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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志丛书》前言

从1989年10月起，我们为了编纂《江苏出版志)，开始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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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的出版史料专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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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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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志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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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这套史志丛书，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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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钽刷、发行、管理诸多方面)；

范围很大(从本省到区域直至全国)l时间跨度很长(上溯至发端，

下限于当今)。我们的初步打算是。实事求是，分步实施，细水长流。

先从编纂江苏地区的出版史料做起，然后面向更大范围征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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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抽选题已编纂成书，将陆续问世。它们是：

《江苏出版大事记》

<江苏出版人物>

《江苏出版机构》

《江苏刻书'

《江苏图书编辑史>

《江苏报刊编辑史》
‘

《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

《民国党派社团出版活动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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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部份虽系地方性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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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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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尽到了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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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秕丛书的编辑出甑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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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高介予和全体编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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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俞洪帆主编，省出版史志

编辑部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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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所有为丛书作出贡

献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l

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部

1993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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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文武两条战线．这两

条战线互相配合，文攻武伐，从而推翻了兰座大山，建立了人民

的新中国．

党的出版工作是革命文化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

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

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

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党的成长、壮大，革命斗争的发动，革

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与革命的出版工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革

命的如版工作是党联系人民的桥梁，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指

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 ：

江苏党的出版工作是中国现代革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江苏地区的革命出版物记录了江苏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打败敌人，取得民族解放

战争和人民革命斗争胜利，创建了新中国的光辉历程，也记录了

江苏党组织及其革命群众团体在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光辉历程。同

时也记录了党的出版工作本身，包括出版理论．机构和出版工作

者逐步成长和不断发展的光辉历程．建冈前三十年党领导F的江

苏出版创业活动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广泛的群众性．一方面，它

忠实地传播了党的主张，紧密地配合每一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形势

和任务．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艰苦卓绝的荸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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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因此，它是火把，指引人民跟党前进；它是号角，召唤人

民向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冲锋；它是“炮弹”，给敌人和一切邪恶

势力以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它又是人民群众的言论阵地，在

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喊出了江苏人民要求解放和当家

作主的心声．再一方面，它又是为几千万江苏人民群众生产精神

食粮的园地，不断地满足广大劳动人民(包括爱国人士，知识青

年、儿童、学生和妇女在内的)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帮助人

民提高政治．思想和文化素质．总之，江苏党的出版工作充分发

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要作用，为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

江苏党的出版活动除了具有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有明确的

编辑出版方针，面向工农大众，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革

命战争服务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外，它还有着本身的显著特点：

第一、在党的创立时期，江苏党的出版活动与党中央的出版

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江苏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之一．二

十年代的上海曾是江苏省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党中央早期的出版

活动都是在江苏地区进行的，党直接领导了江苏地区的出版工

作．党中央的出版物首先在江苏地区发行，且发行量也最大。这

些，为江苏早期的革命出版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

第二、革命领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领导．指导和参与

了江苏党的出版工作，为江苏革命出版工作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内，一批革命领袖、党和军队许多

的重要将领、全国文化出版界的许多著名人士以及一些国际友人

曾分别在江苏各地工作过、战斗过，有的直接担任过江苏省委、

江苏地区党政军中的重要领导职务．他们领导、指导过江苏的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综述 3

版工作．有许多人亲自在江苏创办过报刊杂志，编印过宣传材

料，出版过革命书籍，为江苏的出版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流

下了辛勤的汗水．这对于指导江苏人民的革命斗争．直接领导和

参与江苏党的各种公开的秘密的出版工作起着巨大的作用．他们

在江苏出版活动中留下的伟大业绩，他们为指导江苏出版工作所

创造的理论，使江苏党的出版事业在全国革命出版史上占有特殊

的地位．江苏革命的出版物所产生的影响，许多都超过了省界的

范围，有的还超出了国界。走向了世界．无论过去和现在，建国

前江苏的一批革命出版物都引起了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奥地

利，美国j日本，英国等国的政治，军事和出版界，文化界人士

的关注，还有人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以新四军在苏北的出版物

而言，近年来，德国．It本，美国等国的学者以及战时曾在中国

工作过的国际友人远道来华搜集、查阅和研究．这些，促进了中

国对外的友好交往．可见，江苏革命出版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三．江苏的革命出版活动走过了一条异常艰难曲折的道

路．这是因为，建国前的江苏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

主义统治力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南京曾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反

动统治的政治中心，又曾是侵华日军和汪伪的军事、政治中心，

反动势力异常猖獗；紧邻江苏的上海是帝国主义从事政治压迫．

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的重要基地．这些来自国内外的政治，思想

和文化上的影响以及国民党对革命文化的。围捌。，汪伪对抗日出

版活动的查禁等。决定了江苏革命出版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

和艰巨性的特点．以抗战时期而言，江苏省有敌伪、顽和我方三

种政治力量，三角斗争十分激烈．革命的出版活动在不同的政治

地区呈现不同的形态：出版单位的多种形式，出版品种的多样

性，出版物的多功能性，加之时断时续，灵活变化，以多种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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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和发行，是建国前江苏举命出版活动的特点之一．

第四、江苏省委的出版活动一直足在上海秘密领导的．第一

次大革命时期的江浙区委(江苏省委的前身)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的江苏省委机关都是设在上海的，抗战时期(至1942年10月)江苏

省委仍没在上海．1943年以后就没有江苏省委这个统一的机构

了，直到建国后才恢复了中共江苏省委．建国前的江苏省委领导

了江苏、上海两地党的出版工作．因此，江苏省委各部门本身的

出版工作全部是在上海本埠进行的，而且就地领导了上海本埠党

的出版工作．由于省委秘密设在上海，因此省委能较长期的存在

下去，这使江苏党的出版工作能较长期的在省委的领导下进行．

加之上海工业、交通发达，文化人多，客观上更使江苏党的出版

工作获得许多有利条件．如有水平较高的编辑人才。有技术精良

的glJl60设备和物资及便利发行的交通网络．省委出版物的发行促

进了江苏各市、县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出版工作的开展以及编辑出

版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的

机关长期驻上海，这就使江苏省委的出版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及时

的直接的领导和指导，这对江苏党的出版工作的发展和提高无疑

有着重要的影响．

建国前30年江苏党的出版创业活动与党领导的江苏人民革命

斗争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现将江苏革命出版活动分时期筒述

如下． ，

(一)

从五四运动到1923年5月是党的创建时期，这是江苏革命出

版活动的起步阶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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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额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推委了中国新

文化的传播．当时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陈独秀、瞿秋

白．恽代英、张闻天等在江苏地区积极从事革命的出版活动，传

播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江苏的新闻出版工作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随着江苏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党领导了出版工作，

宣传党的主张．组织人民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

从五四运动到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1919．5—1920．
8)这期问，、江苏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掀起了声援五四

爱国运动的大潮．他们编印了大量的传单，印刷了多种多样的宣

传品，创办了革命刊物，发表进步文章，反对帝国主义，要求惩

办北洋军阀政府，宣传革命民主思想．这是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的

开端．1919年6月，《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办，连续出版了

70期．这是江苏早期革命出版活动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出版物．张

闻天在该刊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介绍共产

主义的主张，摘译《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加以宣传．其后，

在南京还创办了《少年社会》．《少年世界》，在苏州出版了

《妇女评论》半月刊等，这都是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舆论阵

地．氍秋白还经常为《妇女评论》撰写文章，讨论妇女解放的问

题．’

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到党成立前夕(1920．8——1921．

6)的这一阶段中，江苏的革命出版活动主要是为筹建中国共产党

做舆论宣传．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起草了《中

国共产党宣言》．该小组将《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随

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及而向工人群众

的通俗月刊《劳动界》，陈独秀等主持了这些刊物的出版工作．

这些刊物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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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同一时期，徐

州共产主义小组组织了。赤潮社。，创办了《赤潮》旬刊，无锡进

步团体创办了《五七月刊》，宜兴评论社创办了《宜兴评论》

等，宣传反帝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批判改良主义．这

些，为后来当地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从党的成立到党的。三大’之前(1921．7——1923．5)的这一阶

段中，党统一领导了革命的出版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

国，也使江苏的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1921年8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劳动周刊》；9月，

党创建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列主义理论书

籍．1922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向导》周刊，蔡和森

主编。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同一时期

内，如皋平民社吴肃创办了刊物《平民声》。无锡糜文溶主编出

版了《青城导报》等，这些由江苏早期党员创办的刊物，努力传

播新文化，对民众进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

江苏革命出版活动在起步阶段就以宣传马列主义为己任，，促．

进了江苏民众的觉醒，为江苏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二)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江苏党的出版工作走上了初步发展的道

路． ·

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国共合作．次

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

作．此后，我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

争．在大革命时期，江苏各地党组织逐步建立和发展．1923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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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共南京地委建立．其后，浦口，无锡、丹阳、江阴、苏州、

徐州．常州．南通．泰州，淮阴等地都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925年8月，中共江浙区委(江苏省委的前身)建立，统一领导江

苏，上海等地党的工作．随着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党领导了江苏

的出版工作，根据党的路线，联系党的任务，编印报刊和宣传，

品．江苏党的组织管理党和革命群众团体的出版工作，出版物宣

传党的主张，号召。打倒列强除军阀”．党的出版工作面向工农群

众，明确地制定了编辑出版方针，及时地展开发行工作，使党的

出版物在社会上的影响渐渐增大．

在我党的推动和帮助下，江苏各地国民党组织相继成立．就

是说，大革命时期的江苏大多数地方是先有共产党组织，而后有

国民党组织的．许多中共党员同时具有国民党的党籍，帮助发展

国民党党员，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这一时期，由我党同志编

辑，以国民党各地机关的名义，利用其经费和条件，公开出版过

一些报刊和书籍，宣传国民革命．因而，大革命时期江苏党的出

版活动具有国共合作的特色．如，1924年4月，社会主义青年团

南京地委和国民党南京支部联合创办《南京评论》周刊，该刊由

共产党员南京团地委委员宛希俨主编．同年12月，南京团地委和

国民党的左派创办了《南京》半月刊．1926年1月，国民党南京

市党部出版的《五卅青年》，也是有共产党员参办的．

大革命时期江苏党的出版活动可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阶段

从党的。三大”到中共江浙区委成立之前(1923．6--1925．7)．除
了团中央创办的《中国青年》以外，1924年春，无锡出版了《无

锡评论》、《孤星》旬刊；南京创办了《南京评论》，《南京》

半月刊；如皋办有《潮桥青年》．《民鸣报》；徐州办有《徐

钟》、《学联周刊》；扬州办有《卧薪尝胆》月刊，等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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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惨案发生后，全省各地声援上海工人爱国斗争，编印了大量

的传单、宣传品．南通出版了《血潮报》、《滴血报》，无锡出

版了《血潮》，镇江小学界出版《联合会周刊》，南京学界出版

了《国民与外交》等．《孤星》旬刊是这阶段有代表性的出版

物．该刊由无锡孤星社创办．第四期发表了陈独秀的《杂感列宁

之死》，瞿秋白的《历史的工具——列宁》等，将苏联十月革命

介绍给中国人民．第二阶段是从江浙区委成立到大革命失败

(1925．8一一1927．7)．江浙区委的成立标志着江苏地区党组织发

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26年4月，江浙区委有5个部门，下辖7

个区委．3个党团，3个地委和15个独支，党的组织逐渐扩大．在

区委的机构中，书记处内设有印刷科，陆缀文负责；宣传部内设

有专人负责刊物出版工作，郑超麟负责；还有专人对下审查宣传

出版物，薛世伦、谢文锦负责；组织部内设有专人管理报刊发行

工作．粱茂康负责．到此，江苏党的出版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

江浙区委加强对江苏各地出版工作的领导，主要有三个方

面：

1、加强区委机关本身的出版工作．从1925年9月开始，由宣

传部编印《政治宣传大纲》作为定期出版物，下发各级党组织，

用以指导对各种民众的一切宣传，指导出版物对某一政治问题的

宣传方针．1926年10月，江浙区委正式出版党刊《教育杂志》。

用以提高江苏党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该刊由赵世炎主编．

1927年2月，区委出版《每日通讯》，还办有《平民日报》．各

部委和工委．学委、妇委，军委等及民校(党对国民党开展工作

的机构)、济难会等都分别编有不定期的出版物，宣传党的主

张，解释党的政策，指导党的工作．

2．加强对所属的区委，地委、独支及群众团体中党团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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