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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肖东发 

摘 要: 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取得的进展，其研究成果之多、涉及

范围之广、研究探讨之深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并展望了今后研究发展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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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出版史是以历史上的出版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史，其研究领域可主要归纳为

两个方面：其一是出版活动内部诸方面的联系，其二是出版事业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具体地说，研究并叙述出版事业形成及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过

程，记述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编辑家、出版家在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方面的业

绩，记述各类型重要典籍编纂出版的过程，揭示编辑出版在社会历史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

用，从而揭示出版事业发展的规律，是该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 

    出版史是编辑出版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下属

学科有图书史、报刊史、编辑史、印刷史、发行史、装帧史、翻译史等，有的分支学科基

础雄厚，成果较多，也有的分支学科刚刚起步，基础较为薄弱，还有的领域至今仍是未开

垦的生荒地。 

    笔者曾在《20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载《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新

华文摘》1999年第9期）一文中总结了我国100年来的出版史研究。前50年多为考据之作，

资料搜集虽丰，但理论阐述不足，只能称之为史料集，上升不到发展史；中间30年呈不均

衡发展状态，前期稳步成长，后期萧条冷寂，大陆停滞不前之时，港台有所进展；80年代

以后进入繁荣阶段，高潮迭起，佳作层出。特别是世纪之交的1998至2001年，中国学术界

又推出多部有分量的力作，在国际上也出现活跃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势头。下面从纵横两方

面对这20余年出版史研究取得的进展加以回顾分析，并对今后的发展路向进行初步探讨。

一、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从1980年起至今虽然只有短短的20余年时间，但出版史研究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成

果。此阶段可分为四个时期。 

    1980年至1984年为复苏时期。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萧条时期相比，进步十分明

显，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

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 

    第一部是方厚枢自1980年9月起在《出版工作》月刊上连载的《中国出版简史》。作

者以其多年积累的丰富史料和流畅的文笔引起与图书出版相关各界的注意，当连载到唐五

代时，作者因主编《中国出版年鉴》无力兼顾而中辍。又经过10余年的积累和研究，作者

于1996年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出版史话》，其内容一直写到1989年，是迄今所见第

一部下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周年的通史性质的出版史。由于作者长期在国家出版领

导机关工作，有机会接触大量具有权威性的出版资料，又勤于收集和整理，故对现当代出

版史研究较深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出版史实，多为独家所有，甚至为亲身经

历。作者后来发表的《新中国出版事业四十年》和《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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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出版科研优秀论文奖，这些成果也被部分吸收到《中国出版史话》之中。该书的另一

部分是《中国出版大事记》，记载了从公元前770年至1989年的出版大事，附录部分还给

研究者提供了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录》。 

    第二部是方汉奇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分上下两册，约57万字，1981年由山西人

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背

景说明新闻与报纸的发展源流与规律，重点论述1815年至1919年中国报刊的发展历史。它

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提高。涉及报纸500家、报人近1 500名，  

广征博引， 刊谬补缺， 订正前人失误近200处。 

    第三部是魏隐儒编著的《中国古籍印刷史》，1984年由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作者积

30年之经验，在阅读、整理大量古籍资料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雕版印刷发明前的古代图

书、古籍雕版印刷发展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活字印书的发展三方面内容，对古籍版本

的演变规律和刻印特点提出了不少见解。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作者尽量使用他在北京中国书

店工作几十年和20世纪70年代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撰工作，到各地访书审定所亲

眼看到的第一手资料，所附书影照片也为此书增色不少。该书很快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

版发行。 

    1985年至1989年为出版史研究的成长时期。几乎每年都有几部论著发表，研究领域不

断拓展。这一时期的成果可分年叙述，1985年就可举出三部。 

    第一部是张召奎的《中国出版史概要》，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我国古代出

版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对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兴起和改进，对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取得的成就

均做了阐述和归纳，详今略古，特别是在深入图书内容勾画我国出版事业发展梗概，以革

命的出版事业为主线，重点记叙我国无产阶级出版事业成长壮大历程等方面，做了可贵的

尝试。 

    第二部是北京图书馆李致忠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籍史》。该书重点放在

古代，就图书的形成条件、制作材料、装帧技艺、管理方法等方面分别讲述，打破以往常

见的编年体写法而采用纪事本末体，以事带时，借时叙事，每一专题较完整，不必从各时

代分别查找。 

    第三部是美国学者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 and Printing)。该书是英国学者李

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五卷“化学及

相关技术”的第一分册，198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用英文出版。经多次修订后，于1990年

由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刘祖慰译的中文本，1995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

版了繁体中文本。该书从中国古代造纸与印刷术的起源及发展，写到19世纪末两项手工艺

逐步为现代技术取代为止。内容涉及造纸、印刷全部历史的各个时期，以及工艺、美学、

用途、对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等各个方面，收录参考文献2  000种，插图和照片约200

帧，是目前在海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造纸史和印刷史专著。 

    1986年出版的著作有杨光辉等编、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

京印刷机械研究所编印的《中国印刷机械行业发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李清志

著的《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和台北学海出版社出版的曹炯镇著的《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

术之比较研究》。后一部书的作者是韩国人，他在查阅了数以百计的各类文献并收集了活

字、印本与印刷工具等实物之后得出结论：“古印刷可分为雕板印刷与活字板印刷，皆为

中国人所发明，此对人类文化发展有极大的贡献。不久韩国将此印刷术传入，而与中国并

行发展，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智能，而创始金属活字以印书。”研究的目的，即在探讨关

于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演进、交流与互相影响。该书代表了韩国绝大多数学者对印

刷术发明这一重大问题所持的学术观点。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

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

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发行量

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中国书史》系统阐述了从古至今中国图书史的发展过程

及规律，收入较多的新观点和新材料，在最后一章中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事业的

新成果，并专写一节“新技术革命和图书的未来”，这在出版史研究中是仅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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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由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等高校7位教师集体编写，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该

书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

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由于该门课程被国家教委列为图书馆

学专业核心课，1994年，又由谢灼华教授主持组织各校力量编出新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

史教学大纲》，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分期和工作范围、管理制度、社会影响作了

说明，反映了近十年来教学和科研上新的探讨和新的成果。 

    1987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90周年，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新华书店成立50周年，这一

年出版了陈原等编的《商务印书馆大事记》、《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中

华书局编辑部编印的《回忆中华书局》，郑士德主编的《新华书店五十春秋》和新华书店

总店编辑出版的《新华书店五十年》。这些纪念文集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记述了我国近现

代这几家最主要的出版发行机构的创业过程、杰出人物的业绩，是极为珍贵的出版史料

集。 

    1988年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有关编纂史和编辑史研究的进展。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韩

仲民编著的《中国书籍编纂史稿》。该书侧重古代史料，注意把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

相结合，介绍了一些重要典籍的编纂情况和成书过程，以及各种学术流派、思想观点和重

大事件，在编纂史研究上有开创之功，1989年底首届全国编辑出版理论图书评奖中被评为

优秀著作。 (ID: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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