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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历史时间为经，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纬，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下，对民
国各个时期的出版历史现象和出版活动进行全景式的阐述。
对民国三十八年的图书业历史，从行业经济史和出版文化史两个维度，进行宏观把握与概括。
同时对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个案进行了微观研究和分析，对出版活动过程中商业利益和文化
价值之间的平衡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
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业源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既探讨绍往，亦昭示先机，有细致
深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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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永贵，男，1968年10月生，安徽枞阳人。
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1年安徽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1997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2002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博
士学位。
自1997年迄今，任教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
研究方向：民国出版史、当代出版史、出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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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晚清时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
　一、 教会出版与新式出版的开篇
　二、 洋务派译书与新式出版的官办
　三、 民营出版机构的崛起
　四、 民营新式出版业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
　五、 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因素（一）：近代出版技术的引进与应用
　六、 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因素（二）：出版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改善
第二章 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一、 “五四”新思潮下的出版变革
　二、 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
　三、 抗战时期出版业的衰落与出版人的文化努力
　四、 战后出版业的重建与挫折
第三章 民国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布局
　一、 图书出版物的学科分布
　二、 上海，全国出版的中心
　三、 战前的几个出版次中心城市
　四、 抗战时期的出版新据点
第四章 民国时期七大书局
　一、 商务印书馆
　二、 中华书局
　三、 世界书局
　四、 大东书局
　五、 开明书店
　六、 正中书局
　七、 文通书局
第五章 其他有影响的中小书局
　一、 新潮社
　二、 北新书局
　三、 亚东图书馆
　四、 泰东图书局
　五、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六、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七、 上海杂志公司
　八、 桂林文化供应社
　九、 永安改进出版社
第六章 大书局重要出版人物列传
　一、 张元济：在出版中安身立命
　二、 王云五：杂家做成大出版
　三、 高梦旦：备受朋友怀念的出版智者
　四、 陆费逵：人格力量辅佐出版管理
　五、 舒新城：《辞海》出版的功臣
　六、 黎锦晖：且歌且舞且编书
　七、 钱歌川：文学生涯从中华书局开始
　八、 沈知方：纵横书业的经营奇才
　九、 章锡琛：可敬的精明与气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出版史>>

　十、 夏丏尊：不改教育家本色
　十一、 叶圣陶：“开明风”的代表者
　十二、 华之鸿：创文通书局留香西南
　十三、 曾在大书局供职的编辑出版人传略
第七章 其他编辑出版人物列传
　一、 鲁迅：真为文艺尽力的高明编辑
　二、 巴金：多年不拿分文报酬的义务总编辑
　三、 张静庐：四马路出版界的霸才
　四、 沈松泉：与新书业有功之人
　五、 汪孟邹：出版行走于文化风云人物之间
　六、 汪原放：标点校勘古典小说第一人
　七、 伍联德：一个创业青年的书业传奇
　八、 赵家璧：邀约名家书稿的能手
　九、 张竞生：既开风气也为先
　十、 其他编辑出版人传略
第八章 编辑出版工作
　一、 选题与组稿
　二、 装帧与印刷
　三、 发行渠道与发行方式
　四、 推广与宣传
　五、 非主体出版物市场
　六、 书评活动
第九章 书业经营与管理
　一、 组织形式
　二、 机构设置
　三、 人员构成
　四、 制度管理
　五、 融资方式
　六、 多种经营
第十章 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
　一、 各时期《出版法》的制定
　二、 书刊查禁的层出不穷
　三、 原稿及教科书的预先审查
　四、 各时期《著作权法》的颁布
　五、 各种类型的版权纠纷
　六、 书业同业公会组织的出版管理
第十一章 教科书出版
　一、 教育变革与教科书出版商机
　二、 审定制与部编制
　三、 出版竞争与教科书进步
　四、 教科书的快编快改与多级多元
　五、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大学教科书的编印
第十二章 各类型图书的出版
　一、 古籍的出版
　二、 工具书的出版
　三、 丛书的出版
　四、 儿童读物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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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
　一、 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历程
　二、 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出版机构
　三、 苏区出版机构
　四、 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出版机构
　五、 其他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出版机构
　六、 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编辑出版机构
　七、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与新知书店
　八、 韬奋精神，一脉出版思想的富矿
　九、 徐伯昕：同样是出版事业楷模
　十、 胡愈之：不断创造文化新据点
　十一、 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人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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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国时期先后出现的七大出版机构　　在民国时期的书业界，有五大、六大、七大出版机构之说
。
这里的所谓“大”，是根据当时各自在全国教科书的市场份额来排名的。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的五大教科书出版
商，其总部均设在上海。
到抗战前，南京有正中书局的崛起。
正中书局挟官书局之威，在教科书出版上迎头赶上，被时人称为第六大书局。
迨至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推行国定本教科书，指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
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以及贵阳的文通书局等七家出版单位，在重庆联合组成“国定本中
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简称“七联处”）。
于是，又有七大出版机构之说。
本章所论述的七家出版机构，即取此说。
所叙说的内容范围，也涉及各出版机构的各个方面，并不仅囿于教科书出版一途。
　　一、商务印书馆　　在近现代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确值得后人关注和研究，这不仅仅因为它在
清末很短时间内，就迅速崛起成一个庞大的出版帝国，还因为这个帝国历数十年而不倒，一直以全国
第一大出版机构的地位，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
这是很不容易的。
民国时期政局的动荡，曾让它与之一起沉浮，甚或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思潮的起伏，也曾把它推到
了选择的十字路口；同业的竞争，让它总是作为被人追赶和力图超越的目标；而自身的改革，也曾是
那样的阻力重重。
然而，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商务印书馆显示了它的韧性、智慧和勇气，为后人树立了在市场竞争激
烈的出版环境下，一个大书局如何保持活力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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