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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出版通史》以近400万字的宏大篇幅，第一次全面梳理了中国出版事业的源流、演变及其发
展脉络，总结了中国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规律，展示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而
完整地搭起了一个中国出版史的总体框架，是目前唯一一部系统地叙述自古代以迄当代的中国出版历
史进程的学术专著，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规模的中国出版通史著作。
《中国出版通史》的问世，有力地展示了我国在世界出版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体现
了目前我国出版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和最新学术成果，填补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
　　《中国出版通史》按历史发展顺序列卷，分为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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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之，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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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隋代出版的历史背景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北周称帝，国号隋。
开皇三年（583年）建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
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至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杨广被宇文化及杀死于江都（今江苏扬州），隋代灭亡，历时二帝38
年。
　　第一节　隋代的政治与经济　　为了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制，隋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其中有：（一）改革官制。
中央设立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作为最高统治机关。
尚书省负责管理全国政务，下设吏、礼、兵、刑、民、工六部，此制自隋定型，历代相沿。
地方行政区划由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炀帝时改为郡县两级）。
地方机构的简化，改变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状况，节约了大量国家开支，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
制。
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州县佐官三年一换，不得连任，不得用本地人．改变了士族豪
强把持地方政权的局面。
（二）建立科举制度。
隋代最终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用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门阀士族对选举的操纵，为普通地主参政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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