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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10月起，我们为了编纂《江苏出版志》，开始征集、
‘

整理出版史料，先是点点滴滴，后来就涓涓成流了．其中有不少长

． 篇的出版史料专辑，是专家、学者们经过长期辛勤劳动所积累而奉

献出来的巨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虽说这些史料大部份属于江苏

地方性的，也足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s出版事业对于整个国

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关系极为紧密，影响极其深远。而
‘

现有史料之丰富，远非一鄙’综合性的、受体例和篇幅限制的《江苏
‘

出版志》所能容纳的。如果把大量史料继续束诸高阁，弃之不传，那

就太可惜了，我们这些出版史志工伟者也会长久自愧不安的。

由此，我们引发出一个念头，就是在煽纂《江苏出版志》的基础

上，再编辑一套《出版文志丛书》，不仅可以把已征集来的专题史料

传之于世，还可以继续从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发掘有关的珍品予
t 以出版，这无疑将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情： ：·‘

； 但是，编辑出版这套吏志丛书，不能不说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

工程。它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编辑、印刷，发行、管理诸多方面)I

范围很大(从本省到区域直至全国)I时间跨度很长(上溯至发端，

下限于当今)。我们的初步打算是：实事求是，分步实施，细水长流．

-先从编纂江苏地区的出版史料做起，然后面向更大范围征集，逐步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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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成熟一本，出版一本，积少成多。不仅如此，出版这套史志丛

书，要有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这也是一大难题，需要求

各方面的协调才能解决。

令人振奋的是，这一出版工程，首先得到了江苏省出版总社蒋

迪安等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怀，他们从出版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

既在编辑思路上加以指引，又在人力和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江

苏人民出版社也乐意接纳．出版。同时社会各界有关专家、学者和我

省出版界的前辈，都热情关注，积极参予了编纂工作。

经过五年多来的耕耘，除《江苏出版志》外，《出版史志从书》的

第一批选题已编纂成书，将陆续问世。它们是：

‘江苏出版大事记》

；‘江苏出版人物》

《江苏出版机构》，
。 《江苏刻书》· +

《江苏图书编辑史：}

《江苏报刊编辑支》

’： 《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 。

誓民国党派社团出版活动史略》
‘

《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 ， ．

，
，，

．

《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 ，

《江苏艺文志》(以市为卷) ．

．

?，这秕丛书，总的来看，它的史料性、学术性、时代性，是相当鲜

明的。其中大部份虽系地方性史料，由于江苏地区自古以来经济、

文化比较发达，伴随而产生，发展的出版事业，在全国也具有显著

自寺影响，因此它的实际价值，势必远远超过它的地方性。相信它将

为当今深化出版改革、繁荣出版事业起乓定的借鉴作用．为更深层

次地进行出版科学研究创造一定的有利条件。果能如此，我们也就

算尽到了一份责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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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拙丛书的煽辑出版过程，我们深感它是集体智慧和力

量的结晶．江苏省出版支志编纂委员会出版丈志编辑部负青具体

地策划和组织工作j南京图书馆、中国g二历文档案馆、江苏省档

案馆、省博物院、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委党支工委、省政协文史办以

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许多单位

及其专家学者都热情给予了配合和支持．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倪

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方庆秋研

究馆员、出版家周天泽等分别担任各书的主编．江苏省出版工作者

协会主席高斯、省出版史志煽纂委员会主任高介子和全体煽委、江

苏省出版总社柯光勤、江树廉、朱文虎、朱兴乔等分别为丛书审读．

丛书由省出版史志煽纂委员会顾问、编审龠洪帆主编，省出版支志

编辑部主任、副编审穆纬铭任副主编，王春南、邱禹、徐飞、钱兴奇

等分别担任责任编辑。在丛书付梓之际，我们对所有为丛书作出喷

献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惑谢l

’

k

r

’，

’江苏省出版文志编纂砉员舍编辑部
’

1993 F．9月20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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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出版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记载从古到今江苏

地区在出版方面所发生的大事和要事，包括图书的编辑出版、印
‘

刷、发行、物资供应和出版管理、教育、科研等方面的重要活动，为

．研究江苏出版史，指导当前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全书分两册：从

．起始至1948年为一册，1949年至1992年为一册。x j ·

一、 《大事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

·完整地、真实地反映江苏出版事业发展的脉络和概貌。本册记载从

起始至1948年间的出版大事。记载的范围为现江苏全境和当时曾

属江苏的地区。全国范围发生的大事作为背景材料，只作了少量记

述一 ．

二、。《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必要的记事本末的方法。

大事条目一律按年、月、日顺序排列。只知月份不知确切日期

的，则记“上旬”、“中旬”、“下旬’’或本月，放在旬末或月末；只知年

份不知月份的，则记“本年”，放在年末；只知朝代不知具体年份的，
7

则放在该朝代的最后。
、 ’

。

几个条目记述同一件事情、内容互有联系、前后日期又相近

的，即并作一条记载；前后时间相隔较长的，一般分别记载，并在第

一次记载时简要记述事情的发展始末，在相关年份再分别作具体

记述。

． 三、鉴于本套丛书已出《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江苏人民

出版社，1994年11月)一书，因此，有关江苏地区的革命出版活

．动，本书只记载特别重要的，或者是《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未载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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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余内容请参阅《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一书。

四、本书由倪波、穆纬铭、张志强主编。由张志强负责编纂汉

至清代部分内容(除部分报刊外)，并增补了民国部分的一些内容，

由倪波等人负责编纂其余部分内容。陈勤、吴迪、张雪芹谴；静、孙

少晶、王雪梅、彭璐、高华、武晓雪等同学为本书的校对承担了不少

工作。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江苏出版史志编辑部、南京大学图

书馆、南京图书馆、镇江医学院等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江苏省

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顾问、江苏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高斯同志

精心审阅了本书，并在体例和行文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的

意见，谨在此二并表示感谢。由于年代跨度大，收集资料难度也就

较大，加上编者水平肴限，疏漏讹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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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7年西汉元凤四年
一

? ，

． 本年·刘向生。刘向字子政，沛县人。曾编撰《别录》等书。公

元前6年卒。 ，

， ‘前26年匿汉河平三年，。
。

。
，

， 本年汉成帝命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等审校国家藏书。刘

向每校完一书，便“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后来他将所撰

的叙录汇编成《别录》二十卷。这是我国第一部提要式书目。对所

著录的书，分别介绍作者生平、思想及著书原委，说明书名的含义、

该书内容，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并叙述校勘整理经过。

《别录》系以简策、帛书记载。一

～ ’
‘ j ，?

前16年西汉永始元年 ．，

本年赵飞燕立为皇后，刘向进《列女传》、《新序》、《说苑》。
’

。

’～
，

、 、
，

前6年西汉建平元年． ，

、

本年刘向校定《山海经》进呈。《山海经》为古代地理著作，共

十八卷，保存了大量上古神话及传说。
’。

前5年西汉建平二年 ．

。 本年西汉刘歆校书，以帛书编辑《七略》。刘向去世后，校书

工作并未完成，其子刘歆受汉哀帝之命，继续校理群书。他以《别
·

．

，
．

。 1



。
，

录》为基础，删繁就简，将全部国家藏书详加分类，撰成《七略》二十

卷。《七略》系统地著录了当时国家的全部藏书，把图书分成六略

(大类)、三十八种(小类)。著录图书596家，13269篇(卷)，全书不

但有总序——“辑略”，说明各类图书的内容和学术流派，而且在每

书之下都有简短的提要。《别录》和《七略》是我国目录学正式建立

的标志，所创立的图书六分法，对后来的图书分类学和目录学有着

极为深远的影响。
}

●

●

前206--25年西汉

西汉中叶淮南王刘安(前f79一前122年)将其门客所作治

世之道的议论，纂辑成《淮南鸿烈解》20篇(今称《淮南子》)，并提

出了“凡属书者，所以窥其开基，庶使后世知其举措取舍之宜适”，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编辑思想。

53年东汉建武二十八年 ．

·

本年袁康、吴平整理《越绝书》。该书为战国人所作，后人稍

事增益，至东汉初年由袁、吴二人写成定本。书中杂记吴、越两国人

。物、地理、建置、郡邑、冢墓等，上起吴太伯，下迄建武二十八年。统

合古今，横分门类，初具方志体例。

25--220年东汉

东汉时王逸撰《广陵郡图经》。广陵郡，即今扬州。此书是现

今可考最早的扬州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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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20--581年)

222年吴黄武元年
。

；· ．、、。

．

4

本年至吴建兴二年 大月氏人支谦在建业(今南京)东宫译

{：维摩诘经i-卷、《瑞应本起经I-卷、《大阿弥陀经》等。共36部，

四十八卷。

r

，’． ●

r

‘。

●

224年吴黄武二年 ，r
。， ．

本年维{氏难应吴士之请在扬都(今南京)译《法句经》． 一

230年吴黄龙二年
9’

j
，。：。 ．⋯

本年竺律炎在扬都(今南京)译《摩登伽经》。‘

247年吴赤乌十年
‘

本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康僧会在建业建初寺译《六度集经》’

九卷、《吴品》五卷，并为《安般守意经》、《法镜经》等撰写序文。 ：

‘。

’ ‘

。
、 、

‘

Ⅵ 、‘

220--280年三国吴 ，

’

t

7

．

、

’三国吴时顾启期纂《娄地记》一卷。娄县，今属昆山县。为昆

山较早的地方志。
‘

．、 一 、
一， ～

’三国吴时韦昭撰《三吴郡国志》。韦昭为三国时吴国吴郡云

阳(今丹阳县)人。累官太子中庶子、侍中等。三吴为吴郡、吴兴、丹

阳，包括今江苏长江以南J二海地区，以及浙江的部分地区。该志内．

容涉及名胜古迹、山川河湖等方面。
‘ ’

：

。 ’’ ～
3

’ ‘

： 。



●

--N吴时顾徽纂《吴县记》。该志为吴县可考的第一部县志。
●

307--312年西晋永晋年问，。 一

本年 帛尸梨密多罗在建业建初寺译《大孔雀王神咒经》一

卷、《孔雀王杂神咒经》一卷、《灌顶经》十二卷等。

265--317年西晋 ‘t

n

’

西晋时吴郡吴县华亭(今松江，当时属江苏)人陆机编撰《文

赋》。这是古代极为重要的文学论文。
’

361年东晋穆帝升平五年

本年支遁在建康(今南京)东安寺讲《道行般若经》，著《即色

游玄论》、《圣不辨知论》、《学道诫》、《文翰集》等。

397年东晋隆安元年

本年僧伽提婆到建康弘布毗昙学。后东晋尚书王均请提婆

到王殉精舍重译《中阿含经》六．十卷，校改《增一阿含经》五十一
卷。 ～

、

403年1东晋元兴二年
‘

一

本年刘义庆生。刘义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宗室。永

初元年(420年)封临川王。曾任秘书监、中书令、荆州刺史等。卒谥

康。为南朝宋文学家。曾集门人撰《世说新语》，记述汉末至晋大夫

之轶事琐语，为当时最重要的志人小说。还著有《徐州先贤传》、《幽

明录》等。444年卒。 ．t

409年东晋义熙五年． ， 。t

．

本年道生在建康青园寺著《法华经疏》、《维摩》、《泥洹》诸经

4 。



义疏及《二谛论》、《佛无净土论》等。 嘶‘．

413年东晋义熙九年 ．一 ． ～·．t+’4 、．+r

一本年法显在建康道场寺撰《历游天竺记传》(即《佛国记》)。‘

416年东晋义熙十二年．。

本年佛驮跋陀罗与宝云在建康道场寺合译《摩诃僧{氏律》、

《大般泥洹经》六卷、《杂阿毗县心论》等。 ，

265-420年晋代

晋时·华鬲撰《广陵烈士传》。 。，一 ‘r?
‘

一}

晋时顾夷撰《吴郡记》一卷。顾夷字君齐，吴郡人，曾任本州

主薄。此志涉及山川、城池、桥梁等方面内容。 |'‘

晋时张勃撰《吴地记》。涉及地理、古迹、氏族等方面情况。

晋时周处撰《阳羡风土记》。阳羡即今宜兴。是书三卷，为我

国早期方志之一。。、．
‘ 。 ’

‘

一

! 东晋末年恒玄令以黄纸代简策、帛书。江苏始大规模采用纸

张编辑生产图书。
’

·

。

．

420年南朝宋永初元年 1_：·r．“ ¨：一*

本年范泰为纪念刘宋政权建立而建造氏洹寺出经处，迎请

有功僧慧义为开山。后该寺成为外国僧侣翻译佛教经典的中心。刘

宋元嘉年间，不少僧侣在此译经，如求那跋摩译《菩萨戒经》等。
?

j
：：， ，， ‘‘3}‘-

’ ?· 。

424年南朝宋元嘉元年’j
’

‘一 一 j

本年县摩密多在建康}氏洹寺译《禅法要》、《普贤观经》。’

426年南朝宋元嘉三年

5



本年伊叶婆罗在彭城(今徐州)译《杂阿毗昙心论》十三卷。

431年南朝宋元嘉八年 ，、’． ．

‘

本年求那跋摩在建康南林寺译《菩萨善戒经》、《优婆塞五戒

略论》等二十六卷大乘律经典。
‘

435年南朝宋元嘉十二年 ·

本年求那跋陀罗在建康东安寺译《大法鼓经》二卷、《相续解

脱经》二卷等，在{氏洹寺译《杂阿含经》五十卷。
’

} 7 ． ．

4如年南朝宋元嘉十三年。

本年慧观与慧严、谢灵运等重新订正《涅粱经》。为南方学

者研究涅架学的依据。

445年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 ，

·

本年释僧{右生。释僧{右本姓俞，其祖先为彭城下邳(今江苏

邳县)人，父世居建业(今南京)。其一生最大贡献为编辑《出三藏记

集》和《弘明集》。518年卒。
’

460年南朝宋大明四年 、．： ，

·

；

1本年萧子良生。萧子良字云英。南兰陵(今常州西北)人。曾

编《四部要略》。494年卒。 ，
’．

t

●

。 ．．

。

；

‘

，
． 。

465年南朝宋永光元年

本年刘勰生。刘勰字彦和，原籍山东而世居京口(今镇江)。

著有《文心雕龙》。532年卒。 ，． ； 。，·
，

467年南朝宋泰始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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