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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

前言

　　中国乃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民族文化积累和传承的过程中，“书”作为不可或缺的载体承担着
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人们谈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仍津津乐道于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巨大贡献。正
是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双峰并立，使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传播方式，并直接促成、带动了“
中国出版史”的展开。研究显示，早在公元8世纪左右，我国已有了较为成熟的雕版印刷术，目前所
发现的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金刚经》，即唐咸通九年（868年）的作品。之后的干余年间，
世界印刷技术几度飞跃，中国印刷或引领世界潮流，或吐故纳新，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中国出版历史
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中国出版的辉煌历史成就相比，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则要滞后
许多。据现有资料所知，我国最早的出版史著作是杨寿清的《中国出版界简史》，该书由上海永祥印
书馆于1946年出版。在这本不足4万字的小册子中，四篇叙述分别为：“古代中国的出版业”、“‘五
四’时代出版界的发展”、“‘一二·八’后出版界的倾向”、“对于中国出版界的批判与希望”。
今天如果严格从学术的角度来考量，这本《简史》的价值或许仅仅限于“开风气之先”了，其有限的
篇幅、勉强的分期、局促的内容，并不能完整勾勒出中国出版历史千余年来元气淋漓的全貌。新中国
成立初期，张静庐先生倾心辑注的七编八册本《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料》，已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出
版史的重要资料。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出版史著作直至20世
纪90年代后才陆续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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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

内容概要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内容简介：1937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境内建立了晋察冀、晋绥
、太行、太岳四大革命根据地。在四大革命根据地内，出版活动相当活跃.书、报、刊的出版印刷种类
数量庞大，不仅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论持久战》《小二黑结婚》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书籍，同
时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印刷、发行体系。根据地的出版史是中国近当代出版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山西四大革命根据地的出版脉络，包括编、印、发等各
个环节，介绍了如邓拓等一大批出版人物，加配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照，为研究根据地出版史提供了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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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察冀根据地图书出版的阶段和意义  第五节  根据地出版事业的典范——晋察冀日报社等对根据地图
书出版的贡献    一  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图书    二  晋察冀新华书店的出版工作    三  前卫出版社和铁流
社的出版工作    四  边区其他机关团体的新闻出版工作第二章  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出版事业第三章  晋冀
鲁豫革命根据地太行区的出版事业第四章  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太岳区的出版事业第五章  山西革命根
据地的印刷业第六章  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发行事业第七章  烽火铸就出版魂——奋战在山西革命根据地
的出版战士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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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由于革命根据地经常受到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滋扰，八路军不得不采取游击
战与敌周旋，革命根据地的出版工作也经常处在转移和动荡之中，不少出版物常常是有始无终。虽然
条件艰苦，但却因对敌斗争需要，革命根据地的出版工作还是因地制宜地展开，不少出版工作者一手
拿枪，一手握笔，在战争间隙通过顽强的努力保证了出版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对敌斗争宣传和丰富根
据地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贡献。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山西革命根
据地的出版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导向，把为革命服务和为根据地军民服务作为其最重要的使命。尤其
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保证八路军的独立性，根据地的出版工作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性进行了无
情的揭露，在舆论领域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及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
主张，为抗日战争最后取得胜利，为八路军独立自主地开展对敌斗争给予了有力支持。　　二山西革
命根据地出版延续了中国现代出版书、报、刊一体的出版格局，又突出了报刊的“短、平、快”特色
。　　现代以来，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为代表的大型出版机构出于商业性考虑，重视图书、报
纸、期刊等不同类型出版物的互动与互补，在出版机构内部初步形成了书、报、刊一体的出版格局，
既为自身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又在客观上为现代中国文化的积累与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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