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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新华书店是党的宣传工具，从一九四八年建店那天起，在

党的领导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为宣传马克恩歹U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华书店在历任领导和全体职工的努力下，不断开拓进

取。使由建店初期仅十六名职工，租用百余平方的简陋营,_Ibq-J

房，销售的图书不足二百种的小型书店，已发展到有职工近百

名，自建各类用房七千多平方，图书达八千余种．年销售额超

．过六百万元，能适应城乡广大人民对图书需求的国营文化企

业。四十年来，书店的经营管理水平，职工的素质，不断提高，

面貌焕然一新。

《连云港市图书发行史志》，根据省静引司出版局和宙新华

书店的要求，在连云港市市志办的具体指导下．二妈啮畋立了

《图书发行史志》编纂领导小组，经理、书记亲自动手，l聘消已

离退休的原书店的两位领导负责编纂。他们不辞劳苦，jIj两年

lj,-jlh-]在采访、收集、查阅、整理抄录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精心编

纂的从清末至今近百年来连云港市图二p发行专业殳。它比较

完整系统的记载了连云港市图书发行事业的变迁、兴衰啦实，

记述了解放以前各个历史时期，在图二}s发行事业I|J作出贞f献

的中围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和有识之士。重点突出了建围以届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连云港市图二{S发行事业的

飞跃发展。
’



《连云港市图书发行史志》是我市较为完整、详实的图书

发行史料，对我们继往开来，进一步发展图二}s发行事业，促进

我市i蹰个文明建设和对职工进行店史教育，发扬新华书店的

光荣传统．都是颇有裨益的。

《连云港市图书发行史志》在编纂过程中，市党史办、市志

办、市政协资料室，市档案局，统计局，交通局等有关单位和市

革命前辈郇化民，和新华书店前任领导、老同志郑杰民、化梅

森、仕废、庄敬仁等同志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

比一并表示感谢! ，

石仁勇

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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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图书发行志

第一篇解放以前的图书发行业

第一章历史概况
‘

连云港市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城，地处黄海之

滨．陇海铁路的终点、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

连云港市古称海州，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历来是海(东海

县)、赣(赣榆县)、沐(沐阳县)、灌(灌云县)的政治、经济、文化

c}，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吴承恩考察

了迩云港市的云台山花果山，以此为背景，创作了著名的神话

小说“话游记”。“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是本市灌云县人。

连云港市的图：|；发行业，在清光绪末年就有流动二|；贩，从

习f图二|i发行业。他们从淮阴等地运来木刻的教学启蒙读物和

“五经”、“四书”等二}5籍，肩背人挑，走乡f．|j馆，流动于市郊村

锁。这对当时的农村文化教育习f业，起到一定的作用。民尉初，

海州城里出现了固定的粥摊，销售的品种有了增加，除教学用

书91、．还有木刻唱本、唱词、木刻年画、门神、灶码等。

二十年代．随着社会的变革，～批私营书店相继开业，上

海、天津等大城市铅印图书陆续在本市发行，逐步取代了木刻

图书。到三十年代初，图书发行业达到高峰，海州、新浦两城区

有各类二污店二十余家。一九二七年秋，中幽共产党领导的由共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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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员开办的“东海书店”在海州开业，后随着党组织转移而

关闭。一九三八年连云港沦陷，一些爱国之士纷纷投笔从戎，

参加抗战运动，一批书店也随着倒闭。一九三九年共产党员郇

化民、周晓江在东海县农村办起了文化服务社，油印毛主席著

作和进步书刊无偿散发，以焕起民众，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

战。

抗战胜利以后，囤民党占领了连云港。一九四六年初，国

民党县党部和三青团的囡民党要员各办了书店，控制了图书

发行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一些私营图书发行业纷纷倒闭。

到连云港解放时，仅有六家私营书店丌业，职工仪十余人，经

营的图书不足200种，入不敷出，一九五六年对私改造后均并

入文具店，专营文化Jfj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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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主要书店

第一节国民党官办的书店
。

●

一九四六年初，以国民党东海县参议长颜振流(字竣川，

解放前逃往台湾)和国民党东海县党部书记长孙肖寒(解放前

逃往台湾)为首向市工商界募资，在新浦大庙巷(现连云港市

新浦区民主路即区人民政府东边)征用门面房三间，开办了

“海文书局”。工商界人士每人或每户至少一股，每股法币一百

万元，共七十九人参加，股金288股，2．88亿元。颜竣川和孙

肖寒各投20股，国民党员葛静吾(解放前逃往台湾)投10股。

颜举为书店董事会的董事长一，孙任挂名经理，葛静吾聘任为主

管书店业务的副经理。聘任孙守琢(解放前逃往台湾)为会计，

雇用店员三名。 Lj

当时国民党地方官员的薪水要到镇江去领，由于物价飞

涨，货币贬值，待把薪水领到手，买不到一半实物。为此，在镇

江领到薪水连同股金，到上海批购图书和文化用品运回销售，

盈利分红。由于是国民党要员开办的，无人能予竞争，控制了

本市和邻县中小学课本的发行，挤跨了一些本小利薄的私人

书店。 ．
，

以东海县三青团首领庞寿峰(曾任过国民党东海县县长，

解放衍逃往台湾)不久也效仿“海文书局”在连云港市新浦(现

新浦解放路d9号)征用两间门面房开办了“青年文化服务

社”，并在海州设立了分社，以同样的方法经营图书和文体用

品与“海文书局”抗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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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在新浦解放的前夕，这两个书店的

几个头面人物，携带了书店的全部现金(据国民党县党部总务

干事王希珍目睹，每人携带的银元有一百多元)逃跑了。十一

月七日新浦解放，这两家书店作为官僚资产被接收，查封并销

毁了反动书刊2000余册。

第二节主要私营书店

l世界书局(德平书店)
‘

创史人冯德平，淮阴人，民国初来新浦经营鸡毛掸子生

意。一九二0年初，上海世界书局事先未征得新浦“德发书

庄”的同意，主动给该店从水运一批书到连云港市大浦(当时；j

大浦可通海轮到上海、天津，青岛)，德发书庄拒收。冯德平主

动接收了这批书，在新浦中大街(现在民主路原新浦区人民政‘

府东侧)租了一百平方米的二层楼房，转业经营图书，自任经

理。并征得上海世界书局的同意，在新浦以世界书局的招牌，

为其代销图书。由于经营有方从此发迹。之后又和商务印书

馆、中华书局签订了经、代销图书的合同，到三十年代已发展

成新浦地区规模最大的书店，雇店员五人，图书品种齐全，数

量充足，其经营的教科书和文体用品，伸延到海(东海县)、赣

(赣榆县)、沐(沐阳县)、灌(灌云县)广大地区。并在板浦设立

了分店，抗战初，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板浦，分店倒闭。

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成立了“新民书店”，向

垒国发行由它缡印的学校伪教科书和日语教材。冯德平以缝

得天独厚的条件，得到了北京“新民书店”的器重，允许在新浦

挂“新民书店”的招牌，经销伪教材，生意兴隆。抗战胜利以后，

“新民书店”店名取消，恢复叫“德平书店”。店员发展到七名，

．-——4．．一



改善了经营管理，延长了营业时间，增加了图书品种。当时经

营的图书有政治、经济、法典、音乐美术、文学艺术、各类词典、

图片近十个门类，批发和零售，吸引了邻县的知识界人士和书

贩。一九五0年春，不慎引起火灾，损失惨重，资金短缺，连年

亏本，店主冯德平因此于一九五二年病故，之后由少数店员支

撑门面至一九五六年对私改造并入文具店。

2．德发书庄

是本市经营时间最长的私人书店，先后经历四个朝代。清

光绪末期，海州人张怀宽，从淮阴、板浦等地贩木刻版启蒙读

物和“五经”、“四书”之类教学用书，捎带笔墨，在海州四郊走

乡串馆，流动销售。之后，张怀宽在海州西门里摆了固定书摊，

并兼赶庙会，积累一些资金后，于一九一五年到新浦大庙巷

(现在民主路339号)租了和尚的二间庙房，正式开办书店，日

“德发书庄”。一九二五年其子张克理参加了经营，规模扩大，

零售兼批发。主要经营木刻。石印线装古书、唱词等。因经营

守信誉，精打细算，生意逐步扩大，一九三二年其孙张继发也

加入图书发行业，三代人同心协力，生意兴隆。三十年代中期，

他效仿冯德平，与上海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几家

大书店建立了业务关系，购进铅印古典小说、诗词、演义和各

种词典之类图书，并保持自己的经营特色。又因张怀宽当年在

邻县当过流动书贩，与各学校有密切联系，对学校图书馆用书

较熟悉，所以他购进的时兴图书，主要供学校图书馆。三十年

代至抗战胜利前是其兴隆时期，与冯德平的世界书局抗衡，成

为本地区第二家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书店。
‘

该店共迁移两次店址。抗战初期迁到新浦中大街(现民主

路198号)营业。一九五0年随着商业网点布局的调整，又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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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主路228号营业。

一九五二年张怀宽和张克理均相继病故，张继发继承祖

业成为店主。除经营图书外还兼营纸张文县。并和市新华书

店签订了经销图书合同，书源有市新华书店供应，年关以销售

年画，春联为大宗。一九五六年参加对私改造，张继发选择经

营文具业务，并到公私合营红星文具店，张任营业员，“德发书

庄”取消。张继发已退休，尚健在。

第三节共产党开办的书店 、

1．东海书店

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为开展革命活动而开办的书店。创

史人陈锰波，又名陈键行，本市赣榆县沙河镇人，·九0四年

生，早年就读于东海师范，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Jr,三0年

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本市最早的革命者之一，文化大革命以后

病逝于天津。
‘

一九二六年秋，陈联合了孙广文、付海峰等进步青年，为

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共同集资，在海州中大街二营巷租群众两

问平房，创办了“东海书店”。陈投资40元(银元)被举为经理。

通过关系，从外地购进进步书刊，扩大宣传，团结、影响周围的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九二七年秋，陈回家乡赣榆县搞革命

活动，书店由共产党员王继真经营。王原系徐州师范学校的学

生，奉党组织委派到海州开展革命活动。她通过原在徐师的同

学冯若愚(女，海州人因参加共产党的外围活动，于一九二九

年被捕，一九三0年释放，后任教师，直到八十年代离休，尚健

在)的关系，接办了“东海书店”，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书店实为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站。一九-'Jk年书店又迁到海

一6一



州二营巷对面杨孝如的两间门面房经营。因卖书是为掩护党

组织开展活动，所以图书的品种、数量不多，销量也不大，为不

引起凰民党的注意，一些进步书刊不公开销售。

一九二八年冬，王继真的身份暴露，随着党组织转移到农

村，“东海书店”至此停业。它先后经历两年多时间，在连云港

市图书发行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2．文化服务社 ．

一九三九年春，共产党员郇化民和周晓江，奉党组织之

命．在东海县西部沐河岸中寨村创建了“文化服务社”。通过我

东进支队的关系，将山东解放区的书刊转送到海(东海县)、沐

f沐阳县)地区，向当地各界人士散发。一九三九年秋，周晓江

调任东海县县长，文化服务社由郇化民、袁孟)L--人负责，郇

任社长．袁任副社长。工作人员增至七人。随着环境的恶化，

携带大批书刊通过敌封锁线不便，改由自编自印，利用当时仅

有的一架收音机，将收听到的新华社广播，加工整理，油印成

册．向各界人士无偿散发。有时通过关系带回的毛主席著作进

行翻印，供解放区广大人民学习之|}{j。翻印的著作有“论持久

战”、“论新阶段”等。因是无偿服务，经费由上级拨款。经服务

社全体同志努力，对教育群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击日

本侵略者起到较大影响。
；

一九四0年郇、袁2人负责组建“宿海抗中(抗日中学)”

后，文f|二服务社改为“铁路南苏北交通站”．终止了书刊发行任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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