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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 ．似．一，一。

一、《绵阳图书发行志》(以下简称本志)以绵阳地区各个

时期的统辖范围为记述范围，记述重点为绵阳书店直接承担的发

行业务和对县店的辅导与管理。为叙述方便}属全区的事称全区，

属直接发行业务称绵阳店。

二、本志分章：节安排，共设5章30节。由记、志、传，图、

表，录组成，而以记为主。

三、本志上限为清光绪初年(约公元1880年前后)：，下限为

1985年，重点记述新华书店成立后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的伟大变革。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l{爵1

述。 ．
．

五，纪年、计量和文字规范等，均按四川省新华书店《荧于

编史修志的编写规定》处理。 ’一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简洁朴实，易读易懂。．

七，凡未能入志，而又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有关文献、资料则

收于“附录"内，以资存史．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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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发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十三

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以比较丰富、翔实的资料反映了绵阳图书发行的历

史，特别是新华书店建店以后(1950—1985年)发展壮大的历史

概况j初步揭示了图书发行工作的规律及其经验教训，具有资

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对书店制定长远战略目标，进行科学管

理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对书店职工进行优良传统教育和职业教育

提供了教材和可靠的历史资料。

由于在历史上管理体制以及政区划分的几度变化，经绵阳、

德阳、。广元，遂宁四个市店经理协商，决定成立四市店志领导小

组。。在绵阳市店设立联合办公室，，于1986年12月正式办公。随即

开展店志编修工作：开办了两期训练班，组织四市21个县店编志

人员100人次学习修志基本知识，查阅了现有历史资料共105卷，

走访了知情人士’建了1900张卡片。于1987年底完成初稿，随后

进行反复修改、补充核实，于1989年4月完成。

在本志搜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曾得到省店店史办，绵阳市

地方志办和有关领导部门、兄弟单位、各方面知情人士以及书店

全体职工的热情支持，特在此表示谢忱。

我们编写书店志，确属一项新的工作，毫无实践经验，加之

资料有限，尽管数易其稿，仍然存在很多缺点，有待进一步修

正，热忱地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编纂领导小组
‘

198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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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绵阳位于东经104。207一105。97，北纬3I。167—3l。497。东

邻梓潼县，南接三台县和中江县，西接德阳市和安县，北靠江油

县。总面积1．570．3平方公里，总人口83．4万人。绵阳自古就有

“剑门锁钥黟、“蜀道咽喉黟之称，作为州郡治地已有1800多年历

史，解放后即为绵阳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

在古代，绵阳经济，文化均较发达，图书出版发行事业同样

得以相应发展。迨至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民不聊生，各项事

业均遭毁败。康熙以后，随着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图书出版发

行事业再次缓慢兴起。当时的绵州，先后出现了图书发行业和图

书出版业。经营的图书以启蒙读物为主，并有“四书"、“五

经’’以及医卜、星相、说唱等类书籍。民国初年，随着西方文化输

入，绵阳开始陆续出现经营石印，铜版，铅印图书的业务，图书种

类和数量均有较大增加。光绪初年，绵阳有三家木刻书坊“五桂

堂书斋"．’“金魁堂"、“文萃斋秒相继出现。民国时期，又有

10来家专营和兼营书店开业。这对当时绵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

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49年12月，绵阳专区各县陆续解放。一中国共产党绵阳地方

委员会和绵阳专员公署高度重视图书发行工作，很快确定专人筹

组新华书店。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绵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指

派曹鲁业主持这项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于9月正式建立新

华书店绵阳支店。支店建立后，一方面积极开展绵阳图书发行，

另方面着手对专区所辖各县建立新华书店分销处，直到1956年全

1



区各县全部建立新华书店。书店及时大量发行了各类图书，有力

地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和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需要，成了

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和吸取文化科技知识的重要源

泉。

1956年，绵阳和全国一样，城乡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新

华书店四川省分店提出“普及农村发行网，农村发行量增长5

倍”的年度工作目标。绵阳支店没有很好研究实际情况，立即仓

促上马，向区乡农村供销社全面铺开售书业务，批发图书金额达

29，667元，相当于1955年的7倍。后来由于全省建立4万个农村图

书室的规划因缺乏经费而落空，加上大量新建的供销社售书点人

员不稳、设施不足、管理不善和分配过量图书铺底等原因，造成

图书报废金额4，603元，到1957年供销社图书批发额猛降49叻，

虽然农村流动发行额上升了58．8％，但仍亏损636元。

1958年全国范围的“大跃进秒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华

书店系统上上下下盲目照搬“全民大办黟口号，先是提出“全民

大办书店"， “大办具有共产主义萌芽性质的公社书店"的口

号，要求达到社社有书店，队队有发行员。接着又到处掀起“打

擂比武"、 “放卫星"， “夺高产节的发行运动，以实现“公社

书店遍地开花’’，经过这样大轰大嗡，绵阳店几个月时间就建立

了24个公社书店，过去建立的供销社售书点几乎全被新建的公社

书店所取代。1959年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发出“大力提高发行质

量"指示中尖锐指出： “离开工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当

前的经济文化状况，片面追求图书发行工作的发展，不仅会浪费

人力物力，而且会影响工农业生产一。省新华书店及时采取调低图

书销售指标等措施。绵阳店乃将公社书店调整合并到12个，由于

公社书店缺乏经营图书发行工作的能力，库存增长，亏损严重。

到1962年，不得不将公社书店全部撤销。这样却又造成农村发行

的大片空白。。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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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经济困难时期，伴随困难带来的纸张短缺，导致书源不足，‘

绵阳店除认真贯彻执行搿保证重点，照顾一般打的新书分配办法

外，又增加了为读者查找、抄录，征购，寄销图书等服务项目，

开展收售旧书，租赁图书业务，基本满足了读者需要，缓解了图

书的供需矛盾。
’

1962年中共中央制定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

的方针，新华书店总店统一部署清仓核资。绵阳新华书店与省新

华书店共同组成工作组到中江县新华书店进行试点，绵阳店和各

县新华书店随即陆续开展清仓核资工作，重新建立和健全必要的

规章制度，有效地改变了书店内部管理混乱的状况。1963年中共

四川省委组织文化工作队到遂宁开展整顿工作，绵阳书店派出苟

绍武、屈用柔参加，在工作队统一领导下，到遂宁县书店进行整

店工作试点。整店过程中，通过总结供销社与书店往来关系上的

经验教训，提出了“现款批销，存书包退黟的办法，加上县书店

专门组织力量，去到农村流动发行的同时，以主要精力辅导供销

社售书，从而调动了供销社售书的积极性，这个办法后在全区、

全省，全国推广，使供销社经营图书又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秒开始，书店上下受到极左路线的

严重干扰，一方面强令超量发行毛泽东著作，语录、图片和有关

_文化大革命"的图书，另方面几乎将中外文学艺术、历史，地

理，文化教育全部存书当作搿封．资，修’’黑货，强令封存甚至

销毁，再一方面强令各级学校“停课闹革命黟、，教科书停止出

版。各地相继成立“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办公室力，只管印不管

销，印多少交书店多少。结果造成书店1967年到1973年年平均库

存额高达242，436元，比1966年高出I．6倍，相反，由于严重书

荒，致使书店同期年平均销售额仅为356，464元，比1956年下降

4叻，出现进销倒挂。仅1972年到1975年处理存书一项就损失了

157，353元o 1970年后各级学校陆续复课，教科书重新发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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