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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史

广西民族出版社



撰写说明

耳顺之年，受命撰写广西新华书店史。虽属退休余年，然十
三年来竭力而为，未敢稍懈。先是在撰写《中原——中南新华书
店书店史》的同时，结合搜集广西书店的有关资料，次又整理广

西书店和其他的图书发行资料，以撰写“广西出版志——图书发
行篇”，后又为《全国新华书店六十年纪事》撰写广西书店的史料
和对全国书店史料提供意见。这三种史料各有不同的下限。第

一本史下限是1954年8月；第二本史下限是1985年，后一再延

伟到1993年；第三本史下限是1997年4月。广西店史原以建

店之初为上限，“出版志“的下限为下限，后为纪念新华书店在广

西建立50周年而延到1998年。本书资料的搜集整理，基本上

是按上述的几个下限分段进行；其体例口径等，前后未能完全一

致。特别是原已将1949--1993年史料综合整理成文。。若要作

1949---1998年综合叙述，必须重新整理撰写；而时间紧迫，重撰

就不可能在店庆50周年(1999．12．9)出书。

因此，在书内综合叙述、编年简史、大事记和主要情况统计四

个部分中，第一部分仍以1993年为下限，其余部分则补撰到1998

年。其中编年简史概述比较重要的史实；大事记内容较为周详，

按发生时间分剐记叙。由于无助手，一入找档案、搜资料，写写抄

抄，且同时还有编写高等学校图书发行专业全国统编教材和其他

方面的任务，无法广泛深入调查搜集史料和征求意见，祗就所看

到的近50年来广西区店的部分档案，并作一些书面调查，结合个

人亲身经历，编撰而成，更限于水平，纰漏必多，难以充分体现其

“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殷望领导和全店员工赐正。

撰写时曾参阅杨亭秀、李名魁、朱星辉、钟展模、刘向东、彭

宇等同志整理的资料，谨此致谢。

陆宝琪
Z99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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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史

述

伴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广西图书

发行业务谱写新的篇章。1949年11月22日，原国民政府广西

省会桂林解放。12月9日，新中国在广西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图

书发行阵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的前身——新华书店广

西分店在桂林诞生0随后各地新华书店陆续建立。当时，新华

书店系统属国营出版事业，经营出版，发行和印刷业务。新华书

店广西分店和柳州新华书店也曾翻印出版小学教科书和毛泽东

著作单篇本等；柳州新华书店还设有印刷厂。1950年12月，出

版事业实行专业分工，新华书店改为专营发行业务。40多年

来，全区新华书店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壮乡人民

群众源源不绝地输送精神食粮，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的方向，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传播

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精神生活。

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图书发行阵地，在中共广西省委、政

府、各地党委、政府和广西分店的组织下，各专、市、县相继建立

新华书店。1953年，建店工作告一段落，全省有分店1处、支店

68处、县级门市部5处；除6个县由邻近的新华书店设立流动

供应站或组织代销处负责图书供应外，其余市、县均设有新华书

店开展图书发行。1956年8月，全省共建成支店80处，实现了

一县一店。以后，又在新设的地方行政建制区域建店和建立地

区(原称专区)店。1993年，全区共有区店1处，地市级店13

处，县级店81处，共95处，下设图书销售点230处。

为将精神食粮输送到四面八方，方便读者，新华书店积极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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