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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加强推行党化教育的力度与解决后方中小学教科书供应的困难局面, 于

1943年推行了国定本发行体制。然而这一新体制的出台却并未达到当局预期的目标, 其中原因则是其统治

区域的缩小、其他书局的抵制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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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推出的国定本教科

书,是近代以来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体制的一次重

大变革。这一新体制的出台, 一方面固然是国民

政府为了解决后方中小学教科书供应短缺的严重

局面, 另一方面则是力图通过教科书的发行来更

好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然而受国民政府统治区

域缩小、各利益集体之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国定本教科书的发行却并未达到教育

部先前预想效果,从推行之日便陷入困境。长期以

来,学界对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行的国定本发行

体制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力图就管见

所及,对此作一简要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国定本发行体制出台的背景

伴随着清末新政以来新式教育体系的逐步确

立,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发行这个新兴行业也逐渐

开始兴盛起来。各书局根据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

课程标准自行编订教科书, 报请中央教育行政机

关审定后即可自由印行, 由各学校自行决定采用

何种版本的教科书, 这就是所谓的 �审定制  , 教

科书则称之为 �审定本  。审定制虽然有着容易
受到书商们垄断的弊端,但其最大的优点是, 由于

各书局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因此竞相改善教科书

的质量与降低教科书的价格, 从而使得中小学生

能够得到良善的教科书。审定制历经多年, 催生

了教科书出版业的逐渐壮大。商务印书馆与中华

书局, 便是在清末民初的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与发

行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图

书发行体制, 均是采用各书局自办发行或小书店

代销的形式, 因此各书局均拥有自己较为完善的

出版与发行系统 )。

与清末民初历届中央政府不同的是, 南京国

民政府成立以后,一改过去历届政府放任的教育

政策,开始逐步加强了在中小学校实施党化教育

的力度, 而教科书的审定便成为实施党化教育最

为便捷的手段。在 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

的新决议。新决议中明确地把三民主义作为教育

宗旨确定下来, 规定 �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

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持社会生存、发展国民

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 务期民族独立, 民权

普遍,民生发展, 以促进世界大同  。在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以前,教育部在不断加强对教科书的审

查力度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国定本教科书的编撰

工作。这一工作是在 1933年朱家骅继任教育部

长之后开始的,此年教育部组织成立了中小学教

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特约一批专家执笔, 开始从事

编撰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教科书编成之后, 由于

教育部缺乏印刷发行机构, 各书局自然不可能舍

弃自己编辑的教科书来发行国定本教科书, 此次

编撰的国定本教科书在抗战以前未能印行。
[ 1] 355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为教育部进一步控制

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

会。 1938年,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

大会上, 中小学教科书问题成为各位代表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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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各位代表纷纷认为, 为了使中小学教育更

好的配合抗战需要, 必须进一步加强在中小学实

施爱国爱乡教育, 并以更有力的手段实施党化教

育。会议最后通过的 ∀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

要 #中明确提出, �对于各级学校各科教材须彻底
加以整顿,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而应抗战与建国

之需要,尤宜尽先编辑中小学公民、国文、史地等

教科书及各地乡土教材, 以坚定爱国爱乡之观

念。 [ 2] 14

根据会议指示精神,教育部订定了具体的实

施方案: �成立各级学校各科教材编订委员会,先

草订或修正各级学校各科课程标准,再依照课程

标准订定各科教材要目, 以为选择教材及编辑教

科书之标准  ;同时规定 �中小学及师范学校所用

之公民、国文、历史、地理教科书, 应由国家编辑,

颁发应用。 [ 2] 28
新的编辑方针确立以后, 教育部

在后方重新编订了新的教科书课程标准。根据以

往的惯例,各书局随之将修订后的教科书送往国

立编译馆审定。与战前不同的是, 此次课程标准

虽已颁布多时, 但各书局并未像从前那样开始着

手修订教科书内容, 而是继续发行战前的审定本

与抛售存货。这样不仅新的课程标准无法推行下

去,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

就连战前的审定本也无法保证充分供应。抗战军

兴之后,由于多数书局未能及时将印刷设备抢运

到后方,后方教科书发行一时跟不上, 从而造成了

后方许多地方出现 �书荒 的现象, 一些学校不得

不采用油印本或手抄本来勉强维持。在太平洋战

事爆发以前,后方学校教科书的供应还可依靠从

东南沿海一带输送。由于运费高涨、运输困难、货

物损伤等原因, 运至后方的教科书价格已经翻了

四五倍之多。但自 1942年东南沿海一带被日寇

侵占以后, �书价虽然如此高涨, 假设尚能源源而

来则问题或者不至十分严重,可是现在的情形,即

使愿出高价,书店仍然无法供应。 [ 3]

二 国定本发行体制出台的实施举措

1938∃ ∃ ∃ 1942年间, 受大后方物质条件所

限,国统区中小学教科书版本芜杂, 印制不良,社

会各界人士要求改善教科书供应的呼声很高。蒋

介石对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甚为重视,为此

他曾多次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加强改善工作。在

1942年 5月给陈氏的信函中, 蒋氏建议 �以后凡

中小学教科书应一律限期由部自编,并禁止各书

局自由编订。 [ 2] 458
1943年, 冯玉祥在给陈立夫的

信函中也曾指出, 后方教科书 �纸张印刷多不清

晰, 且易磨损, 儿童目力实多伤害  ,要求教育部饬
令印刷书店多加改善。

[ 4 ]

如何既能改变当前教科书供应短缺的局面,

又能将战时教育方针贯彻下去, 教育部想到了战

前曾经尝试推行部编教科书的做法。在蒋介石的

建议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推动下,自 1942年年

底开始, 教育部将部编初小国语常识课本暂行本

8册及教学指印交给正中书局出版供应, 解决了

一部份的困难。但随着陆续编定的稿本越来越

多, 正中书局不能独任供应之责。 1943年 4月,

教育部将部编教科书, 以及由正中等书局自愿交

出, 并经国立编译馆审定通过教科书的发行权, 交

由 �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  (简称

�七联处 )统筹供应, 这个机构是由在后方设立

了总管理处的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文通书局等七家

书局联合组织的。教育部限令自 1943年秋起各

级学校开始采用国定本统一教本, 以保证教科书

质量。根据教育部与七联处达成的协议, 所有小

学各科、及中学公民、国文、历史、地理各科教科

书, 均由七联处负责供应,其余各科教科书由各校

自行选用审定本。七家书局因资金有厚薄, 分局

有多少, 可能负责供应的区域、数量也各有不同。

在教育部的协调之下, 最终核定七家书局分配成

销的比例分别是: 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

局各占 23%, 世界书局占 12%, 大东书局占 8%,

开明书店占 7%, 文通书局占 4%。
[ 5]
为了使国定

本教科书得以顺利推行,同年 11月, 教育部重申:

�所有各书局编印同类教科书之版本,不论其尚在

审定有效期间,或已通过审定有效期限, 或曾经核

准发行, 或尚未经审定者,均一律停止发行。 [ 6]
值

此, 中小学教科书的供应体制完成了由审定制到

国定制与审定制并行供应体制的转变。

要做到国定本教科书的普遍供应, 七联处首

先要解决的便是各家书局尚存的审定本问题。

1943年 11月, 七联处向教育部提出的解决方案

为: �中小学教科书各科已有国定本供应者, 各书

局应将存在各地印刷机构同类教科书之纸型,汇

交七联处,由部方派员监视封存或销毁 ;在交通不

便的区域,可以全部推销各书局编印经审定或核准

发行的存书, �但以 33年春季一学期为限。 [ 7]

为切实推行以上举措, 1943年 11月 22日,七

联处举行了 1944年春季国定本教科书发行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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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书局代表首先报告了所存中小学教科书的

情形, 各家书局约有存书 1000万册, 大部分为初

小国语、常识两种。谈话会最终商定处置存书办

法如下: 1、各书局按照报告数量,将存书一律交七

联处统筹分配销售。 2、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已有国

定本供应者,各书局因应将存在各地印刷机构同

类教科书之纸型,汇交七联处, 由部方派员监视封

存或销毁。 3、1944春季, 七联处应将国定教科书

先行分配于印刷地点附近交通便利之县市,以销

售 900万册为度 (旧存 100万册及新印 800万

册 )。其他地点区域范围由七联处迅速拟定后,呈

报教育部审核,经教育部核定后,通令各省市在指

定县市内应绝对改用国定本, 不准沿用各书局编

行之版本。 4、在交通不便之区域, 可全部推销各

书局编印经审定或核准发行之存书, 但以 1944年

春季一学期为限。5、各书局依照现课程标准新编

之各科教科书尚未经审定或核准发行者,国立编

译馆应就已送审之版本,迅即审核,如内容尚无不

合,其已印存之书,亦得照上项规定办法处置。
[ 8]

三 国定本发行体制面临的困境

七联处成立以后, 国定本教科书的发行并不

乐观。到抗战胜利前夕, 国定本教科书的发行范

围与规模仍然甚小。这其中除了国立编译馆编辑

进度缓慢、七联处资金有限与国统区运输条件限

制等原因外,一些中小书局对之采取抵制态度,也

是其发行不畅的重要原因。

首先,各中小书局所剩存书甚多, 以及国立编

译馆教科书及其配套指引未能及时编辑完成,大

大影响了国定本的发行。在七联处成立之后的

1943年秋季, 国定本教科书的发行情况就不理

想。据七联处主席吴秉常 11月 2日在座谈会报

告中显示: �七联处 1250万元的流动资金,已全数

用于印制国立编译馆已交到之各科各册课本。只

是因为技术人员缺乏,纸张供应困难等种种问题,

业务未能顺利进展。各地学校亦有以高小初中各

科仅有一册,尚未全部出版,小学各科教学指引亦

未完全,尤以初小国语、常识两科须配合教学,若

无指引,更难教授,是以多不愿采用。各地小同行

及贩卖合作社颇多积存各书局编印之教科书,闻

悉中央将推行国定统一课本,急需将存书脱售,因

是有运动各学校提前开学者。由于以上各原因,

本学期国定教科书之推行未能顺利。 既然国定本

尚未编辑成套, 各家书局也就不愿舍弃已经轻车

熟路的审定本, 中小学教员也不愿使用新近出版

的国定本,而更愿意使用旧有的审定本。为解决

此等难题,七联处敦促国立编译馆尽快完成尚未

编成的各册教科书,最迟应于 1943年 11月 10日

前交出, 以便能够在 1944年春季做到在国统区普

遍供应。
[ 8]

其次,七联处 7家书局资金缺乏与内部矛盾,

发行大受影响。受战局与资金的影响, 七联处成

立后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各地教科书供应紧张的问

题。它无雄厚的资金,每到教科书发行之时,便不

得不从四联总处商洽贷款, 但每次所贷款项总被

大打折扣。如 1944年春季七联处计划供应国统

区国定本教科书 800万册, 资金至少须五六千万

元; 七联处除上期及本期收到七家缴到之资金共

2500万元外, 尚有 2500万元的缺口无法解决, 只

好求救于银行贷款。
[ 8]
随着国立编译馆编订完成

交给七联处发行的国定本教科书数量越来越多,

七联处的资金缺口也越来越大。如在 1945年 4

月,七联处原拟为此年秋季教科书发行贷款 12亿

元,但教育部首先将之核减为 4亿元,到四联总处

实际贷得金额只有 3亿元。
[ 9- 10]

即便是取得银行贷

款之后,各家书局唯恐发行不畅而导致存书过多,

往往不能按照先前的协议完成所规定的供应比例。

再次,受运输条件影响, 七联处的国定本发行

区域大为缩小。七联处各家书局无法供应战区教

科书,教育部只好允许战区各省市就地翻印。从

七联处与教育部的来往文书中可以看出, 在七联

处发行体制推行一年之后的 1944年,七联处的供

应范围仅限于全国 13省 251县市,未能依照合约

满足全国各省市的需要。
[ 11]
为使国定本教科书在

这些地区能够得到推行,教育部只好特许湖南、浙

江等省教育厅有就地翻印的权利。
[ 12- 13]

最后,国定本教科书发行体制的出台, 打破了

长期以来各中小书局均能发行审定本教科书的惯

例, 造成了七联处与各中小书局之间严重的利益

冲突。自七联处发行体制出台以后, 中小学教科

书的发行权逐步转移到七联处的 7家书局之手。

长期以发行中小学教科书为业的中小书局必然会

对之采取抵制措施。虽然教育部明令各地禁绝战

前的审定本, 在一些七联处各家书局销售网络无

法到达的地带,中小书局发行的审定本仍有广阔

的市场。特别是由于在敌我争夺激烈的战区, 七

联处没有完善的销售网络, 因此根本无法与一些

中小书局相抗衡。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自国民政府上台以后,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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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推行党化教育的力度, 曾试图发行国定本教

科书, 但由于各书局的反对与教育部缺乏发行机

构而未能如愿。抗战期间, 为解决后方各省教科

书供应困难的局面, 以及将战时教育方针贯彻下

去从而加强党化教育的力度, 1943年教育部出台

了国定本教科书发行体制。这一新的教科书发行

体制的出台,终于为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提供

了有利的条件。然而受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缩小、

各家书局资金困难与各出版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

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国定本教科书供应状况却

并不令人满意, 各种版本的教科书与翻版的国定

本教科书充斥其间。这一新的教科书发行体制自

出台之日起便陷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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