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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国素有撰史，修志的优良传统。撰修史，志以。资治，

教育、存史”的重大作用，早为实践所证实。，
’

图书业的兴衰，依附于经济基础；同时又对经济，政

治，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书店行业修志，事属当然，惜过

去修志者受历史局限，未予重视。
‘

清光绪时，隆昌县已出现专业书店，民国时期有所发

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图书发行事业的兴盛创造了条

件。以县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图书发行网，经逐步组建和巩

固，较为合理地分布城乡。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等

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国空前繁荣昌盛。值

此全国范围盛世修志之际，县新华书店于1985年8月开始编

撰《隆昌县书店志》。经修改的第二稿子1986年l 1月参加省

出版协会，省新华书店召开的金省店志评议研讨会，获得较好

的评价．参照评议中指出的不足之处，在县志编辑部和内江

市书店志办公室指导下修改的第三稿，1987年5月送省书店

店史办公室审阅。经再修送审，于年底定稿付印。

《隆昌县书店志》的出版，是我县文化事业的一件大

事。由于历史资料散失不全，编者又系初学，志稿内不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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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在所难免。但全志选用翔实的史料。按志体要求，比较全

面和客观地记述了清末至1985年全县图书发行的历史情况，

着重展示了建国后的经验教训。其中，县新华书店的业务管

理和农村供销社图书发行，基本上反映了地方与行业特点；

近年的改革措施与成效，包括书市展销活动和1985年的思想

教育工作，颇具特色；加之文字较为流畅，图表设置得体， ·

增强了可读性。

本志已被列入《隆昌县志》的系列丛书。它将对我县图 ．

书发行事业当前和今后探索规律与革新发展，提供资料依据

和历史借鉴；在各兄弟书店修志工作中成为引玉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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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隆昌县书店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全面，系统地记述本县图书发行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

志稿具有时代性，科学性，资料性，从而起到借鉴、教育，

存史的作用。
“

2．本志按照立足当代，详今略古，侧重近现代，因事

而异地上溯古代的记述要求，上限起于1912年，个别史实追

溯到清光绪年间，卞限至1985年底止。

3．本志按。志贵周详”的要求设置篇目，撰写全文。

4．本志横分竖写。首列概述，次陈大事记述，下设三

篇一传，末列附录。以篇、章，节，目为记述层次，采用

志、记、图、表、传，录和照片等表述形式。

5． 。大事记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记

述方法。编年之下，顺时记事。

6．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书写以国务院批准中

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注释

采用夹注。 一

7．文内。建国前”与。建国后”，以l 949年l o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为界限。建国前用朝代、民国纪年

的，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8．记述机构、文件等名称，首次用全称，后用简称；

记述地名均用当时名称，原名有变动的夹注今名。

9．数字的书写，分别使用汉字与阿拉伯字：公历年、

月、日用阿拉伯字，夏历年、月、日用汉字；图，表中一

律用阿拉伯字；行文中的分数、序数字、概念数(如二三

十人)用汉字，整数、小数、倍数、百分比数、计量数用阿
‘

拉伯字(四位数以上加三位撇)；引文用原文数字写法。

lo．计量单位以l 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 ，

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建国后人民币本位，一

律按l 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人民币本位标准折算。

l 1．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县档案馆，县文教局文书档

案，县新华书店档案，县志办公室资料，省，市书店资料，

其他书刊有关记载以及口碑、来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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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隆昌予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建县。地处成渝线中

段，是川南门户所在，旧有驿道北经内江以通成都，东连荣昌

直达重庆，西南毗邻富顺沿盐路而至自贡，东南壤接泸县出

泸州以连云、贵。现有人口678，777人，面积756平方公里。

‘她属浅丘，素以农业为主，主产稻麦。中华民国(以下简称

。民国”)时期，商业，手工业有所发展，煤炭、天燃气已

着手开采。建国后，农、工、商业发展很快，l 985年全县粮

38，164万元，为1950年5，606万元的6．8倍。随着生产的迅速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欣欣向荣，图书发行遍及全县。

清光绪时，书贩、书摊已见于城乡．光绪兰十二年(1 906

年)，城内’天下利书店”建立，为隆昌专业书店之始。

民国成立后，隆昌民营图书业受成、渝、泸等地文化活

动及县内新学兴起的影响而逐渐发展，先后曾建1 3家书店，

其中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多达7家。除经营新学教科书

外，大部份是木刻的《三字经》、《百家姓》之类。三十年‘

代，新书的品种、数量逐渐增加。1936年12月4西安事变’

后，部份进步书籍一度公开发行。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前十余年问，四川军阀混战，

隆昌战祸连绵，人民生活困苦。民国二十九年(1 940年)日

本飞机轰炸隆昌后，直到解放前夕，民不聊生，社会购买力 ，

很低。各民营书店在资金，货源，销路方面一直为生存而激／
。

1衫．



烈竞争，有的三、五年，有的几个月便告停业。1949年仅存

两家。

1949年12月5日，隆昌解放。在中共隆昌县委、县人民

政府和新华书店川南分店重视、支持下，1951年l2月14日建

立了“新华书店隆昌支店”(后更名“隆昌县新华书店”，

简称县书店)，全县图书发行事业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县书店是国营文化企业单位。它既承担本店的图书发

行，又有组建和辅导叠县图书发行网的任务。从l 956年在供

销系统设立发行点，几经起伏，到1985年，一个以县书店为

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

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已经形成、扩展并得到巩固；49个发行’

点分布在县属44个乡镇中。边远乡村也能就近买到图书。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时期。图书发行品种、数量的逐渐增长和全县发行网的

初建，促使县书店管理工作的范围增大，内容更新。为适应

隆昌县以农业为主的特点，从1956年起，店内行政、财务，尤

其是业务中的进货、销售、库房、运输、培训等工作都强调

面向农村；同时积极改善城乡门市服务态度，加强计划发行

和流动供应，从而提高了工作质量，扩大了销售面。销售额．

从1955年的87，958元上升到l 958年的14l，451元。1959年，

县书店门市部和下伸的响石区书店被评为全省书店系统的免

进单位。

在l 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影响下，垒县一哄而起地办

起了人民公社书店。由于超越了主、客观条件，l 959年上半

年内全部下马。县书店的几个下伸书店也陆续撤、并。高指

标、瞎指挥导致全县图书发行工作被动，管理紊乱，库存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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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人力，物力、财力受到重大损失。 。’。

·

1 963年，．县委宣传部j县文教科领导县书店进行全面整，

顿，在此基础上恢复、加强以供销社图书门市为基本力量的发

行网。1964年改变了混乱状态，1965年全县销售额l 76，768元，

威为此前最高水平。。 ． 。?

下简称。文革”)十年，图书发行事业努历了一场灾难。运动 ‘

。开始的头两年，县书店和各发行点都因。闹革命”而处于瘫，

痪或半瘫痪状态。以前出版，发行的古今中外的经济，政

治、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儿童读物等书、画，

儿乎全被作为。封、资，修”的。毒草”而封禁。十年内，
发行的只是配合运动的书籍、图片。品种单一，，百花凋零；

。文革”结束，隆昌图书发行工作重新步入正轨，并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加迅速而又稳定地发

群众渴求知识的需要，图书出版品种、数量大幅度增长，过

去的管理办法已不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县书店致力改革：改
’

进了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把形势，政策、思想品德教育与

业务现状、工作实际相联系，革除了空谈的习气，讲究实

效；试行经营责任制，使职工的工作有所依从，才智得到发’，

挥；加强政治、业务，文化学习，建立考核制度，改革劳动

竞赛办法，提高了职工素质；培养新职工，。’提拔青年干部，

老，中、青配合，增强部门工作能力。几年来，由于改善了

领导工作，，1加强了业务管理，在收到良好社会效果的同时，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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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幅度较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I 985年发行金额l，379，083

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l 978年的31￡，000元增长3．37

倍；人平劳动生产65，l 63元，比l 978年的。3，?00元增长3．76

倍：全县人平供应2．03元，比l 978年的o．49元增长3．14倍：

实现利润90．629元，比1 978年的21，300元增长3．25倍。县书

店园成绩显著而被评为内江地区l 079年度先进书店，1 983年

3月评为垒省书店系统先进集体，在内江地区l 98I至1 984年

举办的各书店“同工种劳动竞赛”中，县书店的领导工作获

l 982年第二职，I 98]年、I 084年笫一1名。

o{；_j年，县新华二H店If为全省书

店系统先进单位

同期，县书店

友村发行员工作重

-转向辅导，在

县、区供销社紧密

j作下，巩固、增

Ⅲ农柯发行基础力

：i：帮助发行点改

{经营管理和服务

怂发，诛入流动供

应和宣传征订，积

极开展书市、展销

和节日供应活动。l 9i9年，县书店制订并实行了“一包三

定”(包任务、定人员、定时间，定区域)的农村发行办法，

在内江地区得到推广后，又进而发展为进、销，存、管，调

落实到部门和个人包干负责，并使各环节相互衔接的“一条

龙”管理，效果显著。农村发行量占全县发行总金额的比例

由I 979年n0 22％逐步上升到l 985年的5了．9叻，促进了垒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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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平衡。县书店的农村发行组(股)被评为省，地区书店系

统l 979年先进小组，获地区1 980年和1981年流动红旗，地区一

同工种竞赛1 982年、1 983年第二名。黄家区供销社图书门市．

被地区书店评为1980年先进集体。

县书店其他方面的中转运输，少儿读物发行、年画发

行，均曾获省和地区表彰、奖励；财务、门市，进货、库

房，课本发行、业务统考在地区同工种竞赛中，均获得前三

名的好成绩。

1 985年，全县图书发行工作取得新的全面进展，内江市

委，市人民政府和隆昌县委，县人民政府分别授予县书店“文

明单位”称号。全县年销金额1，379，083元，提前五年实现文

化部规定1 990年比1 980年增长87％的要求(按规定，l 990年

隆昌县应达122万元)；与建店初的1952年相比：销售金额
／ 增长23．79倍，人平劳动生产率增长8．92倍，全县人平供应

j 增长14．62倍，实现利润增长10．57倍。 ：

．，．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

( 中，人民群众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阶段对图书
’

j』 发行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发行网点之间，网点与网点外的书
· 。1 店，书摊(或其他新的经营形式)之间，也将出现在新的竞

7、 争中相互促进的局面。全县图书发行工作者，应在现有较好的

＼l基础上提高素质；审时度势，深化改革；把市场预测与对口

‘推荐作为经营管理的重要项目和依据，力求在各时期发行工

f胙中立于主动地位。可以预期，隆昌图书发行事业将伴随社

’会变革、发展的步伐而愈益兴盛，蒸蒸日上。

7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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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记述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6年)

黄肃方等人在县城北街(今金鹅镇中心街民办小学)办

“天下利书店”，作为同盟会在隆昌的通讯联络点。宣统元

年(1909年)被县知事派员查封。

民国十六年(1927年)

郑寿珊、蒲昌辉等人在县城河街(今顺河街口)办“金

鹅书局”。1 949年停业。

民国十九年(1950年)

翁平安在衙前街(今县委会门前)办。维新书社”。民

国二十一年(1932年)停业。

翁民安在衙前街与北街交叉口办。存古书社”。民国二十

七年(1938年)停业。

民国=十一年(1952年)

袁泽湘在衙前街祝国寺对门办“明明书店”。民国二十 l

九年(1940年)停业。

罗舜章在老街(今中心街)办“申川书店”。民国二十九’

年(1 940年)停业。

高炳云在衙前街中段(今公安局与中心街办事处之间)、

办“炳云书社”。民国三十四年(1 945年)停业。

民国三十年(1 941年)

八月，按国民政府规定，县内选择文教界人士聚资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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