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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国有出版业由于短

时间内仓促布点，并要夺取出版

产业的主导权，因此大力扩张规模，导

致在不少方面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首先是图书的质量问题。1950年6

月28日，《人民日报·图书评论》发表

《谈当前的出版工作》一文指出：“书籍

的校对工作，除了商务、中华、开明等

少数书店比较认真，一般都太粗疏，误

植的字和标点符号上的错误很多没校

正。”1951年8月28日，胡乔木在第一届

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做了《改进出版工

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专门谈到公营

出版物的质量问题：“质量不高是一个严

重的问题，是责无旁贷、不能推诿的。

至少83%的书出得好不好，就是在座各

位负责出版工作同志的责任……有大量

的出版物粗制滥造，是不能容忍的，需

要勇敢地把我们自己的出版物做一番检

查。不然，被批评的私营出版社便会责

备我们，说我们在消灭私营出版业，说

我们‘大公无私’。私营出版物很容易批

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不会有多大困

难。主要的问题是在我们自己。”当时的

人民出版社也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

“有许多丛书，实际上是没有经过编辑的，

只是随便地把文章收集起来，就往印刷

厂送。这样的出版物仍在用最神圣的名

义——人民出版社出版”。范长江在向胡

乔木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提及，人民出版

社从1951年8月27日到9月21日，对该社

出版物进行了认真检查，发现了大量错

误；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中国新闻出版

印刷工会筹备委员会在《关于在新闻出

版印刷工会中展开消灭错误运动的指示》

中举例说：“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时事丛

刊》《抗美援朝宣传丛刊》中的许多书是

草率编成的，经他们自己检查，几乎每

一本都有错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

级中学本国地理课本》，经他们自己检查，

错误不下50处。”甚至连《毛泽东选集》

这样的读物也存在不少问题。田家英曾

对文化部出版局局长王益说：“现在该社

连家中有几本样本都不知道。五卷的排

样，他们起先说还存18本，我向书记处

汇报后，确定了分发名单，又说只有15

本了，搞得很被动。三卷以后，出版的

质量降低了，我还买过有白页的书。”从

当时的材料看，出版社还没有一套行之

有效的编校制度，甚至许多出版社连编

辑部都还没有设立，而公营出版社人才

匮乏，对“旧出版业”从业人员的吸收

也远远不够。

其次是图书的价格问题。总体来说，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公营出版物的价格

都要高于私营出版物，其主要原因就在

于成本控制和发行的不到位。1950年6

月7日，出版总署在一份材料中说：“书

价之贵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许多学

校学生买不起教科书，北京有些学校

三四个学生合用一本书。当然，纸贵是

书贵的主要原因，但发行工作做得不好，

也是一个原因。教科书在大部分地方，

不能及时供应。”

最后是人才的缺乏。在新华书店总

管理处的成立大会上，胡愈之说：“总处

没有人，向各地新华书店要；各地新华书

店没有人，向我们来要，这样要来要去，

实在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办法之一，我想，

可以多吸收私营出版业的从业人员来加

以改造，使他们参加我们的队伍，为人民

服务。对长期做出版工作的人员，有计

划地给予学习的机会，从政治上来改造

他们，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新中国

成立后，许多私营的出版业起了很大的

变化，有些在收缩，有些仅能维持，大

批人员将要闲起来。组织这些人力，让

他们有参加工作的机会，这也是我们的

任务之一。”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一

次讲话中也说，“‘干部荒’在全国各地的

出版单位普遍存在，‘数量既少，力量又

弱’”。1952年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明显的

改善，“干部普遍缺少，不但是我们出版

工作部门的情形，也是各行各业普遍存

在的情形。我们的领导同志还不习惯在

工作中耐心培养干部，教育干部，提拔

干部，而只是盼望从上级调干部来。”1957

年的一份材料中指出：全国101家出版社，

根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从业人员9690人，

其中编辑干部3730人。平均每一家出版

社有96人，其中编辑人员36人。应当说

我们的编辑队伍还是薄弱的，严重的问

题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一般来说，

我们出版社编辑干部的理论水平、文化

水平、业务水平都不够高，他们差不多

都担负着力所不能胜任的工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在一些大学

开设了培训班和相关专业，以图尽快充实

出版队伍。如中国人民大学就设立了新闻

系出版专业、北京大学设立了古典文献专

业、黄洛峰还负责筹建了文化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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