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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华书店创建50周年，市党、政、军领导人出席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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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书。是人类知识的总结，是知识的源泉．是智慧的钥匙。是陶’、

冶人的感情、气质的学校。

书，是时代的生命．是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火

炬．它把真理与智慧传送给一代又～代。

读书，就是接受教育，就是培养文化和才能。没有文化的民

族．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从一个人对待书的态度．可

以看出这个人的素质——思想、情操、智慧、知识。人们爱书、爱

读书，象选择良师益友一样地选择好书。

书和读者之间．书店是桥梁。它把好书象普罗米修斯在黑夜

中给人们送来火种一样送给人们．使人们从中找到前进的方向，

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吸取无穷无尽的营

养。因此．人们感谢书店．热爱书店。

遂宁图书发行业的历史．源远流长。清代以前，多为自刻、自

印、自售的小型书坊。民国时期．有书店15家．但规模很小．图

书种类也不多。新中国建立后．为传播新文化．1950年4月．在

中共遂宁地委和遂宁专署领导下．建立了新华书店遂宁支店。后

来虽经撤署留县、撤县建市的变迁．但由于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由于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由于人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由于书



店历届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辛勤经营．遂宁新华书店不断发展扩

大．成为遂宁地区图书发行中心．给遂宁文化事业的建设、为国

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遂宁新华书店历年来有50

次被评为县和地区的先进单位．多次被评为省的先进书店．1985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书店．成为书店行业中的一面红旗。遂宁书店

的管理经验。曾多次在有关会议和报刊上交流，引起广泛的重

视。遂宁书店的蓬勃发展，反映了我国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文

化事业的欣欣向荣，标志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兴旺发达、繁荣

昌盛。看着书店这面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镜子，令人无限欢

欣。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

新时期。遂宁新华书店肩负重任，亦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这

伟业中兴、宏图大展的盛世，中央号召修志。总结过去．以励未

来；知今鉴古．再筹新猷。遂宁新华书店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成立

了以老经理唐焕煜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修志工作。起初．

确定老职工刘荣华等同志搜集资料，后又延请邓祖棠、陈登级同

志为编辑，进行修志工作。在他们辛勤努力和书店领导、职工的

支持下，三易寒暑，修成了《遂宁图书发行志》。初稿成后，在省新

华书店主持下的绵阳、广元、德阳、遂宁四个市志稿评议会上，受

到与会的省店、省新闻出版局、省志编委、省书刊发行协会和各

市、县志办的领导、专家学者、修志同仁的一致好评。

《遂宁图书发行志》的出版．是我市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为

我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也为我市地方志丛书填补了一

项空白。我作为一个地方志工作者，感到无限的欣慰。特写小序，

以志贺忱。并赋诗一首，以资纪念。



贺《遂宁图书发行志》出版

盛世写丹青，

史剑澄天下，

资治千秋业，

教育后来者，

鉴古乃知今。

志心化乾坤。

存史万代勋。

建设新遂宁。

李剑华

1989年8月15日于遂宁



凡 例

一、本志所用史料上起清咸丰八年，下迄1987年。

二、本志体例按业务类型横排竖写，以章、节、目作为记叙的

骨架，共设5章21节，节下按需要分为若干目，并按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原则记述。

三、本志资料来自文书档案或老职工、社会知情者的口碑，

均经考订核实。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简洁朴实，通俗易懂，并

辅以图表．分附于正文之后。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叙。

六、本志纪年、计量和文字规范等均按四川省新华书店《关

于编史修志的编写规定》处理。

七、本志货币的记述．凡1955年5月以前旧人民币的币值

是一律折合成新人民币币值(即一万元折合成一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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