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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志丛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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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lO月起，我们为了编纂l江苏出版患'，开譬征集、

整理出版史料，先是点点滴滴，后来就涓涓成流了。其中有不少长

篇的出版支料专辑，是专家、学者们经过长期辛勤劳动所积累而奉

献出来的巨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虽说这些史料大部份属于江苏
’

地方性的。也足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出版事业对于整个国

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关系极为紧密，影响极其深远．而

现有史料之丰富，远非一部综合性的、受体例和篇幅限制的‘江苏

出版志'所能容纳的．如果把大量史料继续束诸高阁，弃之不传，那

就太可惜了，我们这些出版史志工作者也会长久自愧不安的．

由纯．我们引发出一个念头，就是在编纂‘江苏出版志)的基础

上，再编辑一套‘出版文忠丛书'，不仅可以把已征集来的专题史料

传之于世，还可以继续从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发掘有关的珍品予

以出版，这无疑将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情．
‘

但是，编辑出版这套支志丛书．不奠不说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

工程．它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编辑，印刷、发行、管理诸多方面)，

范圈很大(从本省到区域直至全国)I时间跨度很长(上溯至发端，

下限于当今)．我们的初步打算是l实事求是，分步实施．细水长流．

先从煽纂江苏地区的出版支料做起．焦后面向更太范围征桌，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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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成熟一本，出版一本，积少成多。不仅如此，出版这套史志丛

书，要有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这也是一大难题，需要求

各方面的协调才能解决。

令人振奋的是，这一出版工程，首先得到了江苏省出版总社蒋

迪安等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怀，他们从出版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

既在编辑思路上加以指引，又在人力和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江

苏人民出版社也乐意接纳出版。同时社会各界有关专家、学者和我

省出版界的前辈，都热情关注，积极参予了编纂工作。

经过五年多来的耕耘，除《江苏出版志》外，《出版史志丛书》的

第一枇选题已编纂成书，将陆续问世。它们是l

《江苏出版大事记》 。

《江苏出版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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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出版机构》 二

f． 《江苏刻书》 7
．

《江苏图书编辑史：}‘ ．

<江苏报刊编辑史' ·， ·． t 。

《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 ．

t民国党派社团出版活动史略》 t

‘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 。 ，

《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 ．

‘江苏艺文志》(以市为卷) ，

这枇丛书，总的来看．它的史料性、学术性、时代性，是相当鲜

明的。其中大郝份虽系地方性史料，由于江苏地区自古以来经济、

文化比较发达，伴随而产生、发展的出版事业，在全国也具有显著

的影响，因此它的实际价值，势必远远超过它的地方性。相信它将

为当今深化出版改革、繁荣出版事业起一定的干蔷鉴作用，为更深层

次地进行出版科学研究创造一定的有利条件。果能如此，我们也就

算尽列了一份责任。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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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批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我们深感它是集体智慧和力

量的结晶。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史志编辑部负责具体

地策划和组织工作。南京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

案馆、省博物院、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委党史工委、省政协文史办以

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许多单位

及其专家学者都热情给予了配合和支持。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倪

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方庆秋研

究馆员、出版家周天泽等分别担任各书的主编。江苏省出版工作者-

协会主席高斯、省出版史忠编纂委员会主任高介子和全体编委、江

苏省出版总社柯光勤、江树廉、朱文虎、朱兴乔等分别为丛书审读．

丛书由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编审贫洪帆主编，省出版史志

煽辑部主任、副编审穆纬铭任副主编，王春南、邱禹、徐飞、钱兴奇

等分别担任责任编辑。在丛书付梓之际，我们对所有为钛书作出贡

献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l

江苏省出版史志煽纂委员会编辑部

1993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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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江苏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江苏的图书编辑工作，也有着悠
”

久的历史，特别是在长时期的图书编辑出版过程中，积累了异常

丰富的编辑经验．凶此，研究江苏图书编辑事业的历史，对我们

今天的图书编辑工作无疑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 。

门独立的分支学f-'t．研究图书编轻}史，我们首先得秀清楚。图书”

第一节 图书与图书编辑工作

f’ 罔书。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4同时它又是人类

} 物质文Ⅲj．‘j精神文明进程的历史见证．图书‘就其本义来说，至

j 少有四种含义：一是。河图洛书”的简称．古代儒家关于《周易》

，／ 和《洪范》来源的传说，如《易·系辞上》就有这样的说法：。河

f‘ 出图，洛出-l；，圣人则之．5二是私章的称呼。系因古人在图画，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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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或图书上皆以钤印存识，称“图书印。，后人则称官印为

“印”，称印为“图书”．三是指地图，法令、户籍等文书，栩当于

档案资料，如《史记·萧栩国世家》有云：“何独先入，收秦丞相

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

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四是泛指书籍、期

刊、画册等一切出版物。

那么究竟什么是图书呢?过去，人们曾对它下过不少定义。

如：《尚书·序疏》云：。百氏之家，总日书也”；《说文解字·

序》则云：“著于竹帛谓之书”。又如《图书馆专业毖本科日名词

简释》说，图书“是一种成熟定型的出版物．它的形式多种多

样，j￡共同特点就是都有封in“书名页，正文，用印刷的或手写

的篇页组成一个整体，并装订成册。每种图书都有一个IIl心主题

和论述系统”．

我们以为，图书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用文字等信息符号记

录于一定载体之上的著作物．从原始的竹、木简牍到今天的各类

图书，小管形式、内容如何变化，只要认真地加以考察和分析，

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都具有以下六大特征，即它的信息与知识

性、符号性、人工附载物的实体形态性、记录性、传播性和累积

(一)信息与知识性 图书总是记录有一定的信息与知识，

离开了信息与知识便不能成之为图书，而仅是一种空白的载体而

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现代的图书，无不记载着一定范围的信

息与知识．

(---)符号性 图书的内容，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字．图像、

表格．公式等各种图书符号系统的转换与表述，方能为人们所阅

读和理解．这就是说，图书中所记录的信息与知识，主要是通过

各种栩应的符号来实现的．图书的符号系统，主要是从语言不断

衍化而来。又能克服语言本身在。时空”中的局限．当然。图书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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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不等于就是信息与知识所表现的那些事物的本身。作为表达

信息与知识的符号系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

(三)人工附载物的实体形态性 图书必须依赖于一定的人

工附载物的实体形态而存在，将其内容记录于一定的人工载体之

上．纵观江苏古今一切图书，毫不例外地都是以一定的具体物质

材料作为其载体的．倘若离开了一定的人工附载物的实体形态，

人类的知识就难以很快地传播开去、妥善地被保存下来，甚至可

能亡佚，失传．人工附载物的实体形态性，系有二层含义：一是

指具体图书的材料，如简策、缣帛，纸等；二是指j1．体图书的装

帧形态。如卷轴装、经折装、册页装等．

(四)记录性信息与知识，并不能自然而然地附着于各种

人工载体之上’它需要借助于人们所采取的各种方式。记录的方

式随时问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从历史上最原始的刀

刻、手写等方式到现代运用各种现代化的方式，几千年来人类图

书的记录方式历经了无数次的演变与创新．
’

(五)传播性 图书的传播性功能直接影响着图书内容功能

的正常发挥，且和人工载体的实体形态紧密相关．一种载体若便

于知识、信息的记录，利于人保存和复制再生图书，那么图书就

便于流传，人类社会的史实，经验等。就能更好的传播和延续下

来．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古代江苏编辑生产的图书。就是因为图书

的传播性在起作用． ．

：

(六>累积性 图书的累积性，一方面表现在图书便于长期

保存，更重要的是每一图书的诞生往往都是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

产物．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总毫不例外地将古

今中外人类的一切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而图书的累积性正反映

着科学知识的继承性；舍此，图书的产生和保存便失去了意义．

总之，上述图书的六个特征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但其中

的信息与知识性、人工附载物的实体形态性及记录性是图书的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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