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馆藏挖掘与私人珍藏开发

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种类繁多，

领域庞杂。出版企业对某类馆藏资源的深

入挖掘，很可能会显示出这家单位近段时间

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方向和规划。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办负责人张家

珍在交流中向记者透露，该社正在考古学

出版领域与各博物馆研究所保持密切联

系，充分挖掘各地的馆藏资源，这也是该

社这几年以及今后“十三五”规划的重点

努力方向，代表其出版特色，即在考古出

土文献方面的开拓。这些项目包括《山东

省博物馆藏甲骨集》、《北京大学藏秦简》、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图录》、

《俄藏龟兹艺术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藏甲骨墨拓珍本丛编”、“上海博

物馆藏有铭青铜器周亚32近代金石学家

尺牍校注系列丛书”等。

记者在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文

社科分社学术图书编辑室主任赵艳交流

时，她也介绍了不少广西师大社在这方面

的探索。比如“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

这是广东佛山西樵镇镇政府出资的一个

大型的乡邦文献性质的丛书汇编，许多内

容是从广东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等单位扫描出版，计划出版

300种，目前已出版50多种。又如“广州

图书馆馆藏书目”丛书，主要是发掘广州

图书馆馆藏的一些珍稀文献，影印出版。

已出版的品种有：《广州图书馆藏可居室

文献图录》、《李宗颢日记手稿》、《南海李

应鸿先生行述》、《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手

札》、《南窑笔记》、《广州图书馆藏仪清室

所集广东印谱提要》等。

谈到具体的合作，赵艳认为出版社秉

持的原则是：以微利运营，获得更多的珍稀

文献资源，并获得更多优质作者资源。“因

为此类馆藏文献的整理和印制，对成书品

相、规格等要求比较高，制作成本居高不

下，只能通过微利甚至不盈利的模式先把

书做好。”重要的是，随着丛书规模的不断

扩大，出版社逐渐挖掘出越来越多的珍稀

文献资源和优质作者资源。“比如‘广州图

书馆藏珍本丛刊’中的‘可居室藏书系列’，

我们同著名古文献版本学家、古钱币学家、

金石学家、历史学家及书法家王贵忱结缘；

通过‘仪清室藏书系列’，我们同青年收藏

家、广东文献研究者、专栏作家、书画家，电

视电台主持人，古典文献学博士梁基永结

缘。随着丛书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影响

力越来越大，更多的图书馆和收藏家们会

愿意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对馆藏或者私

家珍藏的挖掘会更加深入。”

贴合研究热点挖掘馆藏种类

出版企业着眼于挖掘博物馆和图书

馆的馆藏资源，除了契合自身传统的出版

领域，还往往和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学

者研究的所需相匹配，这是另一个非常显

著的现象。

以经济史研究为例，近几年来，关于

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有了很大拓展，部门经

济史、专题经济史、区域经济史、民族经济

史、海洋社会经济史勃兴，改变了原来偏

颇的研究视角。伴随着经济史研究的发

展，之前不少经济史方面的档案、材料也

被出版社从各大图书馆中挖掘出来，重新

出版面世。

前不久，中华书局与首都博物馆合作

出版了“首都博物馆藏北京地区经济史资

料整理与研究系列丛书”，该系列的《窑契

与经济合同文书（精）》收录了首都博物

馆、门头沟区博物馆藏的200份窑契与经

济合同文书，对研究中国经济史，尤其是

京畿地区的经济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基

础材料。又如，中华书局还充分挖掘南

京图书馆馆藏，规划了“南京图书馆藏民

国时期金融期刊汇编”，目前面世的有

《银行周报（全 200 册）》。该套书的编辑

说，“此次收录《银行周报》自1917年创刊

至 1950 年停刊全部 1635 期的杂志及增

刊 5 种。《银行周报》每期都提供了上海

乃至全国各地的市场行情、大量国内外金

融统计资料及重要参考文章，也是当前学

界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地区乃至全国金融

历史的重要文献。”

相似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一位

负责人代坤告诉记者，作为今年的主题

出版物之一，该社推出了《日本强掳中

国赴日劳工档案汇编》等。这套书汇辑

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所藏的日

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档案。其主要内

容为劳工就劳经过报告书、附表（包括

各事业场概要、死亡劳工诊断书等）、附

属 书 类（包 括 中 国 劳 工 赴 日 契 约 书

等）。这批劳工档案极为珍贵，属国内

首次公开，是日本奴役中国劳工最直接

的证据，是劳工史研究领域的基础性文

献。又如，该社的《济南“五三”惨案史

料汇编》，是对山东省图书馆馆藏资源

的开发，收录了 1928 年 5 月至 1949 年 10

月前出版和发布的关于济南“五三”惨

案的文献，包括中文图书、期刊25 种，英

文图书 1 种，档案资料 13 份，展示了许

多珍贵的历史图片。

艺术藏品开发延展出版内涵

不同于上述提到的一些专业和学术

出版单位挖掘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馆藏资

源。像美术、音乐等领域的出版机构也围

绕自身的出版需要，充分开发相近的馆藏

资源，这在业内也已成为一股潮流。

故宫出版社的代表产品《故宫日历》即

是该社对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充分利用。《故

宫日历》中除了收入故宫藏品，还将来自陕

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

馆、茂陵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波士顿美术

馆、芝加哥美术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等机构和个人的相关藏品，都编入日历之

中。尽可能呈现最精彩的艺术品，全面展

现古代文化。这一切，都使日历的表现形

式与内涵得以大大延展提升。

安徽出版集团也和故宫博物院合作，

陆续推出重点项目“故宫博物院藏品大

系”，预计从故宫博物院 180 万件藏品中

精选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 15 万件，

按照陶瓷、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

珍宝、漆器、珐琅器、雕塑、铭刻、家具、古

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

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分为26编，总规模

预计500卷。据记者了解，为了把这些承

载着中华文明进程的藏品公之于众，故宫

博物院做了长达7年的整理工作，《故宫

博物院藏品大系》即是文物清理的成果之

一。第一批成果如《雕塑编》9 卷、《玉器

编》10卷、《珐琅编》5卷，也分别由故宫出

版社、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面世。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总编办主任王林

军告诉记者，该社的重点项目“南京博物院

珍藏大系”同样是对南京博物院的馆藏开

发利用。南京博物院现拥有各类藏品42万

余件（套），譬如战国“错金银重烙铜壶”、

“郢爰”，西汉“金兽”，东汉“广陵王玺”、“错

银铜牛灯”等为国宝级文物。此外，扬州八

怪、吴门画派、金陵画派、傅抱石、陈之佛等

大家的书画藏品成组成系，别具特色。该

系列的第一辑就是从南京博物院遴选出的

关于清代娄东虞山绘画、历代织绣、清代官

窑瓷器的藏品。以清代娄东虞山绘画为

例，书中不少藏品系“四王”王时敏、王原

祁、王鉴、王翚，以及王翚弟子如杨晋、顾

昉、李世倬、上睿、胡节、金学坚等的代表

作，更有作品属于首次出版亮相，从美学价

值和对中国画的研究等角度而言，都颇具

权威性，对国画摹古者来说也是一大福

音。相似的，浙江大学出版社也在2015年

陆续出版“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绘画精品

选”，精选吉林省博物院所藏中国古代绘画

精品，包括元、明、清各时代的名家绘画作

品，涉及山水、花鸟、人物等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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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东方出版社在京

举办“龚鹏程作品系列”出

版座谈会。《龚鹏程作品

集》包括《鹏程问道》、《国

学 十 五 讲》、《中 国 文 学

史》、《华人社会学笔记》等

近 20 册，涵盖了龚鹏程近

几十年来的主要著作。出

版座谈会上，乐黛云、温如

敏等学者回忆了与龚鹏程

的交往故事。

在交流过程中，龚鹏程

透过自身作品，向中国出版

传媒商报记者讲述了自己

的治学经历和为学感悟。

以此次推出的《鹏程问道》

为例，龚鹏程提到这是此前

《四十自述》的修订本，“正

如题目所示，它是在讲我求

学问道之过程，少年如诗，

用思成学，而渐渐历事涉

世，遂参与历史，故分为诗、

思、事、史四卷。彷徨在人

生途上的有志求学问道者，

不妨一看。”

此次东方出版社出版

的新著《四海游思录》则是

近20年龚鹏程在大陆行走

的思想实录。龚鹏程表示，

“我早岁致力于学术；三十

左右参与政治，希望经世致用；四十至五

十主要在台湾办大学；五十后移居大陆

复兴中华文化；各有阶段。《四海游思录》

是我来大陆以后的记录。文字记录，当

然如网捞水，只剩了点生活上的水珠，供

人缅念。但十几年以来，四处行旅，讲学

伴偕着嬉游，志业混杂了人情，哀乐无

端。个人之悲欢与当今社会之观察揉合

在一起，或许也是值得参考的。”

会议上，龚鹏程还谈到，近 30 年来

大陆变化之大可谓“恍如隔世”。其变

化，是巨大且快速的，因此概括与总结十

分困难。幅员又广，区域差异极大，所以

也并不能笼统地说出与台湾的异同。“在

这方面，我主张做较细致的分项比较，甫

出版的《华人社会学笔记》及即将出版的

《文化人类学笔记》都在提倡这种分区分

项、注意内部多元异质性的研究。”

此外，东方出版社新出版的图书还

包括《龚鹏程讲儒》、《儒门修证法要》等

著作，立体分析了儒学的各个侧面，并谈

到了儒家面临的危机。龚鹏程也借此表

达了自己对新儒家的看法，其认为港台

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及其

弟子辈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曾昭旭、

王邦雄等人，是近60年间最重要的中国

哲学诠释群体。其成果是 80 年代以后

大陆重新接续传统文化血脉的基础，因

此是现今仍不可忽视或跳过的。同时，

他们的学术关怀在于如何会通中西文

化，如何与现代民主自由体制结合，所以

目前对各界学人也还具有参考价值。“我

很尊重他们，也很肯定他们，对于眼前某

些不太了解他们就急着想摆脱或超越之

的人，颇不以为然。”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刘志伟

红学专家共话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学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15年是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红楼梦学会于11月11日，联

合举办了“《红楼梦大辞典》修订启动仪式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学出版座谈会”。 红学专家李希凡、刘世德、胡文彬、

吕启祥、陈熙中、张庆善、杜春耕、任少东、李晶，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老编辑刘文忠、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

编辑周绚隆等出席活动。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主持。200多年来，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红楼

梦》的研究论著、文章不计其数，并形成了相关学科——“红学”。众多的红学著作中，初版于1990年的《红楼梦大辞

典》，集结了冯其庸、李希凡、邓庆佑、吕启祥、胡文彬、顾平旦、陶建基等知名红学专家共同编撰，兼具知识性、学术性和

工具性，堪称集大成式的《红楼梦》百科辞典。

《红楼梦大辞典》出版后，成为学者、读者研习、欣赏《红楼梦》的必备工具书之一，深受欢迎。2010年，《红楼梦大辞

典》曾出版增订本，而今天，著作方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启动再次修订工作，将为学界和业界以及广大红学爱好者带

来一部更加完备的《红楼梦》百科工具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红学出版重镇，自1953年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标点整理的《红楼

梦》，累计销售各种整理本《红楼梦》近700万册。其中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初版于1982年的《红楼

梦》，迄今已销售460万套，成为当下最严谨、最普及的版本。人文社发展历史上，除出版面向大众读者的《红楼梦》校注

外，还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红楼梦》影印版本，以及大量产生重要影响的红学研究著作。 （柳 生）

龚
鹏
程
携
手
东
方
社
问
道
学
术
出
版

■

中
国
出
版
传
媒
商
报
记
者
刘
志
伟

2015年11月13日 星期五 第2186期

声音：音乐馆藏如何再利用？

在音乐出版方面，一些出版单位也开

始对各类馆藏资源加以整理出版。像老

唱片、旧录音等音乐出版资源就时常为人

所忽视，但其开发潜力巨大。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背靠上海图

书馆，其除收藏大量的图书、报刊和科技资

料，还拥有丰富的音乐文献资源。早在上世

纪70年代，上海图书馆就成立了全国第一

家唱片资料专藏组（唱片组），开展唱片整

理、研究工作。以粗纹、密纹为主的老唱

片至今已累计藏有20万余张，来源更涵

盖将自家收藏无偿捐赠给上图的越剧名

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评弹表演艺术

家蒋玉泉等。在上图的馆藏唱片中，外国

音乐约占2/3。中文唱片则以戏曲为主，

仅京剧唱片就有6000余种，其中包括谭

鑫培以60岁高龄首次由巴黎百代公司灌

制的唱片《洪洋洞》、最早的中国歌剧唱片

《兄妹开荒》等。作为一家公共图书馆，上图

在音乐文献的整理、编目和数字化方面已经

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让更多人认识、接触、

使用这些宝贵的音乐文献，在出版形态方

面，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采用纸质版和数字

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在读者对象方面，以

专业读者为主，大众读者为辅。

又如，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以修编民

国时期音乐文献为契机，每年开展相关主

题的论坛及工作坊，已相继完成“萧友梅

手稿计划”、“李四光手稿计划”、“丁善德

手稿计划”等民国时期重要音乐文献的整

理。上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

间历时五年编纂完成的《民国时期音乐文

献总目》，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该书以上音馆藏为基础，深入考究其

他图书馆、博物馆历史资料，编排分为图

书、乐谱、唱片、期刊4类，其中唱片部分

收录了百代、百歌、宝利等25家唱片公司

的1600余张唱片资料。今后上音馆的工

作人员将根据这个目录按图索骥把里面

的资料都整理成数字资料，建立数据库，

原件修复后作永久密封保存等，至少要用

10年时间。

目录，最能体现一本科技书的逻辑结

构，而逻辑结构是否严谨往往事关一本科技

书的成败。目前，出版社的来稿多为自投

稿，这种稿件一般都为完稿，编辑并未参与

稿件框架的商讨。所以，这类稿件在审稿时

对目录进行研读就更为必要了。

逻辑框架不严谨。需要对目录整体

内容进行把握，方能察觉。

例如水利水电社来稿《蚕桑生产技术

集成》一书中目录（节选）（见图1）。

通过审读目录，可以发现第三、十一章

和第八、十二章的内容似有相通之处。继

而在通读稿件后，我又重点阅读了此四章

的内容，接着可以看出其中第三、八章为一

般性的栽培养殖技术，而第十一、十二章为

河南省的优化养殖技术，但是两者所论述

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审读过后，我在审读

记录中，建议将第三、十一章以及第八、十

二章，进行合并或紧密编排，以使文章的逻

辑顺序更加明晰，经责任编辑与作者沟通

协调，他们认同了这一提议，并根据具体情

况对书稿的章节编排进行了调整。

标题中的概念内涵不清、外延不当。

这一问题是最容易通过审读目录来发现的。

比如水利水电社来稿《水库管理手册》

一书中目录（节选）（见图2）。

通过审读一个小节的目录，可以发现

节标题中“管理法规和标准”中的“法规”意

项与“1.3.2法规”意项不一致。法规的含义

有二：一是法律、法令、条例等的总称；二是

法律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

在法律体系中，依次有：国家法律（人大）、

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各部委）

等。所以，在此二处使用“法规”一词，虽然

并无错误，但却有可能导致读者对“法规”

内涵的理解出现偏差。所以仍旧建议作者

修改节标题的表述。

层级关系含混。如果说，标题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不当、不明晰可以通过修改标

题来弥补不足，那么层级关系含混的修改

就比较复杂了。

如水利水电社来稿《电网企业培训工作典

型案例与经验》有篇章目录（节选）（见图3）。

通过审读篇章目录，可知全书是通过

选取典型案例和已有经验对“培训管理”

“培训方式方法”“新员工培训”等三个方面

内容安排全书结构的。然而，这种划分却

使得全书层级逻辑含混，因为三章的标题

并非完全独立，而有边际不清、互相交叉的

情况，如“‘2+1’评价法确保‘人尽其才’”这

一篇内容，既可以划入“新员工培训”中，也

可以放进“培训方式方法”里。目录中“‘积

分制’全员培训师活动”也存在相同问题。

之所以造成这种混乱，是因为作者在进行

章一级标题的划分时，没有明晰逻辑关系，

使得所写内容一旦涉及多个领域时，其所

属便会引起混淆。鉴于此，我在审稿记录

中建议作者对全书的篇目进行梳理，选取

合理视角重新进行编排。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如何在中国最

好的创业时代，面对不言而喻的艰辛与挑

战？为解决这一困惑，11月7日，“众创军

规”创业者论坛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举行，与会者共商创业之路。

论坛上，拉卡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孙

陶然，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洪泰基金联合创始人俞敏洪，著名

歌手、合音量APP创始人郑钧，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俏分别发表了独立演

讲，与300多名观众一起分享了他们的创业

心得，在胆识与勇气之外，共同探讨“众创

军规”指导之下的创业百态与感悟。此次

活动由中信出版社旗下的中信书院主办，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作为学术支持机

构，京东图书为“特别支持”，北京大学创业

训练营为活动战略支持机构。另外，和听

书、沃阅读、考拉FM、蜻蜓FM 、大布阅

读、移动IVR、小队运动等多家在线平台，

对活动现场进行了直播。 （千 早）

广西师大社“文化+旅游”探索有新进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桂林

阅秀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天

津股权交易所挂牌上市。该公司是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成员之一。该

公司成立之初，就立志“把文化融入旅

游，提高旅游品质，促进旅游升级”作为

公司的发展方向。经过两年多的实践，

该公司文化创意、理念和努力同时得到

资本市场的认可，并于今年 10 月 3 日在

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桂林文旅（245018）。“文化+旅游+金

融”的产业融合模式为该公司的未来发

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桂林文旅”的董事

长张民先生表示：未来 5 年之内，要把

“桂林文旅”打造成为知名的跨国文化

旅游服务机构，为新形势下的中国旅游

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努力方向和观

察视角。 （桐 生）

中信社旗下中信书院研讨“众创军规”

目录：科技图书编辑的审稿起点
■丛艳姿（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审稿中心）

由于受到文化产业政策的扶持，我国的博物馆数量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长。截至

2014年，各类博物馆的数量是4510座，2009~2013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11.46%。与

之相仿，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数量也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截至2014年底，共有公共图书

馆3117座。其近些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57%。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产业的持续发

展，不难想见，未来新建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数量将稳步上升。另一方面，博物馆和图书馆

的大量涌现，也为出版企业提供了新的契机，许多单位开始着眼于挖掘博物馆和图书馆

的馆藏资源，这些馆藏资源经过整理成为出版资源，内容既有传统的古典文献，也有诸如

经济档案、美术藏品、音乐唱片等新的出版领域。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再利用或

再出版，业已成为了一股潮流，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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