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 5辑北京出版社
———一一

100904

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

叩m—L—Z
D

n工C田>Z

∽工一N工一

北京出版史志
北京地区出版单位概貌

((李自成))出版的前前后后

((语文小从一书))和我的((普通话语音常识))

朱棣与((永乐大典))

北京市出版事业五十年

元代北京刻书的多色套印与装帧风格



校雠俑



、～

龙
中

tr√

tJ
去

}

謦
萋



北京出版

第十五辑

史志

《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

北京出版社



目 录

北京出版史志 第15辑

北京市出版事业五十年

(1949—1999年3月)

北京地区出版单位概貌

王金文王伟(1)

田耕(17)

·京华出版史事·

《李自成》出版的前前后后

。文化大革命”时期。样板戏。出版概况

被历史遗忘的新报刊

《北京新闻橐报》初探

王维玲(30)

任文(43)

叶再生(5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古书钩沉·

《四库全书》之编纂(下编)

明初御赐书北京版的盛行

朱棣与《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成书前后

刘辰

文通

德诚

清 明

83

101

105

110

·出版管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出版发行秩序的整顿

北京出版社内部管理概要

张志强(115)

徐惠国(126)

·资料·

一本书的专用名词(16) 史志语词引文选注(一)(42)

《十三经》的注疏人(82) 《大清一统志》(104) 史

志语词引文选注(二) (109) 史志语词引文选注(三)

(114) 史志语词引文选注(四) (125) 鸦片战争书录

(一)(131) 鸦片战争书录(二)(174)

2



北京市出版事业五十年
(1949—1999年3月)

口王金文王伟

建国以来，北京市出版事业经历了艰苦创业、拨乱反正、

深化改革、繁荣发展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北京

市出版事业面对地位特殊、情况复杂、任务繁重的特点9认真

贯彻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向和“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出版方针，积极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的基本路线，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

指导，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

弘扬主旋律，努力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出版体

制。50年来，北京市的出版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图书出

版能力增强，电子出版格局形成，印刷技术不断更新，出版物

发行规模扩大，版权管理形成体系，、“扫黄”、“打非”捷报频

传，立法建设步伐加快，对外交流不断扩展，为首都的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做出了贡献。

一、出版工作成绩显著

建国初期，北京市仅有一家公私合营的大众出版社。1956

年9月，为了更好的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

将北京大众出版社改为国营北京出版社。建社伊始，全社仅有

工作人员40余人，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增加到80多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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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百种左右，以编辑普及读物和文教图书为主，还承担了全

市中、小学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以及中共北京市委主编期刊《前

线》的出版任务。当时，由邓拓指导编辑出版的约匕京古籍丛

书》，由吴晗编辑和指导编辑的《语文小丛书》、《自然科学小

丛书》、《中国历代史话》，资料价值较高，不但引起广大读者

的兴趣，还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和重视。

1958年，中国书店成立后，就尝试着用木版刷印等方式

出版一些版本珍贵、流传稀少的线装古籍。该社既经营古旧书

收售业务，又承担着古籍出版整理工作，是一家较为特殊的出

版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出版社因出版邓拓的

《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廖沫沙的《分阴集》，被

污蔑为“三家村黑帮的批发部”，被勒令撤销，成为全国第一

个罹难的出版社。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6月，

北京出版社才正式恢复。

恢复后的北京出版社发展迅速，1979年建立了北京古籍

出版社；1981年建立了北京旅游出版社(1989年撤销)；1983

年建立了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教

育出版社、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1987年建立了文津出版社

和音像读物编辑部；1996年又增设了电子读物编辑部。1998

年12月，正式成立了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此外，北京出版

社还设有社科、科技、文史、译文、旅游、史志、美术摄影、

装帧、电子出版等多个编辑部。到目前，北京出版社已成为全

国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之一，出版物品种齐全，形成了得天独

厚的发展条件和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全市的图书出版事业全面迅猛发展，出版能力

逐年增强。改革开放后，伴随“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先后又

成立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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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出版社(现名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北京工业大

学出版社，出书范围涉及：理、工、农、医、建筑、边缘学

科、教材、教参、经济、法律、工具书等。这些出版社的成

立，不仅体现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而且有效地解决了

知识分子出书难的问题。1985年成立的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是我国惟一以出版工艺美术、设计艺术图书为主的专业出版

社。同年成立的北京燕山出版社，以编辑出版北京文物、考

古、文史等方面的书籍为主，地域特色浓郁。90年代诞生的

同心出版社、京华出版社，规模虽小却锐意进取、成绩斐然。

市属出版社已从1978年的2家发展到现在的16家，从业人员

由80多人增长到’699人，年出书品种由1978年的200余种增

加到1998年的2 812种。品种结构覆盖国家图书分类标准的22

大类，每年都有一批图书在全国或地区评奖中获奖，年图书获

奖率在10％以上。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首钢改革》、《北京教

育丛书》，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北京通史》，北京出版社出

版的《战争启示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漫画科学史探

险》，分获1993—1996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

北京燕山出版社的《京剧史照》、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学

术论著自选集》和北京出版社的《临床中医内科学》荣获国家

图书奖荣誉奖和提名奖；北京出版社的《宋庆龄传》、《临床护

理全书》、《中国历代史话》、《毛泽东手书选集》、《古都今昔》、

(1996--2050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北京科技出版社的

《中医疾病预测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实学思想

史》、京华出版社的《中国京剧艺术》获得中国图书奖；北京

出版社的《黄河东流去》、《少年天子》、《穆斯林的葬礼》荣获

茅盾文学奖。这些图书作为京版图书的卓越代表，为京版图书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北京市

率先在全国建立了选题审批备案制度、重点图书选题评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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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图书质量检查制度、优秀图书评选制度，组织出版战略和

优秀图书出版规律研讨等活动，成立出版专家顾问团，同时还

建立了北京市出版专项资金，年出版资金总额已从最初的30

万元增加到现在的200多万元，用以支持、扶助优秀出版物的

出版。这些制度的建立有效地促进了我市图书质量的提高。

《建筑技术》主编彭圣浩、《少年科学画报》原主编赵萌、

北京出版社编辑杨良志以高尚的敬业精神、精湛的业务技能分

获第二届“中国韬奋奖”和首届、第二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

者”称号。

北京由于其得天独厚的人才资源，电子出版业在全国的地

位举足轻重。目前全国经注册登记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有

62家，其中北京地区有16家，还有从事电子出版物计算机软

件技术开发制作单位近100家，电子出版物发行阿点400余

家。1997年2月，北京市在海淀区中关村建立了电子出版物

软件批发市场，营业面积1 900平方米，入市单位50余家，经

营品种1 000余种，集中了全国电子出版物上市品种的70％。

1997年9月，北京市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电子出版物出版中心，

同年11月北京出版社被批准享有电子出版物出版权。1998年

12月，正式成立了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只读光盘《看北

前、《唯美学堂小学数学多媒体教学》、VCD光盘《虎踞钟
山》等优秀光盘出版发行，《中国京剧艺术》、《跨世纪中国领

导集体》等一批高品位的电子出版物先后出版。1998年1月

北京市属的6家文化出版单位出资组建的北京维宝光盘有限公

司开始运营，该公司拥有荷兰OI)Ⅷ公司制造的双头光盘生
产线，截止6月底已生产光盘100余万张。初步达到了经营规

模化的产业目标。至此，北京市集图书、报刊、屯子出版物于

一体，门类齐全的出版体系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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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刷行业发展有序

北平解放时有28家有一定规模的印刷厂，但大都设备残

缺不全，厂房破旧，技术落后，全市印刷业年印刷能力约为

30—40万令纸，实际产量只有6万令。这样落后的印刷技术

和薄弱的印刷力量，根本无法满足首都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需

要。新中国建立伊始，确定了重点发展书刊印刷业的方针，除

将28个旧企业改建成书刊印刷企业外，还直接投资建立了一

批书刊印刷厂。1949---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本

市印刷工业总投资达1 200万元，扩充和建立了若干国营印刷

厂，这些投资占三年恢复时期北京市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

6．6％。1952年底，北京市印刷企业已增至500余家，铅印年

产量达50万令，胶印达11万令，较解放前夕实际产量增加了

近10倍，印刷工人发展到13 800人(不含银行和军队系统)，

较解放前夕增加了4倍。1953年北京市印刷业进入蓬勃发展

时期，到1965年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印刷基地，生产能力和

产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至今这个比例也无多大变化。这一

时期印刷行业齐全，门类和品种多，工艺和设备有了较大发

展。“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印刷《毛泽东选集》等领导人

著作和其他政治任务的需要，在其他行业处于停产半停产时，

印刷工业则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成立了专门机构主抓，拨出

巨额资金支持发展，这使得北京印刷业畸型发展：书刊印刷业

突出发展，商标包装业等受到影响。书刊印刷业本身各工序之

间比例严重失调：排字印版萎缩，印装能力激增，产品单一，

总印量减少，效益下降。“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印刷企业已不

足100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对印刷

业进行技术革新、改造，1976年到1980年投入7 387万元，

“六五”期间投入22 665万元，“七五”期间投入35 0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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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期间投入78 843万元，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印刷

业。经过20余年的发展，到1998年，全市共有印刷企业

1 980家，其中书刊定点企业400余家，．书刊印刷能力达9．36

万令。现在，北京印刷企业覆盖了书刊、零件、商标、包装装

潢、盲文、丝网、地图印刷等多种类别，有国有、集体、合作

制、三资等多种经济形式。照相排字和激光照排取代了铅字排

版，胶印已达80％以上，彩色印刷制版电子分色和桌面排版

系统取代了传统的照相排版和分色工艺，彩色印刷由单色发展

到双色和多彩印刷以及数字式彩色一体化电子胶印系统，无胶

片、自动调整的胶印机已在少数企业中使用。据统计，1996

年北京书刊印刷定点企业排字980 505万字，书刊印刷819万

令，其中胶印661万令，用纸总量1 445万令，工业产值为17

亿，销售产值15亿，利润总额7 097万元，职工总数39 555

人。印刷业已成为北京的重要工业部门，在部分区县成为重要

的经济支柱之一。

三、发行规模不断壮大

1949年、1950年和1958年相继成立了北京市新华书店、

外文书店和中国书店。这三家书店作为国有发行渠道的生力军

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华书店成立后，各区县均设有新华书

店，区县以下有门市部，在乡镇供销合作社设有代销点，在院

校、商场、车站、广场、风景名胜区等地也设有门市部或书

亭。为了把图书源源不断地送往农村、山区，许多同志身背、

肩挑、车载沉重的图书，披星戴月，长期坚持流动供应工作。

北京怀柔县新华书店发扬背篓精神长期坚持到山区供应图书，

受到农民欢迎，荣获国务院嘉奖令。与此同时，新华书店还承

担着北京市大中小学课本供应保障任务，为确保课前到书、人

手一册，作出了积极贡献。

6



1959—1961年我国出现严重经济困难，面对图书供应严

重紧张的局面，租书业开始发展。中国书店成立后开展了古旧

书回收业务，在几十年中收集、抢救、整理古旧书刊4 000万

册，其中善本4 000多部，列为国家珍藏的2 000多部，保护

了民族文化遗产。如收集到的南宋年间蜀刻大字本《说文解

字》五音韵谱为清内府珍藏善本，宋拓《圣教序》为珍贵书

帖，宋代江西刻本《诗集传》(苏辙集注)孤本、明《汉魏丛

书》善本等均是罕见流传的古籍。自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开

始，市新华、外文、中国书店的发展基本完成了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的任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行业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发行业逐渐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78年北京只有图书发行网点594处，

其中国营240处，集体146处，集体书店11个，代销点79

个，个体书店118个，销售总额10 154万元。1983年中央发

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北京

市掀起了出版社自办发行、集体个体办书店的热潮，短时间内

成立了近百家读者服务部和大量的集体个体书店(摊)、报刊

摊，搞活了发行市场。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发行市场也存在

过滥、过散的弊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市政府采取经济优

惠政策，鼓励兴建大型图书发行网点。先后建成的大型图书网

点有：王府井外文图书大楼，6 300平方米；1991年全国第一

家图书城在海淀建立，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关注，江泽民、李

鹏、李先念等为书城题词，竣工后达21 400平方米；北京市

图书批发交易市场，9 000平方米；北京图书音像城，5 000

平方米；科苑书城，4 600平方米。1998年5月，位于西长安

街的北京图书大厦开业，为全国最大的出版物零售商城。该大

厦营业面积16 000平方米，销售品种12万种，实现了电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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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1999年3月网上书店开业。原全国最大的图书零售网

点新华书店王府井门市部因城建需要正在新建，竣工后营业面

积将达到6 000平方米。这些大型出版物销售网点的建成改变

了原来网点不足、管理手段落后，网点分散不均匀的状况，促

进了出版物市场发展，赢得了读者的青睐。

北京远郊九个区县，除延庆县未建大楼和通州区原有大楼

外，都已建成了2 000平方米以上的图书大楼；远郊区县新华

书店现有经营面积22 299平方米。北京地区现有书刊网点

5 403处(比1988年增加了近2倍，出版社和社会办书店发展

较快，增加了4．6倍)；分别为国有书店231处、出版社和社

会办书店2 124处、邮局报刊零售点393处、个体书店(摊)

1 080处、个体报刊摊l 575处。现已基本形成大、中、小型

网点相结合，以国有书店为主体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

分、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发行新格局，发行手段也日

益现代化。

我市还积极引进国外图书，出口中文图书，1985年北京

市图书进出口公司成立，至今进口教学、科研、工具类图书

240万册，出口中文图书3．6万册，为科研教学服务做出了贡

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书店也开始改革陈旧的内部管理

体制，发挥国有主渠道在出版物发行中的作用。1994年在市

外文书店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王府井外文书店股份有限公

司。1997年，市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和王府井外文书店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重组，建立了北京新华书店、外文书店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资产重组，扩大了经营规模，增强了国有发行企业

的竞争实力。

1998年北京市共销售图书200 289万元。其中国有书店

103 605万元。市新华书店积极组织党的政治理论读物的宣传

发行，仅1990年至1995年就发行《毛泽东选集》47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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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4．3万册，《邓小平文集》一、二卷

20万套，《江泽民纪念七·一讲话》91万册，《中国共产党70

周年》20万册。我市还开展了“北京市青少年94q7读书工
程”暨“读万卷书，激爱国情”大型读书活动，从1994年起，

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向社会推荐50种健康有益的图书，并开

展了读书知识竞赛等活动。 ．

举办大型书市是满足广大读者需要的有效方式。早在

1957年，新华书店北凉分店、中国书店、外文书店曾经联合

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书市，著名作家茅盾、杨沫等参加了书市售

书活动，博得读者称赞。自1979年到1986年，北京市新华书

店先后举办了四次大型书市，共销售图书1 351万册，受到了

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共同

于1991、1993、1995、1997举办了四届北京图书节，吸引了

250余万读者前往购书和参加图书节各项活动。市委宣传部与

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市委农工委已联合举办了两届“金秋京郊

农村书市”，送书下乡，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读书工程、图书节和书市等一系列活动的举办，丰富了首都图

书文化，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科学文化

知识的需求，促进了首都“多读书、读好书”良好风气的形

成。

四、版权交流方兴未艾

随着北京市出版业的发展，从1956年开始，特别是1978

年以来，北京出版界先后接待了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苏联、泰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意大

利、瑞士等国家的报纸、电视、广播、出版、发行方面的代表

团共151人。通过国际交流，增进了北京出版界和各国人民的

友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自1988年10月首次参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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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届法兰克福书展、1991年又组团赴日本考察出版发行业

以及赴美国参加版权官员培训以来，北京市出版业对外交流逐

年增加。先后组织北京地区的出版社、期刊社、图书发行单位

在香港书展、新加坡国际书展、新加坡北京期刊展、菲律宾华

文书展、马来西亚国际华文书展、汉城国际图书博览会、日内

瓦国际图书沙龙参加或举办京版书刊展销。《北京的胡同》、

《北京四合院》、《中国针灸推拿图谱大全》、《徐悲鸿画集》、

《北京旧闻丛书》、《中国京剧艺术》等民族特色浓郁的图书得

到各国读者和海外同胞的好评。1995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北京

期刊展，是北京期刊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次尝试，参

展期刊3 000余种，其中100多种被新加坡各界人士订阅。许

多读者称赞中国的期刊种类多、范围广，知识性、趣味性强。

为了发挥京版书刊的整体优势，扩大北京出版物在世界的

影响，同时把世界优秀图书引进国内，北京出’版界积极有序

地开展国际间版权贸易活动。自1992年我国加入《伯尔尼公

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以来，北京出版界与国际间版权交流

日益增加，版权贸易的发展势头迅猛并渐趋正轨。截至1998

年底，以版权贸易方式引进出版图书7 684种，电子出版物和

计算机软件163种，输出版权400多种，均为全国之首。北京

出版社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本着“兼收并蓄、与事共进”的方

针，积极稳妥地引进版权，努力开展转让版权业务和图书贸

易，截至1998年11月，共引进版权200多项，转让版权180

多项。该社还在国内出版界率先开展了网上图书销售工作，通

过网络向世界展示了京版书刊的风采。

为了进一步扩大京版图书的影响力、弘扬中华文化，北京

市图书进出口公司在荷兰开办了黄河书店，中国书店在韩国汉

城开办了中国书店分店。使京版图书源源不断地涌向世界。通

过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北京出版界为我国的出版事业赢得了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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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北京燕山出版社的《中国邮票全集》获英国伦敦邮展银

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周易与中医学》获布鲁塞尔太极

金奖。

五、管理机制日趋完善

1949年4月，中共北平市委同意成立北平市人民政府新

闻出版处；1952年2月新闻出版处与文化事业管理局合并为

市文化局；1953年1月恢复市新闻出版处；1958年11月，成

立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局；1960年10月，市文化局、出版事

业管理局和电影事业管理局合并为市文化局；1968年4月，

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毛主席著作出版、像章制作发行领导小

组；1970年11月，更名为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1973年3

月，更名为北京市出版办公室；1978年2月，更名为北京市

出版事业管理局；1979年9月，更名为北京市出版局；1983

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北京市出版局；1987年6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同年7月正

式挂牌。1987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北京市人民

政府版权处，1991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版权处改为北京

市版权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与北京市版权局为一个机构两块

牌子，负责北京的新闻出版工作。

截止到1999年3月，北京市共有图书出版社232家，其

中北京市属出版社16家，中央级出版社216家；共有电子出

版单位30家，其中市属电子出版单位2家，中央级单位20

家，另有8家电脑公司；共有报社256家，其中市属报社45

家，中央级211家；有期刊社2 260家，其中市属期刊社156

家，中央级期刊社2 104家。共有印刷企业1 980家。有书刊

发行网点5 403处。
‘

在机构变化频繁、管理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北京市出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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