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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70年的晚清占了9卷本《中国出版通史》的1卷，转型的70年事情既多又重要。
　　我们以近2000年时间花大力气修筑长城，城墙只能防止入侵，充分说明了我们民族的性格。
到明末，进入近世，世界开始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国由文化相对后进，又事事恪守祖训的
民族统治，于是，失掉了与世界共进的可能。
“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个永恒的真理。
我们在北面筑了长城，外侮却是从东南沿海侵入，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人的鱼肉！
　　我国虽热爱和平，但为了维护和平与自由，从不吝啬自己的生命。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
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甲午战争唤醒了读书人，运用手中笔，前赴后继在民族自救中尽力。
于是，与读书人紧相连的出版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著书立说不再为三不朽，而是为民族的前途，一批
原可以成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自愿去做出版，成为四民之末的出版商，去传播与国家命运攸关的新
文化，直到今天。
对此，沈雁冰称之为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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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家熔，1929年出生，江苏苏州人，副研究员。
自幼失学，先后从事印刷、发行、出版工作5年。
晚年从事晚清出版史史料发掘和研究，有多种出版史专著和论文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日本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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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叶圣陶在《翻译本（倪焕之）序》中说：“外国读者如果大略知道我国的现代史实，一定会了解
就在我有生以来的60多年问我国变革之大，之快，是史无前例的。
”“叙述这个变革，表现这个变革，是我国的历史家和文学家非担当不可的任务。
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目的不但在认识以往，而且在启发未来。
”叶圣陶诞生于1894年，此后的60多年，我国的变革世人都清楚，而在这60多年中，出版担当了帮助
先进分子启发未来的任务。
　　第一章　经世之学的视角转换　　第一节　内外交困的中国近代前夜　　晚清，中国处在一种十
分窘迫的境地。
　　1840年是道光二十年，离所谓康乾盛世才45年，中国已经没落了。
真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当时西方已经达到了“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使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
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而我们当时还是个与千年前景象一样的男耕女织、皇帝专制的小农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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