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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 专

． 《湖北省志·新闻出版》上卷(新闻部分)已出版问世，湖北省

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辑室经过10年的努力，又完成了下卷(出版

部分)的编纂工作，这是值得庆贺的。
‘

，

湖北的编辑出版活动历史悠久。这本志书是从古代写起的，我

们为湖北人民创造的古代出版业绩感到自豪。不过，出版史料残缺
， 不全，留下的遗物一鳞半爪，对古代出版，有些情况还说不清楚。许

多古代出版物和有关史料，或毁于水火灾害，或在战乱中化为灰

烬，或埋在地下尚待发掘。孟轲把楚国的史籍《祷杌》，与晋国的

l：乘》、鲁国的《春秋》相提并论。然而这部楚史名存实亡，其编辑出

版经过更无从查考，实在遗憾得很．当得知梁元帝所藏14万卷典

籍，于554年西魏军破江陵时自行焚毁，只剩下4 000卷，我们无

不感到惋惜。 ‘

；

‘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的印刷机器和新技术开始传入湖北。 。

自此以后，近现代出版业逐渐在湖北兴起。从晚清到民国，各阶层

代表人物竞相在湖北出版书刊报纸，宣传自己的主张。在这个复杂

的斗争历程中可以看出，出版是一种工具，谁掌握了它，谁就可以

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因此，现在有人把新闻出版视为“第四种权

力一．毫无疑问，出版自由是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的。符合统治阶：，

级利益的精神产品，具备商品化(即转化为公开销售的出版物)的

条件，才有出版自由；否则，就没有出版自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
‘

段。虽然遭到反动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的种种迫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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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间接领导和支持的革命的与进步的出版事

业，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仍然争得了生存权利和发展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人民享有了出版自由。湖北的出版

一事业和全国一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4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文

化发展程度的提高，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湖北省的社

会主义出版事业由小到大，初步形成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物

资供应、科研、教学、外贸的出版体系。从1985年起，湖北每年新版

图书超过l 000种，居全国前列。图书质量也有显著提高。1985年

前，鄂版图书有300多种在全国、中南地区和本省评比中获奖÷在

书刊印刷技术改造方面，从80年代起，湖北已开始引进和推广世

界先进的激光照排、电子分色、胶版印刷和装订联动等技术．

⋯、我国的出版工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

向，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基

本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和积累一切有益

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我们要遵循这个大方向和基本任务，从湖北的实际出发，多

出好的出版物。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等出版物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它们具有宣传教育、传播知识、审美和娱乐、记载和储存文字信息

等功能。我们要充分发挥出版物的各种功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

尽可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正当需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的动力、智力的支持和良好的舆论环境。

。对出版物的内容，要进行具体分析。因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

家，或是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一般都具有不同的占统治地位

的社会意识形态(指政治、经济、哲学，艺术、宗教等)。虽然出版物

。o 都是有物质载体的精神产品，但是其中有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精

神产品，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或政治性，是为巩固和发展其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或政党服务

的；有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和其它非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可以



适用于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可以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或政

党服务．我们要学会区别对待，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要善于批判地吸收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人类精神成果，以利于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如果放弃思想宣传阵地，对出

版物不严格政治把关，就是出版工作者的严重失职。当然，那种在

科技等类出版物上面贴上几条政治标签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和

错误的。 。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湖北出版部门，作·

为湖北省国民经济的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要深化改革，以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我们的出版工作者要全心全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把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结合

起来，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出版企业要坚持以社会

效益为最高准则，多出好的精神产品。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

们，出版事业要健康发展，必须一手抓繁荣，采取过硬措施，努力提

高出版物的质量(包括思想政治质量、科学文化质量和编校印制质

量)，设法杜绝粗制滥适的出版物进入市场；一手抓管理，坚决处理

反动、淫秽、荒诞出版物，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切实纠正买卖书一

号等不正之风。

1993年10月15日 杨中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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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辉灿烂的楚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也孕育了湖北古代的出版业。湖北又是辛亥革命的首义

之区。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出版的报刊和书籍，发行数量仅次于上

一海。民国初年，还继续出版发行了不少有关武昌起义的书刊，各种

新的刊物相继出现。雕版印书业和销售经史子集的古旧书业继续

，经营，仍保持了一定的规模。 ． j
4

。

五四运动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不断出版，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湖北革命出版事

业的产生和发展。1920年春，恽代英等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成为

， 湖北省革命者创办的第一个书店。 ．．：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湖北的出

版业作为舆论宣传工具，发挥了重大作用。大革命时期，武汉成为

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宣传舆论和新闻出版的中心。中

国共产党在武汉建立了汉口长江书店等出版机构，大量出版马克

思、列宁的著作和革命书刊。这一时期，党、政、军、工、农、青、妇、

学、商等各界，都争相利用各种条件创办刊物，出版图书，使湖北出

版事业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

·

1、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1937年12月

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迁到这里。同时，全国

性的救亡团体、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上海、北平，南京等沦陷地区

的文化机关团体大多也集中到这里。武汉这时便成了全国文化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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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业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

报》和《群众》周刊。全国著名的进步刊物《抗战》、《全民周刊》、《抗

战文艺》等在武汉公开出版。在民国时期湖北出版史上，这一阶段

是出版发行机构最集中和出版物出版最多的一个时期。1938年10

月武汉失陷前，许多出版机构被迫撤迁到重庆、桂林等地。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湖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出版印刷发行机构，出版

． 书刊、翻印延安出版的书籍和刊物，革命出版事业在极艰苦的条件

下继续发展。，4：‘
～

、，‘。、。 j。，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及其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对进步出版

发行事业肆意迫害和摧残。解放战争时期，武汉虽有几家官办和一

些私营的书店，但没有较大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事业处于较衰落·

。 的时期。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书店，坚持发行革命书刊，并同

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j-； ，j ?：

’”、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建立起来的中原

新华书店于1949年5月进入武汉，开始建立和发展中南地区和湖

北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 一‘：4一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湖北的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出版规模不断扩展，出版队伍日益壮大，出版书刊的数量和质量逐

步发展和提高。其间虽有失误和挫折，但总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
， 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湖北省出版工作面貌一新，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湖北省出版事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

如下四个阶段。， ，一． 一

‘

。： 。

■第一阶段，1949"--,1954年，这是湖北省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

草创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接管国民政府和官僚资本在湖北的出’
’

版业，建立和发展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出版业，培养和建设一支适应

形势发展需要的出版队伍。为了配合政治运动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 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出版发行了一批通俗书刊，为湖北省

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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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55---1965年，这是湖北省出版事业经过曲折道

路继续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在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实行私

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配合农业合作化高潮出书，加强农村图

书发行工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出版界知识分子政

策的落实；出版工作“大跃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的贯彻执行等方面的工作中，总结经验教训，把出版事业继续推向

前进。 一 ，

。
“

’

”_一

．

第三阶段，1966---,1976年，这是湖北省出版工作遭受极大破

坏的阶段。这一阶段，编辑出版业务基本陷于停顿状态，只是印刷

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以及一些“活学活用”的小册子、“革命

大批判”的图书等。仅在印制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的过程中，湖北

省书刊印刷发行业有所发展。 -，
’．

第四阶段，1977,--,1985年，这是湖北省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经

过拨乱反正后蓬勃发展和初步繁荣的时期。1976年lo月粉碎江

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湖北省出版工

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拨

乱反正，出版事业又走上正确发展的轨道。从此，湖北省的出版事

业得到恢复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83年，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

的决定》精神，为适应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不失时机

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推进了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1979年至

1985年的7年中，出版各类新书3 422种，总印数达13．2亿余册

(张)。1985年湖北省出版的图书品种达1 226种，其中新版图书

1 007种，出书质量在全国也占有重要位置。1983年至1985年，鄂

版图书有360多种在全国、中南地区和本省评比中获奖；有部分书

被列为高等院校教材；有一批书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或被国外翻

译出版；有500余种鄂版图书在港澳地区和国外发行；本省出版机
‘

·3·一：



构与海外合作出版工作也有发展。· ， ，～．，

’·这期间，期刊出版也蓬勃发展。1985年底本省经登记出版的

期刊有268种。这些期刊都注意适应时代、群众和社会的需要，进

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力求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本省期刊的发展数

量，约居全国第五位。，7、 。-．

。√在这一阶段，书刊印刷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1983年，国

家确定湖北为全国四大印刷发行基地之一，投入巨额资金，除从国

外引进彩印制版印刷生产线外，还添置国内比较先进的印刷生产

设备。经过几年的努力，印刷发行基地建成，全省书刊印刷生产能

力和印刷质量有了很大提高。1978年后，本省图书发行体制进行

了改革。国营书店在推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

形式和减少流通环节等举措中起主导作用。至1985年底，全省已

初步形成遍及城乡的图书发行网点，共有图书发行网点5 665处。

1977年至1985年，共销售图书近20亿册。 。

从1981年起，出版行政管理机构不断健全和完善，出版管理

有了进一步加强。从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省出版总社、省出版局到

省新闻出版局的建立，出版行政管理机构的建设不断加强，出版管

理体制不断完善，形成省、地、市、县出版管理的新格局。随着出版

队伍的日益扩大。教育和培训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除创办出版

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外，国家在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等高等

院校设有编辑专业、印刷技术专业和图书发行管理专业，培养了一

批出版人才。出版科研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科研

成果。 ：’ 、 · 。：
．．

，

‘‘这一时期，湖北省出版事业在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是：

出版事业内部的和外部的发展比例失调；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的

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还比较落后；事业发展资金存在一定困难，出

版事业的经济政策尚未调整好；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和整个出版

队伍素质的提高尚未正规化、系统化。， ， ，，一

· ·4·
．



从新中国建立至1985年，湖北省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取

得了巨大成就，其间虽有曲折和失误，然而总的来看，发展是健康

的，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出版

事业的发展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现实条件，按照出版工作的特点

和规律，逐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体

制，在改革开放中，使本省出版事业朝着稳定、协调、健康的道路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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