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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出版技术的变革为主要依据，将我国出版历史划分为雕版印刷术发明前的抄写复制时期、雕印刻制
的版印时期、采用铅活字排版印刷的近现代出版时期。
下册对我国近现代的印刷技术、版式装帧、编辑活动、经营管理、出版人物、书刊流传、出版文化等
方面内容作了细致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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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中心　　新式出版业的发展，同样带来了全国出版业分布区域的变
化。
昔日的出版中心随着传统出版的衰落，从苏州、南京、杭州、福建、江西等地开始向近代新兴工商业
大都市转移。
新式出版所依托的新出版技术，所依赖的书稿资源，所运营的经营方式，所面对的读者人群，都离不
开大都市的经济、商业、交通和文化环境。
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中心。
一、开埠使上海从三等小城跃为第一都市　　上海位于东亚大陆海岸线的中点，是中国沿海航运的中
枢，同时，上海又位于长江入海口，是中国最富饶的长江流域的海上门户。
明清时期，上海的航运业虽然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但其经济远不及有天下四大聚之称的苏州，市区
人口仅20万人左右，只是一个规模中等的县级城市。
是1843年的开埠，使上海从一个三等小城迅速崛起为全国第一都会。
对外开放以后，西方各国对华贸易主要选择东亚海岸线作为运输路线，上海自此拥有了海洋经济的优
势。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长江依据条约自由航行，兼之长江沿岸城市的开埠通商，上海同时具有了长江
经济的优势。
海洋经济与长江经济的结合，造就了上海商业贸易的迅速繁荣，上海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内外贸易中
心。
在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已占全国总额的50％左右，取代了广州的外贸中心地位。
商业贸易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上海的航运业、船舶修造业和进出口加工业的大发展。
到19世纪末，上海的国际航线可直达北美、欧洲、澳洲及东南亚各国，国内航线沿海岸可通达南北各
港口，溯长江可直抵武汉与重庆，上海成了中国最大的轮船航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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