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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进步思想，高举抗日旗帜。三联书店的前

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出版界的三家著

名出版发行机构——成立于1932年的生活书店，成立

于1935年的新知书店，以及成立于1936年的读书出

版社。这三家书店，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各自都

有着光荣的历史。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

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

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

帜。1932年7月生活书店成立，邹韬奋任总经理。书

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者，短短几年，其在全国各地

的分支机构扩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和

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这些书

刊以其鲜明的政治进步性，在读者中赢得很高声誉。

正如肖启明所说：“邹韬奋一心为了全民族的抗战

而努力。他动员各方力量，团结一致抗日，刊物起到了非

常重大的作用。邹韬奋在追求民族进步的同时，还一直

心向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生活书店总店先后迁

到武汉、重庆，此时已直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

迅速开展，在重庆、成都、桂林、西安、昆明等地设立了50

多家分店，还设立我国香港、新加坡两处海外分店；先后

出版了《全民抗战》《文艺阵地》《理论与实践》等新期刊，

并继续出版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

言》《国家与革命》等。

出版《资本论》，打造红色出版中心。1938年，我国

第一部全译本《资本论》由读书出版社出版。据肖启明

介绍，《资本论》的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1923年，郭

大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后随部分师生转入上

海，在新创办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就

读。就在这段时间，他开始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著作，接

触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

论，为后来翻译《资本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1928

年开始，几经周折，直到1938年秋，郭大力终于把马克

思的巨著《资本论》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带给了中国人民。

从1928年 6月《生活》周刊社开始出版图书，至

1948年10月三机构正式合并为止，共出版图书2000

余种，编辑出版期刊约50种，其中可归入红色读物的

有200多种。这些书刊宣传爱国进步思想，引导读者

追求真理，被大众广泛接受。

三联书店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在北京市美术馆东街22号，矗立着一座“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李克强总理曾致信说：“我是三联书店多年的读者，也曾经在三联韬奋书店的书丛中流连并购书。”

以邹韬奋为代表的三联书店创办人及早期负责人，通过出版、发行进步图书、刊物，为三联书店注

入了红色基因，并传承至今，成为三联书店最显著的底色。“自2019年到三联工作后，我深深体会到三

联书店的红色基因特别强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肖启明如是说。

三联书店建店80余年来，始终秉

承“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近年来，

面对阅读环境的新变化，三联书店延续

“各层次新锐一流”的策略，进一步开发

新的增长点，用时尚的服务回馈读者。

《三联生活周刊》成功完成融媒

转型便是典型案例。2017年 1月，三

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同年

5 月，周刊研发的知识付费产品“中

读”上线。仅仅两年，就发生了显著

变化：2017年，公司总营收1.28亿元；

2019年总营收1.77亿元，新媒体收入

占比达61%，而2017年时几乎没有新

媒体收入。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周刊微信公

众号调动所有资源，用新闻的专业性向

社会传递真实而负责任的信息，社会效

益显著。2020年1月24日，周刊在抖

音平台发布记者从武汉一线传回的现

场短视频，该条获赞50万次。此后，账

号发布新冠肺炎系列报道，以疫情回

顾、短资讯、科普短视频为主，共发布

14条、获赞208万、涨粉50万，播放量

最高的一条浏览量达2132.4 万次、点

赞 51 万次。抖音号清晰记录着《周

刊》报道疫情的过程，以主战场微信公

众号为龙头，形成包括杂志和其他新

媒体在内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矩阵。目

前，三联书店以出版人文科学和社会

科学图书为主，出版物涉及哲学、历

史、文学、艺术、经济、政治、法律和社

会生活等领域。作为站在时代前列的

出版社，怎样结合建党百年这一历史

时点和三联书店的特点做好主题出版，

是一个重要命题。

据肖启明介绍，由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8位教授联袂撰写的

党史普及读本《中共党史十二讲》，系根

据中共中央党校2020年推出的中共党

史系列专题讲座整理而成，覆盖了中共

党史的百年进程，是一本非常好的讲党

史课的参考资料。此专题讲座网络课

程正在中央党校官网、学习强国等平台

热播，总观看人次已逾1000万。

■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王少波/文

延续红色底蕴，植入学术基因。1948年，三家机

构全面合并，在中国香港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总管理处，从此三位一体，爱生活，读好书，求新

知。1951年8月，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仍保留

“三联”名义出书。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

仅仅三年时间，却是学术基因植入三联书店的一次重

要机会。这期间，由陈原负责，戴文葆和史枚两位编

辑制定了“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三联的出版物结

构和读者结构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

肖启明介绍说：“当时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了

一系列介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封面一律

用灰色纸，不作任何装饰，故得名‘灰皮书’。‘灰皮书’

在中苏论战的形势下诞生，其出版目的固然是为了配

合国际反修斗争，但同时也为我国学者打开了一扇了

解外部世界不同信息的窗口。”1961年，第一本“灰皮

书”就是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伯恩施

坦、考茨基著作选录》。

1978年，中国变革的帷幕徐徐拉开，合并成立整

30年的三联书店也开始重振旗鼓。受益于社会变革

的同时，三联书店也迅速成为变革的推动者。1978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场真理标准问

题大讨论在全国展开。1979年，《读书》杂志随即创

办，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成为新启蒙时代标志

性的口号，更是文化知识界的“集体记忆”。在次年第

一期《读书》杂志上，陈翰伯执笔撰文，重申办刊宗旨，

坦荡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

1986年1月1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通过

出版“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团结了一批中青年著

译者，他们给三联带来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

知文库”两套十分重要的丛书。

第一部《资本论》在这里诞生

为时代发展提供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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