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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承担着文化传承
的使命，尤其针对广大农村，公
益价值要大于经济价值。新中
国成立后，全国新华书店依靠供
销社建立起了农村图书发行
网。这是中国出版发行史和文
化史上的创举，书店的触角深入
了中国的每一个偏远山村，在卖
搪瓷脸盆和糖果布匹的柜台上，
多了一个图书的角落。

1952年10月怀柔成立了怀
柔新华书店，从1958年起书店
每年都要安排时间、组织人力下
基层，店员背着装满图书的背篓

爬山过水。图书发行员，更是文
化知识的传播者。怀柔新华书
店的老工作人员卢通山回忆
说：“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走到
哪就住到哪，甚至有时候没有
地方住，就住在养猪场。猪场
的一半是烧火做猪食的，另一
半就是土炕，晚上就跟养猪的
老大爷挤在一个炕上。”有些老
百姓没有钱买书，就用纸把需要
的一段抄下来，比如说家里种柿
子树，就把柿子树病虫害防治或
者嫁接技术抄下来。新华书店
送书下乡的工作人员还给他提

供纸笔，因为目的是为了解决老
百姓的需要，并不是下乡赚钱。
有时候还在田间地头拿着书、挂
图给老百姓念有什么政策了，农
业上有什么新技术了。

为了帮助群众解决无钱买
书的问题，怀柔书店还采取了以
物换书的办法，新华书店工作人
员下乡时每人背上五六十斤的
图书，回来时又背上100多斤的
鸡蛋和破烂，再按收购原价卖给
供销合作社。类似“背篓书店”
的，还有新疆的“骆驼书店”、湖
南的“扁担精神”。

大型文献纪录片《新华书店》热播

新华书店80年：一部传播史
1937 年 4 月 24 日，新华书

店在延安清凉山的一个窑洞里
诞生。到今年 4 月 24 日，新华
书店80周岁了。新华书店清凉
山原址陈列馆在延安开馆，清
凉山新华书店网络版同时上
线。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也都
举行了多种多样的展览、阅读
活动。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出版的
纪实作品《新华书店》，是以正
在央视和全国地方电视台播映
的六集文献纪录片《新华书店》
为蓝本，勾画出新华书店八十
年的历史长卷。从西北一隅到
跟随解放大军辗转迁移，从新
中国百废待兴的文化建设到改
革开放初期的读书热，从市场
经济大潮到如今的数字阅读时
代，新华书店始终与时代同步，
是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
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新华书
店》一书说：“新华书店八十年
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宣传
党的先进理论和正确主张的传
播史，又是一部鲜活生动的现
当代中国文化社会发展的历
史。”

1937年，新华书店在延安
清凉山万佛洞最底层的一间石
窟中诞生了。

那是1937年 4月 24日，中
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
刊问世，同时成立新华书局发
行《解放》周刊，同年10月，新华
书局改名为新华书店。

第一任新华书店的经理是
涂国林。最初发行科只有七个
人，其中四个是经过长征考验
的红军战士，很快这些老兵又
被抽调到了作战部队，涂国林
手下只有一个发行员和一个通
讯员。清凉山的那个石窟既是
书店的门市部也是涂国林的办
公室和卧室。没有营业员，涂
国林就自己卖书，但是这里很
快就成为延安最具人气的地方
之一。

1937 年 10 月为了统一标
志，《解放》周刊第21期的发行
者由新华书局改为新华书店，
但凡延安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
和毛泽东著作都印上了“总经
销新华书店”或者“发行者新华
书店”的字样。

1938年，毛泽东刚刚修改
完成的《论持久战》一书就出现
在新华书店的发行计划中。“中
国不会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但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的著
名论断，随着新华书店的发行
而传遍中国与世界。

短短的三年，新华书店发
行了延安出版的图书160余种、
50万册，报刊十种、上百万册，
还发行大后方的进步书刊和苏
联出版的图书三百余种，报刊
七十余种。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
阶段，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
书刊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
难，这时候急需建立安全的书
刊运输线。1940年，自延安诞
生新华书店后，第一个新华书
店分店——晋绥新华书店诞生
了，成为向各大抗日根据地发
行书刊的枢纽，从延安来的出
版物先集中到这里，再由这里
输送到晋察冀、太行山、晋鲁豫
等地。接下来，越来越多的新
华书店在根据地建立。

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人们渴求知
识。在1977年高考前的一个月，《数理化
自学丛书》的代数第一册面世了，往往是
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该书总共发行了
7395万册。

1978年 4月 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这样一条消息：“35种被解禁的老版中外
文学名著重新印刷发行。”当时国家出版
局特地拨了7000吨纸张，动用了国家准
备印刷《毛泽东全集》的储备纸。这些纸
张是新的，版本却是旧的，有《唐诗选》
《宋词选》《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
夜》等。各地书店做好准备在5月1日劳
动节这天集中投放。1978年4月30日晚
上，事先得到消息的人连夜去书店排
队。5月 1日到3日，仅仅是北京市新华
书店就卖出了 30 多万册。有一个读者
说：“为了买一本《一千零一夜》，我在书
店排队排了一天零一夜。”

整个20世纪80年代，新华书店寄托
了人们对于知识、财富和科技最美好的
梦想，书店每一个排队的人都强烈希望
改变命运，而众多高质量的好书也出现
在这一时期：《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
版）《中国美术全集》《汉语大字典》《汉语
大词典》《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辞典》
《当代中国丛书》《走向世界丛书》《汉译
世界名著丛书》等。

1994年11月13日，王府井书店最后一天营业，读者前来送别。（纪录片《新华书店》剧照）

1937年，新华书店在延安清凉山万佛洞成立。（纪录片《新华书店》剧照）

党中央一直非常重视文化
传播。1949年，中共中央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定了这样一条原
则：每解放一座城市就要立刻
着手办理四件事，一、开办银
行，二、开办邮局，三、开办供销
社，四、开办新华书店。1949年
2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东北
书店和华北新华书店总店的小
分队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城。卢鸣谷等人带领华北书店
小分队工作人员日夜奋战，于
1949年2月 10日，北平市第一
家新华书店在王府井 8 号正
式开业。书店的员工刚把书
架添满，没多久就被热情的群
众抢购一空。最受欢迎的有
《毛泽东选集》《新民主主义
论》《论联合政府》以及赵树理
的《李家庄变迁》、歌剧《白毛

女》等。为了满足群众的需
要，当时书店还采取了非常措
施，开设了不收费的借书处，
读者可以把书借回家去读。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华书店
建立了分支店735个，形成了
较为齐全的发行网络，而毛泽
东在西柏坡题写的“新华书
店”出现在每一座城市最显
著的位置。

书店跟着解放军进城

《新华字典》是一部 1949
年之后出生的绝大多数中国
人都熟悉的书，截至2015年 7
月《新华字典》发行量高达
5.67 亿本。而早在 1948 年 10
月末，在北平城的一个普通的
四合院里，几个读书人就开始
讨论如何编写一本小字典。
这几个人是周祖木、吴晓铃、

张克强、金克木、魏建功。多
年后，金克木回忆说：“我们不
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
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
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扫
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
工作，当时全国人口80%是文
盲，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
上。出版家叶圣陶担任了这

部全新的普及型字典的策划
者和组织者，而字典的主编魏
建功辞去了北京大学系主任
的职务，带着与金克木等人商
议拟定的编辑字典计划来到
了新华辞书社。1953 年 12 月
首版《新华字典》出版，第一版
印刷500万册，半年之内便告
罄。

扫除文盲的小字典

背篓书店

诞生在窑洞

买《一千零一夜》
排“一天零一夜”

发书像发牌一样的日子在20世纪80
年代中期结束了。面对着市场经济的转
型，新华书店不可避免遇到了冲击，根据
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统计，1993年上半年与
1992 年相比，全国图书销售网点减少了
13579处。仅仅在北京，有1/5的书店在繁
华市区消失。

1994年11月13日，北京市新华书店王
府井书店营业的最后一天。这座和新中
国同龄也是中国最大的新华书店，按照黄
金地段要出黄金效益的原则，即将被拆
迁。结束营业的时间过去了40分钟，很
多读者仍舍不得离开书店。

经过几年的阵痛，中国新华书店又从
网点萎缩的颓势里崛起。1998年北京图
书大厦开业，创下了日销售额400万元的
纪录。

2000年9月26日，阔别六年后，王府
井新华书店重新回来了。

网络书店的兴起改变了很多人的购书
习惯，传统书店的好日子一去不返。据全
国工商联和书业商会的调查数据，自2004
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有近五成的实
体书店倒闭。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历史性写
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自2014年开始，倡
导全民阅读连续两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2015年首次提出了建设书香社会。也
正是从2014年开始，实体书店零售市场的
销售势头止跌回稳，小幅上升。

进入21世纪之后，改制上市，也是中国
图书发行业的焦点词汇。2006年10月17
日，新华传媒通过借壳上市，成为我国第一
家成功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的出版发行企
业。

新华网上书店的突起也成为网络市场
的有力竞争者，2016年的双11四川文轩旗
下的文轩网的天猫旗舰店以1.5亿元的销售
量位居各大电商平台第一。

自2005年以来，新华书店海外分店相
继在乌兰巴托、纽约、伦敦……开业，担当
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网络时代的新华书店也在不断与科技
融合，积极拓展文化产业，打造强大的现代
化物流配送体系。

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空间资源，新华书
店既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文化价值。

（李峥嵘）

发书像发牌一样的日子结束了

与网共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