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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联书店作为出版业公私合营的样本，逐渐确立将学术图书出版作
为主要业务方向。在它出版的学术图书中，历史类学术图书占据颇为重要的位置。随着出版社性质
和学术图书需求的变化，三联书店历史类学术图书的出版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在 1949 年至 1951

年独立出版社自主开展编辑出版业务时期，以重印和增订为主；在 1952 年至 1957 年人民出版社“副
牌”内设编辑部时期，以增订和新版为主，而且此时新版图书在种类上逐渐超过增订版图书。三
联书店出版的这些历史类学术图书在繁荣当时哲学社会科学，推动唯物史观在史学界主导地位的
确立方面，有着自身独到的价值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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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odel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gradually focused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cademic work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ong its academic publishing activities，the publication of the 

history academic books took up a position. Due to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and 

the public’s demand for academic book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between 1949 and 1957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In the phase between 1949 and 1951， which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had th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house with its own editorial 

operations， it focused on the reprint and supplement of books. In the second phase between 1952 

and 1957， which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was the secondar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t transformed to publish the supplement and the new edition of 

books， meanwhile the new editions had gradually exceeding the supplement in speci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se history academic works m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prosperity of philosophical social science and the domin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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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集中反映学术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

长期受到学者和出版界的重视。作为中国近现

代出版史上的重要出版机构，生活 •读书 •新

知三联书店一直与学术图书出版有着极为深厚

的联系 ：新民主主义时期，生活书店、新知书

店和读书出版社 3 家党领导的进步出版机构，

出版了一批学术图书，“启发广大的落后读者

走向马列主义的道路”[1] ；新中国初期，三联

书店服务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图书出

版事业发展，积极充当“私营书店的模范”，

推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校补充读物

等”的出版 [2] ；与人民出版社合并成为其“副

牌”后，于 1954 年至 1957 年间重建编辑部，

不仅“有独立的编辑方针和计划，以便更加广

泛地联系组织作家，达到培养和鼓励学术著作

的目的”，而且“翻译出版社会科学方面的古

典著作”，过去各书店出过的学术著作和译本，

也“加以挑选，整理重印”[3]。据不完全统计，

1949 年 10 月至 1957 年 12 月底三联书店图书

出版业务中，学术图书占据了较大比重，大致

有 160 种，历史类学术图书又是其中最为重要

的部分，约为 80 种，涵盖研究专著、人物传记、

论文汇编和个人文集等文献形式。 基于三联

书店在新中国初期独特的业界地位，为何要出

版如此多的历史类学术图书，其中与社会、政

治互动的关系如何，以及这批图书对当时唯物

史观话语学术体系的确立又产生了何种影响，

诸如此类问题，均有必要展开探讨。

1　独立出版社时期历史类学术图书出版的重

印与增订（1949—1951）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新知书

店和读书出版社作为党领导下的重要进步书

店，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史学图书，“向国

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4]。

随着全国解放的曙光初现，三家书店的出版

使命发生了重大变化。1948 年 6 月，周恩来

致电章汉夫、胡绳，要他们转告 3 家出版机

构负责人，将编辑主力和资本转移到解放区，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通俗读物的出版上，特别

要“有计划编印或选印几套丛书”，“向工、农、

兵、学生、店员、贫民等介绍社会与自然科

学知识及新文艺”[5]。当年 10 月，生活书店、

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开始在香港筹划合并

为三联书店，提出要“集中全国作家的力量，

编行文艺、科学、教育、妇女等各方面的，高、

中、初各级指导学习的，以及学术的各种定

期刊物”，以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在新中国

文 化 事 业 中 做 新 的 贡 献”[6]。1949 年 3 月，

三联书店总处在迁往北京后意识到其原有出

版方针的局限性 ：“幻想着独立自主的老一套

的做法，没有了解解放区的文化事业的具体

情况和方针，仅凭自己的主观和旧的经验设

计了一大套方案，等到一进入解放区才感到

这 些 方 案 与 现 实 不 相 符 合 了。”[7] 为 此，三

联书店结合解放区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实际，

迅速调整业务板块，决定把“旧有出版物加

以整理，继续发行”[8] 作为尽快着手的工作，

确定了“以审读再版书为重点”[9] 的出版任务。

1948 年 5 月至 1949 年 10 月间，三联书

店及其副牌机构新中国书局、光华书店等重

印出版了一批历史类学术图书。跟之前版本

比较，这些历史类学术图书重印本在内容方

面几乎没有变化，见表 1。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

联书店坚持将重印学术图书作为工作重点，

并把“出版理论研习的中级读物，帮助干部

提高其思想政治水平”[10] 列为 1950 年度工

作计划大纲草案编辑出版的 7 大内容之一。

在 1951 年合并到人民出版社前，三联书店出

版的历史类学术图书有吕振羽《中国政治思

想史》、沈志远《近代经济学说史纲》、钱亦

石《近代世界政治史》、吕振羽《简明中国通

史》（上下册）、曹伯韩《世界历史》、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 2 卷上下两册、华北大学

历史研究室编《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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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李

长之《李白》、杨荣国《孔墨的思想》等。这

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图书以重印为主，且不少

是尝试采取了增订出版的方式，如华岗《社

会发展史纲》1949 年 12 月版是以重庆生活书

店 1947 年版为基础增订出版，吕振羽《中国

民族简史》1950 年 8 月版是以光华书店 1948

年哈尔滨版为基础增订出版，而王亚南《中

国经济原论》1950 年 5 月版是根据上海生活

书店 1947 年版增订出版的，该增订版删去了

生活书店版序（即新版序言）、附论 3—7 关

于旧经济学批判等内容，增加了《解放后新

版序言》《旧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的

总考察（作为附论 3）》等章节。

这一时期，三联书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

学术图书的出版之所以采取重印，而非出版

新书的策略，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最主

要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符合要求的新书稿

源较为紧张。从作者层面看，三联书店长期

依赖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范文澜、吕

振羽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高校、社

科院等部门行政职务，平常事务繁忙，难以

有时间坐下来写作。从编辑层面看，三联书

店编辑人员变动较大，胡绳、陈原等资深编

辑走上了各个行政岗位，新的编辑力量一时

难以跟上。1950 年，三联书店编辑部史枚承

认说 ：

“我们估计阅稿每天一般可做二万至三万

字，新稿 2700 万字，即须 900 至 1350 工 ；估

计批稿每天一般可做七八万字，即须 338 至

386 工。而事实上，稿件的审阅，尚应包括应

退稿件和旧书、再版书的审阅，所需工力自

作　者 书　名
1948 年 5 月前生活书店、新
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及其他

副牌书店版本

1948 年 5 月至 1949 年 10 月三联书店
及其副牌书店版本

吕振羽 《 简 明 中 国 通
史》 无 1948 年 5 月大连光华书店初版，1949

年 1 月大连光华书店再版。

陶官云 《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史话》 无 1949 年 1 月哈尔滨光华书店初版。

翦伯赞 《 历 史 哲 学 教
程》

1938 年 8 月生活书店初版 ；
新知书店 1938 年 8 月初版，
1939 年 3 月 再 版，1946 年 2
月3版，1947年10月修正4版。

长春新中国书局 1949 年 4 月再版，辽
东新华书店 1949 年 8 月初版。

吴　泽 《 中 国 历 史 简
编》

重 庆 峨 嵋 出 版 社 1945 年 7
月 初 版，1945 年 11 月 上 海
再版，1947 年 10 月大连 1 版。

峨嵋出版社 1949 年 1 月上海 6 版 ；长
春光华书店 1949 年 5 月初版 ；长春新
中国书局 1949 年出版。

杜守素 《 先 秦 诸 子 思
想》

上 海 生 活 书 店 1946 年 9 月
初版，1947 年 6 月再版。

生活 •读书 •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 1949
年 6 月初版。

范文澜（又
名武波）

《中国近代史》
（第一分册）

上海读书出版社 1947 年 10
月初版。

生活 •读书 •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 1949
年6月出版，香港新中国书店1949年出版。

侯外庐 《 中 国 古 代 社
会史》 无 生活 •读书 •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 1949

年 8 月初版。

侯外庐
《 中 国 思 想 通
史》（第 1 卷 ：
古代思想编）

上 海 新 知 书 店 1947 年 8 月
初版

生活 •读书 •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 1949
年 8 月初版。

范文澜（原
题 ：中国历
史研究会）

《 中 国 通 史 简
编》

上 海 新 知 书 局 1947 年 7 月
初版。

新中国书局用新知书局 1947 年版本纸
型于 1949 年重印，上海生活 •读书 •新
知上海联合发行所则依据延安新华书店
1941 年 9 月版本于 1949 年 7 月重印。

表 1　新中国成立前后生活书店及其副牌书店重印的历史类学术图书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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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加几倍。做技术性编辑工作的同志，也

还要兼做编审部的秘书工作。现在我们在图

书编审方面，北京有专任编辑三人，上海有

专任编辑三人，助理编辑二人。以这些人力言，

的确是不够的。”[11]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外，做出重印

出版的选择，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深厚的历

史积累。3 家书店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出版马

克思主义进步书籍为己任。这些进步书籍的

内容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未过时，仍有其出版

价值和客观需求。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各

地掀起学习社会发展史热潮，“以此作为改造

知识分子，建立劳动观点和阶级观点的初阶”，

而 1940 年 出 版 的 华 岗 著《社 会 发 展 史 纲》，

对于人们学习了解社会发展史“有可供参考

之处，惟内容需要加以增订”[12]。

至于采取增订这种出版形式，主要是当

时学术发展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先前出版

的很多原著，有些内容不适合新的时代要求，

需要加以修订。据时任三联书店总管理处总

经理邵公文分析，“过去三店曾出了一千几

百种书，其中大部分都已失掉时间性，或观

点上有些问题不适合目前的情况。所以都需

要重新审阅。当然其中有一部分马列主义译

作和古典文学名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

有一些因为在蒋区避免被查禁故意弄别扭的，

如把列宁的名字写成伊里奇，把斯大林的名

字写成约瑟夫等等，在今天就无此必要，也

应加以修正。”[13] 对这些问题，出版方和著

作者都有敏锐的洞察力。比如，华岗就认为，

他在解放前撰写出版的学术图书因写作时间

仓促，史料考证不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

如《社会发展史纲》属于纲要性文字，由于

初 版 时 比 较 仓 促，后 虽 经 1946 年 再 版 时 略

有修改，但“终以缺乏充分时间和必要史料，

所以依然存在着许多缺点”[14]。而《中国民

族解放运动史》在初版时也因作者身处抗战

后方，“史料搜集不易，加以工作紧张，写作

时间短促，以致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不免

有些草率，许多待考的史料，一时都不及考

证”[15]。

2　人民出版社“副牌”时期历史类学术图书

的增订与新版（1952—1957）

1951 年底，三联书店编辑部合并到人民

出版社，并作为该社的副牌，继续以三联书

店的名义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对于三

联书店的出版任务，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出版

总署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1951 年 10 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全国出版工作事业发展问

题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建立编辑制度问题

上，人民出版社应特别严格，作为全国出版

界的模范。人民出版社今后拟不出任何可有

可无的不够标准的书籍，遇有这类书籍即介

绍给三联书店或其他出版社出版，以便保持

最高的水平”[16]。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批示“同

意”。其后三联书店的出版业务即以此为原则

加以制度设计，主要出版“政治经济学以外

的一部分财经书籍以及不适宜以‘人民’名

义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所谓‘政治经济学

以外的一部分财经书籍’系指：国民经济计划、

货币、财政、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的一般原理，

不属这个范围的其他财政书籍，如贸易、合作、

会计、统计……等等，希望由其他出版社分

担）”[17]。

但是，此后的 1952—1953 年间，三联书

店在人民出版社内部实际上既无单独的编辑

部，也没有独立的编辑计划 [18]，导致其学术

图书出版业务大量萎缩，无论图书重印还是

新版书出版都很少。据不完全统计，大致只

有屈指可数的几本，即 1952 年出版了卿汝楫

《美国侵华史》第 1 卷、陶大镛《社会主义思

想史》修订版、绍溪《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

片侵略》，1953 年出版了游国恩《屈原》、邓

广铭《王安石》和黄绍湘《美国简明史》。之

所以会这样，一是人民出版社仅选择三联书

店以往出版物的“一小部分”加以重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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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数“由作者自行处理”[19] ；二是部分人

民出版社编辑对以三联书店名义出版学术图

书不以为然，采取消极态度。譬如卿汝楫《美

国侵华史》的出版，“这部稿子的作者最初跑

到编辑部那里去可以说是受到了极端冷酷的

待遇。稿子搁在编辑部中已好几个月，作者

去编辑部探问消息时，从一个编辑得到的答复

是，‘你的书中的语句太欧化了’，从另一个编

辑得到的答复是，‘你的文字很陈旧，文言词

汇太多’。那么究竟出版不出版呢？答复是，

让我们再仔细看看以后再说。就这样，这本

稿子搁了一年多之后才算是印出来了”[20]。

这种情况在 1954 年出现了转变。当年 1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对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编

辑工作提出了批评，特别指出其自成立以来

“本国作家的学术著作所出无几”[21]，要求切

实落实在出版社内部设立三联书店编辑部的

措施，明确三联书店编辑部的编制仍为“人

民出版社的一部分”，但须有“独立的编辑方

针与计划”，“以充分发挥现有著译力量”[22]。

对于三联书店出版学术图书的原则和方向，中

共中央宣传部也提出了具体意见 ：“三联书店

应当更多出版著作书籍，以便使党员和非党员

作者的各种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的用

处的作品都能印出来。这样做，当然不是容许

粗制滥造，而是为了在现有的水平上逐步地提

高。”[23] 其中特别提及两点具体要求，一是对

许多旧社会出版的学术图书尤其是“关于中国

历史的各方面材料的整理和考据的著作”，只

要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书籍，三联书店“可

酌量选印”；二是对海外学术中文译著也可以

选择出版，特别要“较多出版社会科学其他

古典著作的译本。”[24] 按照这一文件精神，人

民出版社于 1954 年下半年设立了三联书店编

辑部，下设 6 个编辑组，“有独立的选题计划，

对外也不再作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25]。

自此以后至 1957 年三联书店编辑部撤销

前 [26]，三联书店在历史类学术图书出版方面

迎来了短暂的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其间

共出版了 55 部历史类学术图书，其中 1954

年 出 版 5 部，1955 年 出 版 16 部，1956 年 出

版 14 部，1957 年出版 20 余部。在这批出版

物中，旧书增订比重不断减少，而新书初版

的分量不断提升，并在数量超过了旧书增订。

从出版物内容来看，出版的新书大致分为两

类：一是学术专著，数量不多，仅有卿汝楫《美

国侵华史》第 2 卷、洪焕椿《五四时期的中

国革命运动》、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

区的革命运动》、胡滨《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

义争夺中国权益史》、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

稿》、杨人楩《圣鞠斯特》等近 10 部。二是

学术论文集，数量较大，具体又分为专题论

文集和个人论文专集两类，前者包括尚钺编

《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和《封建社会历史译

文集》、史学双周刊社编《义和团运动史论丛》

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历

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

论集》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等专题

性质的论文集，后者有尹达《中国新石器时

代》、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唐长孺《魏

晋南北朝史论丛》、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

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罗尔纲

《太平天国记载订谬集》和《太平天国史事考》

等知名学者的个人论文专集。

与以往的重印本相比，上述图书在内容和

编撰体例上独具特色。一是附有“自序”“后

记”“跋”等作者自我评述性文章，用以交待

著作缘由、研究脉络和轨迹，让读者更好了

解其学术旨趣和出版背景。譬如，翦伯赞《历

史问题论丛》“后记”称，收入这部文集中的

8 篇论文都是作者在“解放以后的几年中写成

的”，部分曾经先后在杂志报纸上发表过，但

在结集出版时都作了一些修改 ：“所有收录这

个集子中的论文，或多或少都作过一些文字

上的修改，其中《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

会经济的性质》一文，连题目也改了。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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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原来的题目是‘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因

为论文的内容，不是全面地论述这个时代，只

是集中讨论这一时期的经济，所以改换了这个

题目。虽然改换了题目，但论文中引用的《红

楼梦》中的资料仍然保留着，因为这些资料也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27] 另一学者袁

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则通过“自序”阐

述了其收录论文的来龙去脉，指出这些作品有

的公开发表过，但由于初稿写成时比较匆促，

疏漏的地方很多，而且由于在发表后又陆续获

得了些新材料，故在结集出版时对其中的内容

加以修改 ：“例如关于制陶史和炼铜史的两篇，

由于近年来我国考古学者的努力，我国的物质

文化史史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几方面

增加了无数的新材料，这就几乎不得不把初

稿完全改写了。其他各篇，如果和初稿一比，

就可看出增改的地方是不少的。”[28]

二是撰写“出版者的话”和“前言”等

出版说明，用以介绍著述内容，其中对著作

的优缺点展开讨论，其切中肯綮的评述为读

者提供了有益的阅读指导。如张荫麟《中国

史纲（上古篇）》在三联书店重印出版时，作

者已经辞世，故该书的编辑通过“出版者的话”

这一具有书评性质的短文形式，对其内容进

行评述。一方面指出其优点是“作者对秦汉

以前的中国历史的史实就他自己的历史观点

作了一番比较严格的选择取舍，经过他自己

的融会贯通，用生动通俗的文字写了出来。

作者对被剥削被压迫者有一定的同情心，对

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有一定贡献的人物有颂扬，

对残暴的统治者与剥削制度有憎恨”；另一方

面又指出其缺点是“作者完全不懂历史唯物

主义，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不能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阐述。这就使本书的读

者不能从本书所叙述的历史事实中看到推动

中国历史发展、决定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原

因。”[29] 又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再版时，

通过其侄子戈宝权执笔撰写的“前言”，叙述

作者生平、撰写历程，并对该书的价值作评

述 ：“家叔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系写作

于二十八年前，从观点上看当然不是一本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写成的书，同时在论点

上也不一定全然正确，但其中对中国新闻事

业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因此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只能用批判的眼光和

把它当作史料来使用。”[30] 以上这些图书的编

辑出版者借助“出版者的话”“前言”等书评

性文字，发挥其导读作用，启发并提高读者

对其中内容和观点的辨别能力，同时也进一

步明确了出书的目的和意图。

3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联书店版历史类学术图

书阐扬的唯物史观内涵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初期就

把唯物史观作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列入新民

主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议题。中国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指

出，“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

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

秀的社会科学著作”[31]。其中所提及的“科

学的历史观点”即为唯物史观。当时广大的

史学工作者积极响应这一政策，陆续开展了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据此，郭沫

若在 1951 年 7 月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我国

史学已经发生转向，其中第一个表现即是“大

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

了新的史观。这就是说，以唯心史观转向用

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由唯心史

观转向唯物史观”[32]。1953 年 7 月，刘大年

对这种史学范式的转变加以更为具体的阐述，

“许多人由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事物，

改变为学习、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

际问题，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

争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33]。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长的时期

内，学术图书尤其是历史类马克思主义学术

专著出版却成为了人民出版事业的短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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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社会各界急需学术图书，根据原出版总

署在 1952 年调研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结果

显示，“目前广大读者最需要的是 ：一、理论

思想教育的书 ；二、科学技术书 ；三、描写

工农兵生活的真正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文艺

创作 ；四、文化教育的书。前三类书，不论

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都极需要。”[34] 时

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 1954 年全国文教工

作会议上也承认说，“国家出版机关所出版的

书籍，范围狭窄，种类贫乏，如历史、古典、

文艺著作、教学参考书、辞书及其他工具书，

群众需要的数量很大，我们出得很少，甚至

没有”[35]。为解决这一困境，三联书店积极

承担了学术图书出版任务，除重印部分近现

代传统学者的学术著作外，还出版了大量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其中很多是从民主革

命阶段走过来的历史学者通过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对唯物史观有了新的理解并以

此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取得的成果。

此时三联书店版的历史类马克思主义学

术图书，作为唯物史观话语与中国历史研究结

合的产物，非常强调唯物史观、毛泽东思想对

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尚钺作为 20 世纪

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新

中国初期加强理论学习后指出，史学研究应以

毛泽东科学论断为指导，“站到为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的立场上”，其《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

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即体现了这一点，要

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问题“作较多

方面的探索，并提出我所能接触到的材料和

现象，以供国内学者作进一步研究的起码垫

脚石”[36]。而吕振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参

与社会史论战，并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

研究》等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但此时的他

注意到新中国以来形势和任务已发生根本性

变化，及毛泽东又发展了其自身关于民族的

理论，“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

拿来和我们现实的具体情况现实的斗争任务

相结合，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毛泽东主席

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就正是与中国具体情

况具体斗争任务相结合的列宁、斯大林的学

说”[37]，因此，1950 年增订出版的《中国民

族简史》即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

原先的观点加以修改、完善，“以期能予新形

势下新的方针任务的指导原则相适应，与当

前的革命实践相适应”[38]。

同时，三联书店版的传统历史考证史家

著述增订本及新作，也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

下的学术研究成果。邓广铭作为傅斯年的弟

子，是 20 世纪 40 年代成名的历史考证学家，

其《宋史职官志考证》被时人誉为“其用力

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

也”[39]。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觉学习马克

思主义理论，“在立场、观点、方法方面都稍

稍有了一些转变和提高”，批判自己在 1944 年

撰写的《岳飞》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仅仅

是“一知半解”，“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自

然还都是陈旧、落后乃至反动的老一套。而在

史实的考订方面，对于旧史籍中的谬误的纠正，

为数也很有限”。而到了 1954 年增订出版《岳

飞传》时，“对于有关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

一些问题，全都做出了与《岳飞》当中大不相

同的处理。对于旧史籍中的记载，也进一步做

了不少订正”[40]。又如唐长孺，解放前曾认

真研读、模仿过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历史考

据文章，在新中国成立后认为自己“过去所受

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毒害并不轻”， 在史学研

究中“一接触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

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为

“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他自觉用马列主义

指导“清洗”其过去的思想遗毒 [41]，在《魏

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 年出版时修改了大量

旧稿，主动“清洗各种各样的‘旅馆商标’”，

以期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学到家”[42]。

至于将学术争鸣文章汇编成册的专题论

文集，其议题本身就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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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理论而展开的中国历史问题论争，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辑》

便是如此，该书编者认为其编辑用意即为深

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研究，“我国史学界长期

以来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关于中国历

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二十多年来，国内历史学者曾做了不

少有益的工作。对于他们的成绩，应该加以总

结，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件工作当

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认为，首先

把散见于各报章、杂志上有关的文章搜集起来，

编印出版，以供关心这一问题的历史工作者作

进一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目前为了适应

读者的需要，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

发表的有关文章，选出二十五篇编辑了这本集

子”[43]。又如《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编

者指出，“汉民族形成问题，是我国史学界争

论未决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过去曾有人提出

过，一九五四年范文澜先生在‘试论中国自秦

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重新提出，

引起了史学界更多的注意，初步展开了讨论，

几年来在各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现在

将它们搜集起来，编成‘汉民族形成问题讨

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供大家参考，促使

这一问题更深入地讨论下去”[44]。

总之，这些三联书店版历史类学术图书

对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结合工作进行了有益

的尝试，并试图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各分支学科话语体系。譬如，尹达《中国新

石器时代》在远古社会研究方面“做最大的

努力”，“逐步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关键”，以

期“从 批 判 过 去 的 关 于 我 国 新 石 器 时 代 的

研究工作中，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体

系”[45] ；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对中

国化学史研究开展“一种大胆的尝试”，以

期写成“一册具有相当系统的中国化学史专

书”[46] ；《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收集了自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

原因》发表以来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鸣的代

表性文章，以期“促使这一问题更深入地讨

论下去”[47] ；《中国历史人物论集》搜集、整

理了 20 篇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评论文章，在

“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指正和批评”的同时，

以期引导学界对此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进

而“有更好更多的有关历史人物研究的论著

出现”[48]。由于比较精确地把握了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等唯物史观

话语的基本范畴，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图书在

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专题研究领域开拓之作的

同时，成为了时人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

范本，成就了一代学术经典。黄绍湘《美国简

明史》是“我国解放后史学中第一部关于外国

通史的著作”[49]，陈翰笙就认为它“充分的

证明”只有十月革命实现了消灭剥削制度“这

个历史的真理”[50]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

（后增订改名为《新石器时代》），是学界“探

索新石器时代考古”“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体

系的代表作”[5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

丛》得到了以考据见长的史家陈寅恪的赞许，

认为这是在唯物史观为指导下撰写而成的史

学佳作，“独诵尊作辄为心折”[52]。

4　余　论

三联书店版的历史类学术图书在阐扬唯物

史观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如若结合

当时出版界整体情况看，那么其学术意义和社

会价值则显得更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众

多私营出版社开始转型和专业化，使得社会科

学类学术图书出版活力的恢复经历了一个比较

缓慢的过程。对此，曾彦修回忆说，在 1954

年，“解放后就关了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此时还没有恢复。实际上，当时在北京，甚至

在中国，只有三家出版社，一个是人民出版社，

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是中国青年出版

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有个附属少儿出版社。

当时每个省已经有个人民出版社，但它们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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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印刷中央文件，一方面是出通俗读物，真

正的出版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53]。这其中，

人民出版社和副牌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

社“把社会科学的书全包了”。由于三联书店、

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各有分工，人民

出版社只出版解放前就已成名的马克思主义史

家，如郭沫若、范文澜、胡绳等少数几个人的

著作。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或被定性

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旧史家的著作，虽说在数

量和种类上都占据了绝大多数，但只能交由

三联书店出版。由此来看，三联书店可视为当

时历史类学术图书出版最为主要的机构。也正

是它的开门办社，主动约稿，史学界才能在当

时出版了如此多的高质量历史类学术图书。因

此，三联书店版历史类学术图书，对于助推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学科的确立，有着不

可忽略的地位和作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

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力量。

出版史

出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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