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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 喜
目叮 雷

图书是知识的结晶，是积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工具

和媒介，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精神食粮。先进思想、科学技

术、文化知识，一经载册传世，将在大范围长期发挥作用。

图书经著作、编辑、印制诸环节形成，经发行到达读者。发

行是出版的继续，是出版与读者间的桥粱。发行工作直按关系图

书输送、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

国家的富强。

解放前，古蔺县各类书摊书铺图书销售，既有出于社会需

要，亦不乏迫于生计者，随市求利，所售图书杂乱。解放后，古

蔺县新华书店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组成部分，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发行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发行一切

有益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革命理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

文化教育图书。

图书虽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发行)领域，并用经济手段，

实行经济核算、科学管理，但图书是富有思想内容的精神产品，

有另d于一般商品，因此，在开展进、销业务，解次供需过程中，必

须遵循以社会效益为前提，兼顾经济效益的原则。

编纂《古蔺县图书发行志>，旨在：从古蔺县图书发行业的

】



历史与现状的史实记述中，辩证地探求图书发行的客观规律，及

其符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规律性经验，更好地为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开始编纂时，尚无图书发行专业志可资借鉴，虽力求广征博

集，因历史资料散失，难臻完善，再加编纂人员思想、知识、业

务水平低，缺乏经验，仓促上阵，行笔维艰，数易其稿，难免谬

误，诚盼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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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图书发行专业志。依据史料，准确记述古蔺县图

书发行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上溯清末，下限

1989年底，个别史实为保持记述完整，延至1990年初。民营书

业、集资书店，因时久远，当事人多已谢世，资料不详不全，仅

梗概入“大亭记”和“机构演变"章，以后不再记述。古蔺县新

华书店成立后的图书发行史实，为本志记述重点。

三、本志以图书发行为中心，横陈事类，纵述始末，依时记

事。首列概述，大事记次之，下设3章10节，附列图表。

四、大事记，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简洁朴实，求实存

真。

六、本志以公元纪年，阿拉伯字记数，货币记述一律换算成

现人民币。

七、本志资料来自古蔺县新华书店文书、财务档案。社会知

情人士和书店老职工口碑，经核实后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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