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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北海新华书店

吴光文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我先后三次在北海新华书店工作，其中一段时间，为

当时新华书店广西省分店保送赴武汉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学习，结业后并留在

南宁即省分店业务科工作，1956 年至 62 年在北海市人民政府文化科(局)时，也

曾分管书店，包括合营、个体书店。现只着重写五十年代新华书店的诞生到发

展，至于该店六十年代的情况，可待后协助有关人员续写。

一、北海新华书店是在战火刚停息建起来的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l949 年 12 月 4 日，北海解放了，北海最高权力机构

——军政委员会也成立了。这个由中共地下党员为主体的机构一成立，在经济

建设方面，首先筹建了贸易公司，在文化建设方面，筹建新华书店和整顿旧北

海新华书店支店，只有经过短短几个月时间密锣紧鼓的筹建，业于 1950 年春正

式诞生了，经理由地下老党员、“现广西党史办领导人王文昆同志(人们通常亲

切的称呼他曾哥”！担任，而店址是在现本市中山东 52号服装厂营业部，即解

放前的民众剧社。店堂不大，里面只有十来个苹果绿色玻门的书架和书桌，各

种图书琳琅满目。店堂外的骑楼顶上，刻着“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塑

红实字。之下是一块刻着毛主席手体的“新华书店”四个红底金字，这是全国

所有新华书店的统一招牌字，店堂内外，显得十分庄严。不少读者进入书店就

有一种庄严肃穆而起敬的情感。读者激动的说：“新华，新华，表现了新中国人

民新的幸福与新的希望啊!”

新华书店成立之初，由原来仅有工作人员四人，到 51年从中共钦廉地委宣

干班派去四人，共八人。干部职工生活待遇是很低微的，起初实行“供给制”，

51年开始实行“包干制”，不久改为“工分制”以至“薪给制”。虽然生活比较

艰苦，然而大家想到解放前和北海解放的一天，多少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



而洒热血，拼头颅，自已有幸参加工作，那是非常光荣的……因此，那个时侯，

没有谁不安心工作，更没有谁闹待遇。各人每天的工作在十个小时以上。

二、发行工作紧紧环绕政治中心服务

新华书店是党的重要文化宣传阵地，它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每年除了春秋

两季发行大量的学生教科书外，日常更加大量的工作是配合党和国家每一时期

的中心，开展各种图书的发行业务。l950 年至 l953 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前夕，

大量出版发行有关此类的小册子读物，每册一般是一角几分钱，从干部到群众

几乎人手一册，街道的读报小组，也以此类读物作为宣传资料。 、

1951 年随着地区体制的改变，北海新华书店由合浦管辖而转为钦州支店管

辖，由原来支店改为．“分销处”(不设经理，只设负责入)由黄慧韶总负责，黄

慧韶到钦州支店后，曾由黄惠英(女，已故)及吴光文负责。北海分销处自行设

了个发行科，由吴光文兼任发行科负责入。尽管北海支店改为小小的分销处，

但也做了几件有影响、有实效的大事。

第一件是轰轰烈烈地开展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募书运动。从陆上到海上，进行

了大张旗鼓的宣传鼓动工作，实际是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新华书店门

庭，张灯结彩，悬挂着醒目的横额标语，写着：“为志愿军多献一本书，就是多

消灭一个美国鬼!”“志愿军是我们最可爱的人”等等。这个运动获得北海党政

军、居民和工商界等各阶层人士的热情响应。原中共北海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

朱聆(注：未有书记前，他是工委会全权领导入)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和支持；

原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北海办事处主任林立信、北海航运办事处军代表陈祺

以及边防检查站干部(忘记姓名)等等负责同志亲自做发动工作，还有各学校、

单位都做了许多发动工作，从而出现了献书热潮，共献赠书现金，折合现人民

币两千四百多元，图书及其它物三千余册(件)。捐献金额最大的有苏金泗、刘

吉甫等商行。募献结束后，以新华书店名义开颁奖大会(会址在现北中小礼堂)，

有关部门领导应邀与会。大会由抗美援朝北海分会胡振基(现市财办主任)主持，

朱聆部长在大会上讲了话，吴光文(现民盟市委副主委)作募献工作报告。大会



并请朱聆同志颁奖，给积极募献个人授予薪华书店钦廉支店赠发的银质奖章，

奖章绘上中朝国旗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图样。奖章设计人

是黄邦兴、吴光文等人。51年 9 月间，为志愿军募书事受到原省新华书店经理

于子猷来北海巡视工作时的赞扬。

第二件是组织发行网。从 51年开始到 54 年，为扩大书店发行业务，于 51

年春开始到 52年在本市高德镇设立一个代销店，主要代销通俗读物和连环图，

该店，由庞国振(原高德街积极分子，现任粮油总公司购销科长)等二人管理。

此外，并在街委及各大单位发展了一批业余发行员，如原居委积极青年陈凤珍

（现计生委工作）曾为业余书店发行员。

有了一批分布在各单位的发行员，书店的工作就好做，不少发行员起到读者

与书店的桥梁作用。五十年代，北海新华书店配合干部学习供应学习资料工作

得搞是比较好的。干部学习分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初级学《政治常识》，

中级学《政治经济学》，高级学《联共布党史》、《资本论》等。由于发行工作重

视调查研究和依靠党政、社会力量(含发行员)，从而保证供应。有些重点读物，

通过宣传部、团委等有关部门发文号召，效果甚好。如青年读物《钢铁是怎样

炼成是的》、《把一切献给党》、《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为广大青年所喜爱。

五十年代初，北海新华书店还组织红领巾小学生抗美援朝图书义卖队，挨家

挨户推销；晚上书店负责发行工作同志还深入街道读报组进行推销工作。指导

思想，不在收入的多寡，而是旨在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得到各方的好评。

北海新华书店，为进一步改进工作，认真克服枯守门市作风，把发行工作做

到农村和海岛去。51年组织下乡发行新年画，53年由吴光文等人奔赴涠洲，配

合宣传《婚姻法》开展发行工作。打此之后，每年新华书店都重视组织流动组，

到农村进行推销工作。

三、加强市场图书管理工作

新华书店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事业单位，担负对合营书店和私营书新(摊)

管理的责任，特别是 1956 年夏初，市文化科(局)稻新华书店、公安局等单位一



起组织七名干部，对市场合营、私营店(摊)进行了一次整顿，清理了近万册属

于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并对各店(摊)进行考查，发合格经营牌照。同时，

加强国营书店工会对合营、私营店工人的领导。51年春，北海成立书藉文具工

会(由吴光文负责兼)，除新华书店职工为当然工会会员外，并在私营文华书籍

文具等店，发展工人店员入会。组织他们学政治、学政策，并关心他们的生活，

为他们合法权益掌腰。如为私营店工人庞辉(现印刷厂退居二线领导)等人解决

工资问题，有了工会，便于工人对不法资本家的监督，有利于图书的发行管理

工作。过去，有些私营店(摊)从各个渠道进入大批坏书的现象，通过整顿和工

人的监督，有了最大限度的克服。

从 50年到 60 年，北海新华书店干部变动比较大，有好几位同志已调到外地

担任较高职务。也由于自然规律，有些同志也与世长辞了，如 58年调到书店任

副经理的钟志和，已在“文革”期间病逝。五十年代至今仍在北海新华书店工

作的，仅有刘志雄一人(任会计)。

北海新华书店五十年代的历史，确是一部成长壮大的历史，从成立到开业都

反映了这个店为党的政治、经济中心服务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