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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地区的出版业，是在中原文化的浸濡下发生、．发展，而又具有独特

的地方特色的。

自战国末期涉貊族系北支之一北夷橐离人东明，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

建立第一个地方政权夫余王国开始，在2 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黑龙江地区曾

通行汉文、契丹文、女真文、蒙文、满文五种文字。其中，1119年(金天辅三

年)完颜希尹、叶鲁创制的女真大字和1138年(金天眷元年)金熙宗完颜直改

制的女真小字，就肇兴于黑龙江，并且一直沿用到明代。黑龙江最早出现图书

的年代，为755年(唐天宝十四年，渤海国大兴十九年)渤海国迁都上京龙泉

府(今宁安县渤海镇)之时。至现代印刷术传人黑龙江前的1 000多年中，黑龙

江有籍可考的图书出版发展，经历了三个较具规模的历史时期：即渤海国的手

抄写本图书时期，金代的雕版印本图书时期和清代初、中叶的图书著述稿本时

期。

渤海国时期的图书出版，属于卷轴制度的汉文手抄写本。这一时期，写抄

作为一项供社会需要的文化事业，开始在黑龙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是为黑

龙江出版业的发端。通过渤海写抄本图书的流传，渤海人的著述，在中原内地

甚至在外国，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金代前期的图书出版，属于册叶制度的雕版印刷本，以汉文居多，也有少

量女真字书。这些采用中原内地技术出版的图书，在金国迁都中都(今北京市)

后，大多流散到中原内地，很快与中原内地的图书融为一体。

入清以后，由于清廷对黑龙江实行封禁政策，黑龙江无法发展刊刻书籍的

印刷业，本地著述多在中原内地刊印或写抄传世。这一时期，可以归入黑龙江

出版范畴的，仅有图书的原始稿本和写抄传本。这些稿本和写抄本，记载了黑

龙江的历史沿革、民族源流、风土人情，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黑龙江出版业有所发展，是从现代印刷术传人开始的。而且，石印、铅印

图书和期刊、报纸的出版，几乎是同时产生、同时发展的。1898年，随着中东

·3 ·



概 述

铁路的兴建。俄国石印机器传人，1904年、1907年德国、日本铅印机器相继传

人。1906年有现代印刷本的中文图书出版，1908年有现代印刷本的中文期刊出

版。到1985年的80年间，黑龙江出版业可分为1949年前的旧中国阶段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简称为“建国后”)阶段。

清光绪末至宣统逊位的5年多时间，黑龙江现代出版业从无到有，民族出

版业有了较为可观的发展。在这期间，清政府对东北地区采取了开禁放垦的政

策，黑龙江的经济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局面，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随着

中东铁路的开发，国外先进的印刷术很快输入黑龙江，陆续出现官办、商办以

及外国人开办的书业、印刷业，期刊、报纸也相继出版发行。由于变法维新运

动的影响和西方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传播，时务(历史、地理、法律、经

济、政治类)、格致(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类)等“新学”书刊，在黑

龙江一开始出现，就基本取代了主要由中原内地出版发行到黑龙江的经史子集

类图书，但也有少量的雕版书刊刻出版。

中华民国初期至东北沦陷前，黑龙江出版业有了稳定发展。规模较大的书

局、印刷局把编辑出版图书，作为一项业务纳入经营范围，逐步形成了编、印、

发合一的出版体制。继清末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在黑龙江设立分馆之后，上海、

沈阳、大连的几家大书局，也陆续在黑龙江设立分号或与黑龙江的商办书局建

立经销关系，发行新书刊和教科书。这些分支机构主要业务是发行，也出版图

书。各机关、团体、工厂以及外国人(主要是俄、日)在黑龙江的机关、学校、

团体纷纷出版图书、期刊。私家出版的图书、期刊也不少。其中，外国人办的

外国文种图书、期刊在黑龙江出版、发行的局面，从清末时期延续下来，直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基本结束，给黑龙江出版业打下了帝国主义列强文化

侵略的烙印。由于中东铁路贯穿黑龙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书刊，从1905年

开始就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布尔什维克组织在黑龙江流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黑龙江地区产生了很大

影响。从1921年起，黑龙江出现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革

命进步出版活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

建思想。革命进步出版事业，从公开出版报纸和秘密印发传单、小册子始，继

之建立书店、印刷所，逐步发展到出版发行期刊、图书，虽然屡遭查禁、取缔，

但革命进步的出版物一直在公开或秘密状态下出版、发行。这一时期的黑龙江

出版发行业，主要是集中在齐齐哈尔、哈尔滨两个大城市，其他城市虽有为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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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的书局、印刷局，但很少有出版书刊的，僻远的县镇甚至连书店都没有。

东北沦陷时期，黑龙江的民族出版发行业、印刷业受到严重摧残，在政治、

经济的双重压迫下，书局、印刷局、杂志社大多废业或倒闭，能够挣扎办下来

的，也很少再出版图书0俄(苏)在黑龙江的图书、期刊出版也受到沉重打击

和严格限制，品种、数量急剧萎缩。相反，日伪统治当局的各级机关、团体、

杂志社、报社则大量出版宣传和美化侵略政策、为奴化教育服务的反动书刊。

日本在黑龙江的调查机构，也出版大量为侵略中国服务的经济、政治情报书刊。

这些书刊使用的文字多是日文。同时，从日本国内及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强占的

旅顺、大连等地，输入大批用以进行奴化教育的教科书、教学参考读物等日文

图书、期刊。在黑龙江城乡强制发行。这是一场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摧残中国文

化和民族意识的大劫难。但是，黑龙江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出版战线上同日

伪统治当局进行坚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影响下，革

命进步出版人士先是利用日伪报纸的副刊，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继之

出版具有进步意义、唤醒民众的图书、期刊。这些进步出版活动虽然受到日伪

统治当局的残酷镇压，但在黑龙江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全中国人民

对日伪统治下的黑龙江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在黑龙江的组织，在从事

地下革命活动和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也注重出版宣传工作。在沦陷区，秘密

散发小册子、报刊；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抗日联军创建的革命根据地，

出版了散发到战士和基本群众中的报刊、图书。这些出版物大多是油印的，在

当时的严酷环境里，起到了宣传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的作用。
‘

解放战争时期，是黑龙江出版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时期，随

着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干部和军队挺进东北，进驻黑龙江，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政

机关、各种社会团体创办的出版发行机构的书刊编辑、印刷、发行活动，主要

集中在黑龙江。在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在黑龙江各地建立了解

放区规模最大的出版发行机构——东北书店，先后组建了三个书刊印刷厂。东

北书店在黑龙江出版了746种书刊，总计发行1 515．9万册，是有史以来黑龙江

出版图书种数最多的出版机构，也是销售网点覆盖面最大、发行范围最广的发

行机构。以民间面貌出现的上海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联合在黑龙

江建立的分支机构——光华书店，是仅次于东北书店的出版发行机构，再版、

出版的理论著作、文学艺术图书和翻译作品共200余种。这些书刊，都是紧密

配合解放战争形势，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或进行马克思、列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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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基本知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的读物，其内容、质量、品种、

数量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可比拟的，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建国后，黑龙江出版事业迈进了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经

过36年的发展，黑龙江出版事业已经由过去编、印、发合一的体制转变为有着

严格专业分工的体制，逐渐形成了多层次、门类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基本完

整的出版体系。其间由于“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虽曾出现曲折和失误，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发展速度最快的是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7年多时间。

建国初期，由于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迁移，解放战争时期驻在黑龙江的出

版机构随之迁出，黑龙江没有一家出版社。1951年8月创办的黑龙江通俗出版

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第一家图书出版机构。1954年9月创建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此后25年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曾兼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北方文

艺出版社两块副牌出版图书，但黑龙江没有创立新的图书出版机构。“文化大革

命”结束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黑龙江出版事业发生巨大变化，

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从1979年10月至1985年底，陆续新建黑龙江科

学技术出版社、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黑龙江美术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哈尔

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东北林学院出版社、哈尔滨地图出版社等10家出版

社。形成了在黑龙江省出版总社领导下，有6家直属出版社、5家非直属出版

，社，门类齐全的图书编辑出版体系。至1985年末统计，黑龙江12家出版社

(包括已撤销的黑龙江通俗出版社)共编辑出版各种图书8 323种，累计发行

252 550万册。出书结构也由1978年前以通俗读物为主，转变为出版马克思列

宁主义(以下简称“马列主义”)、哲学读物、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科学技术专

著、科学普及读物、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世界文学著作、低幼少儿读物、

大中专教材、应用工具书、大型辞书、连环画册、大型画册等各种读物，其中

既有汉文图书，朝鲜文、蒙古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也有外国文字图书，适

应了广大读者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

黑龙江的期刊出版，建国后发展较快。建国初期，黑龙江共有22种期刊出

版发行，到1954年8月减少到9种。此后，期刊陆续增多，到1960年发展到

48种。1961年1月开始报刊整顿后，减少到21种(其中，公开发行9种，内

部发行12种)。从1963年开始，停刊的期刊多数复刊，并有新的期刊创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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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

命”初期，期刊相继停办。从1970年开始，一些期刊恢复出版并有新创办期刊

出版。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共有期刊56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期刊出版迅猛发展。不仅“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期刊纷纷复刊，就是1965年

前停办的期刊也重新恢复出版，更多的则是各机关、团体、学校创办的新的期

刊。这些期刊几乎遍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到1985年末，黑

龙江共有在办期刊265种，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空前的。很多期刊办得有

个性‘有特色，可读性强，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建国以来，黑龙江书刊印刷业有了很大发展。建国初期，黑龙江没有一家

书刊印刷专业厂。那时，省内所需教科书和其他书刊，主要由吉林、辽宁两省

的印刷厂承印。1954年9月，黑龙江省工业厅组建地方国营建设印刷厂，年生

产能力2万纸令①，只能印刷小批量书刊。1959年7月开始筹建全省第一家专业

书刊印刷厂——黑龙江新华印刷厂。1963年末投产。1965年10月建设印刷厂

并入黑龙江新华印刷厂。1966年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年完成文字拣排3 000万字、

铅印书刊15万纸令、胶印书刊6万色令②、书刊装订17万令纸的任务，结束了

黑龙江出版的书刊主要靠外省印刷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量承

印毛泽东主席著作和学习、宣传材料，黑龙江省曾两次组建新的书刊印刷专业

厂，部分市、县印刷厂也有一定的发展，全省书刊印刷装订能力有所提高。但

是全省书刊印刷能力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省出版

事业飞速发展，出书品种数量大大增加，印刷能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84

年6月，黑龙江省出版总社组建照像排字、胶版印刷书刊的新型书刊印刷专业

厂——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建厂第二年的11月开始投入试生产，年设计生产

能力为照像排字8 000万字、胶印书刊30万色令、彩色胶印15万色令。其他非

直属书刊印刷厂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这些厂家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不

断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书刊印刷能力不断提高。至1985年末统计，黑龙江两

家书刊印刷专业厂年生产能力，铅字拣排5 000万字，照像排字8 000万字，铅

印书刊30万纸令，胶印书刊51万色令。全省经常承担一般图书生产任务的市、

县印刷厂规模较大的有9家，年生产能力共计铅印书刊10万纸令、胶印书刊10

① 印刷术语。用以计算印刷量．每纸令500张全开纸。用于计算印刷装订总量则称。令纸”。

o 印刷术语，用以计算彩色印刷量，每色令为印刷一种单色的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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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色令。

黑龙江的图书发行经过36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1982年图书发行体制改

革，形成了以黑龙江省新华书店系统及黑龙江省外文书店为主渠道，以国营商

业、供销社系统批销网点和出版社自办发行、集体书店、个体书店(摊床)为

辅助渠道的有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的发行网络。至

1985年末统计，黑龙江省新华书店领导的国营发行网点有县级以上书店95家、

门市部104个、售书点179处，共有职工3 644人；同时，全省建有供销社系

统批销网点5 400处、国营商业系统批销网点426处、集体和个体书店(摊

床)590处、其他售书点11处，总计有职工和从业人员6 960人。按1985年全

省3 311万人口核算，平均每5 012人有1处售书点，每3 122人中有1名图书

发行人员o 1985年全省新华书店系统共销售图书24 489万册、总码洋①10 797

万元，分别比1951年增长1．36倍和36．89倍。全省人均购书虽然从1951年

(松江、黑龙江两省共1 077万人口)的16．68册降至1985年的7．40册，但也

超过全国人均购书6册的水平。据1985年测算，全省图书销售的货币用量占社

会商品销售货币总用量的5％左右。

黑龙江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在36年的发展中，曾遭受过两次较大的挫折，即

“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跃进”时期，在“左”的思想指导

下，出版了大量宣传“共产风”、“浮夸风”的小册子，内容辗转抄袭，质量低

劣。图书发行单纯追求发行高指标，盲目冒进，供过于求，造成备货积压，损

失严重。“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发行工作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

严重摧残和破坏。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出版了一大批宣扬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反动理论和政治观点的图书，品种单一，内容匮乏，学术著作和各种流

派的文艺作品的出版完全停顿。图书发行单纯依靠政治压力和行政命令，一些

政治书籍重复发行，造成大量积压报废。

7建国后36年间，黑龙江党政领导机关一直在两个方面对出版事业实行管

理：一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及各级党委从思想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实行领

导和指导；二是政府的文化出版管理机关对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物资供应

等业务实行行政管理，并根据党的出版方针及党和政府的有关规定，结合黑龙

江出版事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法和措施。出版事业的行政管理，

① 出版发行术语，指每册图书定价与总册数相乘得出的总定价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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