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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前 言

《本溪图书发行志》问世了。

编纂志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吏。“盛世修志”

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温故知新”是中国人民的美

德。它的出版，使本溪地区终于有了第一部图书发行

专业志，同时，也填补了本溪地方志的一项空白。值得

祝贺!

《本溪图书发行志》撰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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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全面系统的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七

十多年间，本溪地区图书供求矛盾的特点、影响供求

的诸多因素、缩小供求差距的途径等等，初步揭示了

发行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起到保存历史、资治当今、垂

范后世、益惠于民的作用。书中通过发行机构沿革、发

行网点的发展建设、购销形式的演变、服务方式的运

用、经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发行队伍的发展壮大、’

经济体制改革、人物介绍及报刊文摘、轶闻趣事等篇

章，图文并用，见事见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本溪图书

发行的历史。+ ．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指出：在建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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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言

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

发行工作推到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思想

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都同出版发行工作密切相

关。图书做为精神产品是以商品形式进行交换的，只

有通过发行这一环节，才能把数以万计品种的图书输

送到各层次读者手中，才能实现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因此，图书发行工作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政治

工作。

我相信，从事图书发行工作的职工读了这部志

书，抚今追昔，将会晓得老一代发行工作者创业的艰

难，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图书发行工作的性质、任务、

地位、作用，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图书发行事业。它

将激励我们：继承并发扬新华书店的光荣传统，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需要，进一步

加强和发挥新华书店的主渠道作用，更好地为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志书的成功出版，饱含着本溪地区新华书店广大

职工的辛劳，也凝聚着编志人员的心血。我们大家都

要珍惜它，利用它，为本溪腾飞；做出新的贡献。

郝子彬

l 99Q年1 0月



凡钠

凡例

一、本志为图书发行专业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并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据较为翔实的资

料，准确地记述了本溪地区图书发行的历史和现状，

力求做到时代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尊重历史，尊重事

实，对具体的人和事按照当时本来面目，不夸大，不缩

小，不加评语，寓评于记，寓理于事，详今略古，客观的

加以记述。

三、本志史实，上溯1915年(民国四年)，下限为

1988年末。

四、本志采用文体为记述体，横分竖写，首列前

言、综述，大事记，下设八章四十三节。全书以志为主，

兼用记、传、图、表、录和照片等记述形式，做到横不漏

项，竖不断线，语言力求简洁朴实，易读易懂。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叙体和纪事

本末体。编年之下，顺时记事，记叙大事、要事，起到提

纲挈领的作用。

六、本志中的文字、词语、纪年、称谓名称、数字、



凡倒

计量等，均按本溪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关于新方志

的规范化问题》的要求处理。

七、民国时期至建国前各书店业，由于时间久远、

资料不足，其业务活动从简。

八、凡未能入志，而又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有关资

料则分别收入“报刊文摘"、“轶闻趣事”内，以资存史。

九、为叙述方便，本志中凡带有“本溪市、县新华

书店"(市、县书店)及本溪地区书店字样的，均含本溪

市店、桓仁县店、本溪县店。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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