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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出版史》

内容概要

书籍，是人类传承文明的主要载体；近代兴起了报纸和杂志，于是文明传承又多了一种工具和媒介，
从而新闻与出版并称。但是二者在传承文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各自的特点有所不同。报纸杂志的时
效性强、内容多样；书籍则传世久远、影响深远。二者相济，既及时反映了即时发生的情况，又引导
人们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于是人类的文明得以播散和流传。
　　任何国家的新闻出版事业都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服务的，绝无功利的新闻出版事业从来不存在。
过去，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只注重了它的宣传作用，而忽略了它还有商品性的一面。这是计划经济导
致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很快意识到了出版事业的二重性：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我
国的新闻出版业，一方面要发挥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去
建设、发展、生产和流通，这两种属性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建设、
发展、生产和流通，才能更好地宣传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思想，弘扬正气，凝聚人心；也只有坚持正
确的导向，乘市场经济的浪潮发展，才不致于迷乱了本性，才能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才能
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自己的特色，参与国际出版业的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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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出版史》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中国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渊源和学科体系  第二节 中国书籍制度的演变  第三节 中国的图
书分类  第四节 历代政府的编纂制度与出版机构第一章 古代编辑出版活动的起点  第一节 汉字的产生
及其相关探索  第二节 夏商文明与图书的起源  第三节 图书的早期形态  第四节 历史考古视野中的编辑
活动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  第一节 学术下移与私家著述的兴起  第二节 孔子的编辑活动及其历史意义  
第三节 先秦著述的编辑与传播  第四节 竹帛与简策制度第三章 秦汉时期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文化政策
与图书编校机构  第二节 两汉时期辉煌的编撰成就  第三节 《史记》与《汉书》  第四节 刘向、刘歆的
编校活动及其历史贡献  第五节 纸的发明与图书市场的萌芽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节 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  第二节 历朝政府的图书编纂机构及其编校活动  第三节 图书品种的变化与四部
分类法的确立  第四节 纸的广泛使用与纸本书的制作  第五节 图书编纂和社会传播活动的扩大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图书文化事业概貌  第二节 政府编校机构的活动与修史制度的确
立  第三节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图书形制的发展  第四节 唐五代时期的编辑出版事业  第五节 唐五代时
期的图书贸易第六章 宋辽金元时期  第一节 宋代的图书编纂机构及其编纂活动  第二节 宋代的图书出
版事业  第三节 民间书坊与社会文化传播事业的发达  第四节 宋代图书形制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进步  
第五节 两宋时期的图书发行业  第六节 辽、金、元三代的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第七章 明清时期  第一节 
政府的编纂机构与编纂活动  第二节 明代的刻书事业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刻书事业  第四节 晚清编辑出
版事业的发展  第五节 印刷技术的进步与图书发行业的建立第八章 民国时期  第一节 编辑出版事业的
基本状况  第二节 书刊的编辑出版  第三节 民营出版业的发展及其出版活动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编辑出版事业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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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出版史》

精彩短评

1、课程要求，还不错，还在翻看中。
2、应该不错。民国经典嘛。现在的学人太浮躁了，基本上都是**之书。评职称之书，课题结项之书，
回归民国学术。哈哈
3、老师让买的课本，但老实说，很枯燥的一本书，实在让人没兴趣看下去，而且结构不怎么合理。
4、老师指定的教材，应该可以
5、中国编辑出版史是课本，一直觉得比较通俗易懂，所以挺喜欢的，至于那个试卷，好像真题就一
份呀~~但是预测卷倒是挺多的。
6、呵呵呵呵呵，结束了⋯⋯体例不甚明晰，常常有前后重复之处。
7、大二
8、考研书籍。
9、嗯。。很好。。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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