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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出版50年大事记（1959-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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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3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刊书籍出版发行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提出：一些出版物的

出版和发行，必须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必须首先注意质量，考虑它的实际效果，绝不能为

出版而出版，为发行而发行。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课本供应工作

的通知》，要求保证课本及时供应。  

5月11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提高书刊印刷质量的通知》。  

5月18日 文化部颁发《图书进发货试行章程》。 

7月31日 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开幕，中国展品获10枚金质奖章，9枚银质奖章，5枚铜

质奖章。  

10月19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在北京、上海两地有关出版社继续试行〈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

籍稿酬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11月26日 文化部转发《关于调整和加强北京和上海若干出版

社出书任务的报告》，同意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和上

海相应的出版社建立总社与分社的关系。  

1960年 

2月10日-17日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召开地方出版社座谈会，进一步明确地方出版社今后仍

须贯彻执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  

2月28日 中央转发文化部党组《关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增加出版问题的报

告》。  

3月15日 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进一步改善少年儿童读物的报

告》。 4月22日 《列宁选集》1-4卷出版发行。 

4月22日-29日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在北京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  

6月10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城市租书铺摊整顿改造的意见》。 

7月15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出版工作支援农业的通知》。  

·晚清的官报  

·抗战中的上海新闻界  

·《良友画报》的启示  

·中国现代新闻传统：文…  

·清朝末年云南的报纸  

·邓小平与《红星报》  

·《小说月报》终刊之谜  

·绍兴历史上的报纸与报人  

·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  

·风云际会——《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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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调整1960年新闻出版用纸的通知》，规定压缩报刊、图书的出版。 

9月30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发行。  

10月11日 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

报告》，决定废除版税制。 

11月23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纠正目前图书发行工作中某些非政治倾向的通知》。 

1961年 

1月7日 中央批转安子文《关于中央一级机关精简刊物工作的报告》。  

1月9日 吴晗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11月出版单行本。  

1月14日-18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会后，中央宣传部部署整顿和调整出版工作，开始整顿出版社。 

2月25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分配1961年图书出版用纸的通知》。《通知》说，经中央批准，

1961年全国的报纸、刊物用纸量压缩35%，一般书籍压缩40%。  

3月1日 教育部、文化部发出《关于利用旧课本以解决课本的供应不足的问题》的通知。 

3月1日 文化部、商业部发出《关于教育留声片移交新华书店发行的联合通知》 10月15日 中

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课本图书报刊用纸问题的报告》。批示指出：除中央报刊用纸必须压

缩外，各省市区和各部委也必须同样考虑压缩报刊用纸。 

12月 《汉藏大辞典》编纂完成。 

12月 罗广斌、杨益言著《红岩》出版发行。 

1962年 

4月16日-5月3日 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总结缓和供需矛盾的经验。  

5月4日 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建议恢复1959年颁发施行的稿酬办法的请示报告》，5月22日文

化部发出《关于恢复1959年颁发施行的稿酬暂行规定的通知》。  

5月20日-6月6日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科技出版工作会议。 

7月20日 全国物价委员会同意调整中小学课本定价。 

8月20日 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调整和充实新华书店业务骨干问题的请示报告》。 

8月 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再版。  

9月19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调整新华书店省以下各级机构管理体制的通知》，将原拟下放的专

县书店，改为由省书店和专县的文化行政部门双重领导，业务以省店领导为主，财务由省店统

一管理。  

1963年 



3月30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版年画的通讯》。 

4月26日 文化部、供销合作总社发出《为支援农业进一步加强供销社兼营图书工作的联合通

知》。 

4月 中央宣传部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 

7月31日，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情况和改进出版工作问题的报告》，

《报告》提出：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出版社的领导，较大的出版社可以考虑实行党委会制，直

属省、市委宣传部领导。党委会是出版社的党的领导核心，决定出版社的出版方针和出书计

划。 

5月20日-6月6日 国家科委和文化部联合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出版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科学技术

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出版规划、调整图书定价、稿酬标准和改进发行工作等问题。 

11月9日中央批转国家科委党组和文化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出版工作的报告》。  

7月31日 中央宣传部同意科学技术书籍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使用同一稿酬标准。  

8月8日 文化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出《关于改进科学技术书籍发行工作的联合通知》。 

8月17日 中央宣传部转发文化部党组《关于整顿新华书店基层单位的请示报告》。 

10月12日 文化部、科学院颁发《科学技术类书籍和课本的定价标准》。 12月11日 国务院批

转文化部等《关于制止印制和销售门神、灶马等迷信印刷品的报告》  

12月23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加强新华书店总店对各地新华书店业务指导的通知》，规定新华

书店总店对各地新华书店有指导关系。  

1964年 

1月14日-31日 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5月20日-6月8日 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图书发行工作会议。  

5月 林彪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 

6月27日 毛泽东对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提出严厉的批评，文化部再次进行整

风。  

7月10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出版发行。  

7月 《辞源》修订版第一册出版发行。 

10月27日 文化部发出《关于暂停付印数稿酬的通知》。 

11月18日 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决定废除印数稿酬。 

1965年 

1月22日 文化部、手工业管理局发行《关于加强对木版年画管理工作的联合通知》。 

 



1月30日 文化部、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并附《印刷通

用汉字字形表》。  

11月10日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刊出，随即以小册子形式出

版，并很快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1月 文化部指定农村读物出版社从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中，每年选拔几批切合农村读者需要

的读物，印行"农村版"。 本年文化部发出《关于降低期刊稿费及取消期刊、丛刊、丛书编辑

费的通知》。  

1966年 

1月3日 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进一步降低报刊图书稿酬的请示报告》。  

1月26日 国务院批准外贸部、公安部、外文局制订的《关于进出口印刷品管理试行办法》（内

部试行）。  

2月2日-20日 林彪和江青炮制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

笼。《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诬蔑建国以来的

文化艺术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3月 毛泽东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

沫沙所写的《三农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 

4月1日 开始执行经国家科委批准的《图书、杂志开本及其幅面尺寸》国家标准。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会议文件《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

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

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从

此，"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8月 中共中央决定加速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为此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毛泽东著作印制发行工作

会议，制订了1966年-1967年印制《毛泽东选集》3500万部的计划。本年底中共中央决定1967

年印制《毛泽东选集》8000万部。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主席语录》大量出版发行，是当时出版界最主要

的任务。据统计，1964年至1967年，《毛主席语录》共出版汉文版10.55亿册，用6种少数民族

文字出版1600万册，用37种外文出版2000万册。1966年至1976年，《毛泽东选集》出版汉文版

23651万部，少数民族版289万部，外文版202.9万部。  

1967年 

1月19日 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出版局工作陷于瘫痪。 

5月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成"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负责管理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工

作。  

1968年 

5月25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单



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此后，大批编辑出版人员被下放、调

离。  

8月 "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进驻"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

想宣传队或“工人宣传队”开始进驻各出版社，掌握了进驻单位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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