措施。出版工作，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版的品种和数量都有很大增长。到1987年底，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必要工

省属出版社有11家，‘当年出书1486种，济南分 具。出版工作的发展，直接关系着科学的昌

社编发出版的图书26种。全市出版的各种期刊 盛、文化的繁荣，教育的兴旺，及整个中华民

126种。新建了一批规模大、品种多的综合书 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直

店和孝业书店。这时，全市国营图书发行网点 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有62处，国营企、事业经销点和农村供销社57
“

同国家和人民对出版事业的要求相比，目

处，集体和个体书店(摊)335处。二-一个以国 前济南的出版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两个文明建

营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渠道灼城 设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深入4

乡发行网基本形成。全市从事图书发行的人员 贯彻，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必将在改革的浪潮

达1400多人，全年国营书店图书发行量2625万+ 中，有一个高速度的发展，开创新的局面。

元，比1978年增长2．7倍，等-3=1950年发行额 一 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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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编辑出版是图书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图

书的思想内容编辑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 济南

较早出现的编辑工作，是西汉时期伏胜(伏

生)同其弟子张生，欧阳生等记录编辑的《尚

书大传》，迄今已二千多年。图书的刊刻出

版，电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据《宋史·儒林传》

载 五代时期，邹平(当讨属济南)人田敏，

曾于后窗时参与《九经》的校订，也是乐助印

本经书流传的人。“敏尝使湖南，路出荆渚，

以印本经书，遗高从诲’’。说明五代时印本书已

流行。隋唐以前书籍靠手工抄写传播。在雕

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兴起后，伴随着商业经济的

发展，开始出现了从事编辑出版的专业人员。

不过，长期以来，许多人往往是既从事著作

又从事编辑，甚至组织雕甲。这种一身二任或

三任的情况，与封建社会出版事业的发展规模

是相适应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由于出版事

业有了空前的发展，才出现了专门从事编辑出

版的人员和部门。

济南的编辑出版，从五代开始，到宋元逐

步发展起来，及至明清，更为兴盛出版机构

逐步健全，出书规模越来越大形成官刻、家

刻，坊刻组成的各具特点而又相互补充的出版

行业。
。

’

从1840年以后，到抗日战争开始编辑出

版发生-r根本性的变化。大体叫‘分为三个阶

段。

一、木版雕印由盛变衰，从清道光到光绪

8

末年．兴科举，设书院创办官书局这一时

期的雕印出版，仍处于持续发展状态。同治间

创设的山东书局，是官办的专门从事图书出版

发行的机构，这种形式在以前是没有的。官书

局不仅继承了木板雕印技术，后来还从外地引

进石印，铅印与照像设备，出版的图书品种

多，印刷质量好。尚志堂、济南书局及山东大

学堂、济南公廨等官刻书都享有一定的声

誉，私家刻书也很兴盛历城马国翰搜集整理

的《玉函山房辑『失书》七百多卷 刊行于世

受到海内学者的重视。济南的周乐章丘李廷

綮等，都刻过不少书，刊刻质量较高。家刻书

多用堂、斋，馆，阁等为标记。这期间 私人

开设的书坊很多，有名可考者近60家。其中历

史较久，规模较大的有双和堂，聚和堂、艺德

堂、书业德、善成堂等。这些书坊大多集中在

后宰门和大，小布政司街一带 成为全省坊刻

的中心。刻书品种和数量酃有很大增长 为清

莱的极盛时期，随着清政府的政治危机和世界

资本_毫义的冲击，刊刻业逐步走向低潮，

二，新旧变革阶段。从晚清到民国初期

由于新印刷技术的传入，和激烈动荡的政治局

面，使图书的出版进入新旧变革时期，主要特

征是：印刷技术完成了由雕印到铅石印的转

变，石印、铅印占据了书籍】}f{版的主导地位’

书籍装订形式由册叶，线装 变为以平、葶I伤2

为主，书籍内容由传播封建的·旧思想、旧道

德、旧文化，逐渐转向宣传西方科学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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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革命，在出版物种类上增加了期刊杂 ‘多达264种。同时，图书的出版也很多，特别

志，报纸和教科书，出版机构也改变了过去的 是宣传反帝的书籍比较突出，1928年， “五三

官刻、家刻和坊刻，而由企业性质的印书馆、 惨案1后出版的《济南惨案》，《济南惨史'

印书局取代。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官印 社会影响很大。1929年山东省民众教育馆成

书局即出版了铅印本《中兴名臣事略》，光绪 立，编辑出版了《山东通俗丛书>、《山东鼓

二十八年(1992)山东书局石印《历代帝王年 词小丛书》．，《五月小丛书》等几十种有关民

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济南汇报》一 众教育的小册子，深受群众欢迎。山东大学

开创了济南期刊的先例。到1 9】8年陆续有《山 堂、齐鲁大学等编辑出版的一些文史资料和学

东自治报》、《山东实业公报》、《山东农工 术专著，质量较高。还有《济南快览'，‘济

杂志》、《学生杂志》、《山东教育报》等十， 南大观'、《，济南通考》，‘济南市街道全

几种期刊出现。光绪三十年(1904年)翻译出 ，。图’(彩色精印)等介绍济南的资料图书，都

版新书的明溥书局成立，从此，新书不断出 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版，辛亥革命后 铅印的《山东通志》、。《续 日伪统治时期，出版业遭到野蛮摧残。这

修历城县志》、《济南指南》等，印刷装帧都 时日伪的山东省公署，济南市公署及新民教育

较好。山东圉税厅出版的《日本国库事务纲t 馆，新民图书社等编印了一些推行奴化教育，

要》、正J东官印书局出版的(奥)垤斯弗勒特 ·美化日寇侵略行为的图二挎。抗战胜利后，国民

力著《垤氏麦践教育学》等对当R毒介绍资本主 党的新闻出版业接收了日、伪的出版机构，组

义社会、政治、经济学说有～定的作用。
++

织。党化”出版，印发反动书刊。民间出版基

三、现代出版蓬勃发展。从“五四运动” 本停顿。 ；

到抗日战争开始，是济南近代出版事业蓬勃发 1948年，济南解放，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

展的时期。基本特征是：有了共产党的出版机 业迅速建立。解放后，山东新华书店总店是兼有

构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印行，编辑出版工 编辑，印刷、发行三重任务的出版机构。1951年

作，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和工具． “五四运 根据出版，印刷，发行分工专业化的决定，成立

动’后全国各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革 了山东人民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加上

命读物的大量出版，对济南影响较大。1920。 专出医药卫生书的华东医务生活社、济南团市

年 以主尽美、邓恩铭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创办 委创办的青年文化社，这对的编辑出版才有了

了《励新》半月刊，省立一师进步学生编辑出 专业机构。1959年，济南人民出版社建立，上

版了《泺源新刊》，成为济南宣传新思想、新 半年即出书43种，总印数达73万多册。自1949

文化的先锋向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宣 年到1960年，省级出版社共出书4300多种，全

战。】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济南的党组织编 市出版的期刊有25种，
’

辑出版了<济南劳功周刊》(后改为《山东劳 进入六十年代，由于经济困难和‘‘左黟的

动周刊》)，《现代青年》，‘济南工人》， 错误路线影响，编辑出版发展缓慢，私文化大

《现代周刊》、《团结》等刊物，宣传马克思 革命，，中，更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粉碎“四

义主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指导革命斗 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争j这一时期济南党派1±圃活动异常活跃’ 经过拨乱反正，。编辑出版才得到了迅速的恢复

备党派，社团都用出版刊物形宣传自己的政治 和发展，1976年8月，济南市出版办公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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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逐步建支起一支编辑出版队伍。编发了一

批思想虎容健康，富有地方特色的书刊、1982

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倡导全面改革。在“改

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导下，出版工作出

现了空前繁萦的新局面，j 983车济南市出版办

公室改为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分社，编发书刊

的品种和数量都有很大增长。到1987年，共编

发书刊63种(本)，其中《济南市情》被评为

省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 《济南掌故》获二等

奖．宣传介绍济南的《潇洒济南丛书》 已发

稿8种j分社主办的《中学耐代》 每期发行

最超十万册。省级出版社在改革中也改变了综

合性大而金的体制，分设或新建了8个弩业出

版社。山东大学。省测绘局．济南军区政治部也

分别建立了山东大学出版社、l，h东省地图出版

社和黄河出版社。这1 1个省属出版社1987年出

书1486种。全市共有各种期刊杂志126种，其

中市属单位主办的有31种。

第一章 刊刻出版

木版雕印是我国古代出版的主要形式。流

传到现在的古书，大都是雕版印刷的。济南的

雕版印刷起子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延袤

于元明。清代t孓J-T日刎出版，仍然沿袭旧制，分

官刻、家刻和坊妻0三种类型。

第一节 官 刻

。官刻，即政府各署衙、官书局及书院膈公

款刻印：2书。官刻书，以儒家毵典为主，其次

是卷册繁多、工程浩大的类书、文集等。清朝

初期，官刻主要集中在巾央刻书机构，地方

官刻书籍除地方志外，很少有其他著作。后来

武英殿刻本允许地方翻刻，各地官刻机构才逐

渐增多。济南的官刻机构，主要是lIj东书局、

尚志堂及各官府、书院，学堂。

一山东书扁(亦称山东官书局)创设于清同

治八、九年问(1869-',-,1870)，为ffI东巡抚丁

宝桢所设。地址在后宰门街路南，初名皇华

馆书局。是官府出资创办的刻书机构，兼办发

行，主要任务是刊印封建经典古籍。以印行尚

志堂各种刻本为主，并经销各省刻印的古

书，为当时山东最大的书局。曾刊rp《+二经

读本》，《资治通鉴纲目》、《通德遗书所见

】Q

录》、《荒政辑要》、《玉函LII房辑佚书》

(皇华馆书局)等刻本309多种．光绪二十一

年(1895#[--)咀后，维新派在全国设立学会、

学堂、书硒、报馆，传播维新变法思想，形

成广泛的政治运动，山东书局一度停业。戊

戌变法失败，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由

宦府拨款招商开办，沿用前名，称为山东

新设官二转局。地址仍在后宰门街，发售并刻印

木版书，“平价发售’’。辛亥革命后，政府实

行减政裁并，于民国l 1年(1922年)，将官本

收回，改为私人经营，仍称山东书局。地址由后

宰门街迁至院西大街82号。首任经理孙达卿，

J 9：8年后，由陈雅如，张百祥先后继任。体制

改变后，仍继续保留木版雕印，重印了一批原

官书局和尚志堂刊刻的木版书，并开展收购旧

书和重装整修业务。引进了石印、铅印和照像

制版设备，承印中西书籍，报刊，志书和学校

讲义等(无编辑部)。除经销古旧书外，还销

售各地出版的精，平装新书和教学挂图。特约

经销上海军政书局、北平军学编译社，武学书

局、南京军学研究社、南京军用图rl社出版的

各种军事书籍。据民圜二十五年(1936)该局

编印的《图书目录》所载，经销图书达4500多

种。并兼营文教体育用品，印刷器材，生意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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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声誉较高。该局出版的《初拓二三希堂法 山东宦舍 光绪二年(1876，年_)刊《集
一

帖’，，在巴拿马赛会上评为中圈笫一精品，特 韵》十卷。‘

：
、

奖一等银稗。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政局的变 济南使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乎
：

化；业务日渐衰落，到1939年仅有店员4人支。规举隅》。。 ．．·。

，

一
+“‘ 撑门硬j，1945年歇业。 ，。‘1

、济南公廨同治七年(1868)刻《刘宗介

。
t‘南志堂 印尚志书院。开设于同治八年 公人谱》二卷、《女科》二卷。 c”

： (】869年>‘，越址番：马跑泉街(现趵突泉公园 济南府廨光绪八年(1 882)刊《世史沟．
1·‘

内)。二{；院’蔓正堂匾额题瓤“尚志堂’’，书院大。 金》。
，

”

：j，， 门匾额题名?金泉精舍"。书院是学者名流聚 ：1 繇斋 道光一二十年(1840’)刊《济南金石．

： 集之地，人才荟萃，精于编著校勘，所雕刻书 志》。
_一

．

。
一

i‘· 较多。现氖尚志堂刊刻较早的书是同治九年‘， 历城县 光绪三十年(1904)重刊《祈高
i (1 870年)刊《张杨园先生全集》二I十卷、 全书》。 o

．’
。

，

，

。，
+《省心录》一卷，同治十_；(i：(187t)下l|《读书 ’章丘县署道光三千年．(1850年)刊《章．

4

7√ 分年日程》三卷，同治卜一年刊《十、三经读 丘节孝志》四卷，咸丰七4三(1857)刊《鸿苞

’本》。该院还用“金泉精含’’名刊印书籍，光 ，节录》。 一 、

绪二十八年即以此名刊印《公羊方言疏笺》。 平嬲县署’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印
一

‘

据山东二≯局民国十四年(1925)编印的目录， 《平阴县志续刻》。，
?’ 、。

’

尚志堂干{J刻的书籍有73种，校订精审，声望较 ’长清县暑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五
， 高。

’

。4

蜂山志》。
、一

。

溃海书局 同治十三年．(1874拄t-)刊《山 敬乐堂 泺源书院的堂号。光绪年间刊

．东军兴纪略》二十卷，分装十册。光绪十六年 《泺源书院课艺》等。
。～ 。

(1890)刊《孔丛伯遗书八种》。‘j ”景贤书院 同治八年(1869)刊《唐律赋

”．．
由东布政使司。同治年间，刊《山东交代 抄》。 ：。’

。、章程》、《疑目》：《年疑》等。
。一 云门书院(平阴) 光绪二十一年(1895)

，e 山东布经历署道光二十年(1840年)刊 刊《平阴县志》。“．。 !。 ’‘

。，．

”

《纪效新书》十八卷。。。 一，一，， 山东大学堂 光绪二-i。八年(1902)刊
”

山东布政、按察使司 光绪年问刊《山东 《四库全书提要序录》，《文献适考序》，。

：。 清讼章程》。 t．一o _。，- 济南大学堂刊刻《文献通考纪要》。
一

i。 山东盐运使署光绪十八年(1892)刊
，

一

，，，一 《慈觞文录》o ．一
。。

， 第二节家 刻．·，，
止左舆管局÷光绪二{‘八年(1902)刊．。’ ·

～’

∥7 ·．《大清一统志辑要》五十卷。 。。
，

、家刻，是私人出资校刊图-is。清代私家刻

：： ，。’ 山东河务局 光绪十九年(1893)刊《河 书之盛，不亚于官刻。家刻书大体可分为两

j!， 神事迹纪略》。 ， 。。 ， 类：～是著名文人所刻自己为著作和前贤诗

j 1，_运河道库 同治十年(1871)重刊《山东．文。这类书大都是手写上版，选用纸墨都比较

：- 运河备览》。 “ ，

i．

·t 一 考究，是刻本中的精品。另～类则是藏书家和
J——一——●-____---_____●-●f～●__———，～_●_h——
7： ，、

’{圭；蠡：为山左舆图局。
．

．一
．

，

^
。

一’ ．
。 t 1 1

0
。

． j
’

●

誓 一 -，

i 1-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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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家辑刻的丛书、逸书或影摹校勘付印的旧 十二卷、《治家格言诗》⋯卷、《文选拟题

版书。家刻书大多以室名、别号(如堂、斋、 诗》一卷、《玉"函-lh房制义》二卷，《农谚》

屋，楼、阁等)为标记，质量较高。济南比较 ．一卷、《竹如意》二卷、《买春诗话》一卷，

有名的家刻者有马国翰、周乐、章丘李廷柴 于光绪十五年行世。同年刊行的还有《玉函山

等。 房藏书簿录》二十五卷、《终军书》～卷、

马国翰(1794～"1857) 历城权府庄人。

斋号玉函山房。喜藏书，多至57000卷，其中

类书有39种，4000卷。以数十年的功力搜集整

理，完成了《玉函山房辑佚书》681种，700多

卷的编辑工作。道光二十五年(1845)前后开

始刊刻，咸丰三年(1853)刻完，印过几十

部。马氏死后，其妻将书版藏于其婿李宝墀

(李廷綮之次子)家中。同治九年(187 0)济

南泺源书院山长匡源，在巡抚丁宝桢的支持

下，从李家借来书版，参校汉、隋，唐志，编

为目录，连同马氏的《目耕帖》一同整理，于

同治十年(1871)由皇华馆书局刻印发行。

此书印行后，被湖南思贤书局翻刻为袖珍

本，长沙琅嫒馆依原版刊出新版本，开始引起

海内学者的重视。光绪十五年，章丘李氏据

马氏刊本，又重印过一次。马国翰自撰自刻的

书，还有《玉函山房诗集》四卷，《玉函山房

文集》冈卷，《夏小正诗自注》十二卷。道光

二十四年(1844)他还刊刻过历城贾璇的《四

书笔记》八卷。马氏的著作，大多由“章丘绣

江李氏”刊行。 一

李廷餮(．1789～1 849)宰戟门，章丘县

(现埠村镇西鹅庄)人，斋号纫香草堂。著有

《纫香草堂文集》二卷，《纫香草堂诗集》十

卷，《纫香草堂诗余》一卷，《阳书文》四

卷，《试体诗律》二卷，《试体赋》二卷等

书。他还刊刻-J，马；竭翰的著作《玉函山房全

集》，包括《诗抄》八卷、《文集》五卷，

《文续集》五卷，《诗集》九卷、《海棠百

咏》一卷，《百八唱和集》一卷、《种玉山房

诗草》一卷，“《玉函山房试帖》及续各～卷．

《月令七十二候诗》四卷、《夏小正诗自注》

1 2．

《黔娄子》一卷等。他刊刻的书，都冠以“章

丘李廷綮，，或“章丘绣江李氏’’字样。

周 乐字二南，先世江宁人，自其祖游．

幕山东，遂家历城，斋号枕湖书屋。年近七

十，主讲济南景贤书院。著有《二南文集，续

集》五卷，《二南外集》四卷，《二南诗抄》

二卷，《二南诗续抄》二卷，道光二十二年

(1842)刊行。

朱曾吉言道光二十年(1840)刊《养中之

塾文集》一卷。

历下乔岳道光_ 年(1849)刊《松石

诗抄》二卷。

种竹山房(朱畹)道光二十一年(1841)

刊《红蕉馆诗抄》及续。

灌蔬园遭光二十五年(1845)刊《绣水

诗抄》。

朱湘道光年间刊《朱氏诗文汇编》十

四卷。

尹廷兰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华不

注山房诗文集》四卷。

历下心不竞斋咸丰元年(1851)刊《石

涝诗抄》三十卷。

镜峰堂或称历下镜峰堂。咸丰十年

(】860)刊《七巧图》(诗情画意)。

杨：鸯同治四年(1 865)刊《邵扫斋诗

抄》二卷。

丁彦臣。同治八年(1869)刊《汉石例》·

王化堂同治十年(1 871)刊《山东运河

备览》。

济上光绪六年(1880)=l：,1《遁斋偶笔》·

徐埔光绪九年(1883)刊《耕道猎德

斋吟稿》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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