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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

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上海古籍出版社/陆

续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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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0元

你们看着这套书长大，我们编着这套书老去
■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

1980年代

《给教师的建

议》瓦·阿·苏霍姆

林斯基著/教育科学

出版社1984年 6月

版/31.00元

作为出版人，最庆幸的莫过于遇到好书。在我

30年的从业生涯里，苏霍姆林斯基经典教育著作，

尤其是《给教师的建议》，毫无疑问就是最重要的遇

见了。

《给教师的建议》一书出版于教育科学出版社

建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当时也是改革开放之

初。出于专业敏感，入社伊始，我便被《给教师的建

议》深深地吸引了，该书非常切中教育教学实际，就

像是在讲述一个个发生在身边的课堂和教学故事，

却又有高位的思考和独到的办法，作为读者，我受

益良多；作为出版人，更强烈地想让其被更多人看

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之

后，皮亚杰、布鲁纳、布卢姆、加涅以及科尔伯格等

西方教育家的不同教育教学思想相继涌入我国，属

于研究热点。然而，教科社却在这个时候经过科学

分析和认真论证，认为应珍视并传承反映教育规律

的苏联教育家思想，且大力支持我挑起担子将这个

内容做起来，《给教师的建议》修订工作由此细致展

开，我也开始了找作者，找译者，无数次对话沟通、

打磨加工的工作历程，那些熬夜的日子至今历历在

目，但是却干劲儿十足，热血沸腾。倾注作者真情

实感，倾付多方真心投入，《给教师的建议》出版后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认可，其中辛劳如今已渐渐淡

薄，但是看到大家评价它是“教育工作者枕边书”

“教育领域最经典的著作”，我便感到，什么都值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营销的概念仍比较

弱，《给教师的建议》整体推广主要依赖的还是内

容、品质和读者口碑。内容上，该书汇聚了苏霍姆

林斯基30余年扎根一线的教育教学经验之精华，为

中小学教师提炼出100条切实可行的建议，立足于

解决中小学教师教育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契合了当

时中国教育工作者理论提升和实践创新的需求。

《给教师的建议》一书的编译者是我国“殿堂

级”苏联教育专家杜殿坤教授，他作为编译者，对原

作品进行精细加工，在原书部分精华之外，从苏氏

其他著作里选择了若干精彩条目，使其更加适合我

国教育工作者的实际需求。作为责编，为保障本书

的水准品质，我更是全力以赴入，邀请专家对图书

核心价值进行品评，充分考虑文化特征，将文化标

识元素和作者人物头像展现在外封上，以沉稳的暗

绿色为底，使图书的整体观感达成内容与设计契

合。从《给教师的建议》出版至今已近40年，该书创

造了教育理论图书出版的奇迹，累计发行200多万

册，，对中国教育的发展进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

其在一线教育工作者中积累了良好的口碑。

犹记得2004年在江苏江阴开会时，第一次遇到

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教授（此前都

是信件沟通），当听说第一笔稿费就有十几万元时，

她难以置信，幸福地说：太好啦！我终于可以买好

多台电脑啦！中乌建交20周年时，乌克兰驻华大使

特意来函邀请我们出席活动，乌克兰教科院也给教

科社颁发了特别荣誉证书。2018年10月乌克兰纪

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1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北

师大肖甦教授在介绍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在中

国得以广泛传播时，激动地说：创造这一奇迹的就

是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的祖晶编审。我内心激动

不已，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2018年是苏霍姆林斯基诞辰100周年，教科社

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来纪念和缅怀这位伟大的教育

家，让我们感动的是，活动得到了广大中小学的积

极响应，百余所学校、数百位教师提交阅读笔记，我

们深刻感受到大家对教科版苏霍姆林斯基教育著

作的肯定和对传播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热忱。

匠心做书，才能铸就长远，我更坚定地走在这条

出版的路上，并不改初心，为读者奉献更多的精品。

匠心做书 才能铸就长远
■祖晶（教育科学出版社编审）

作为一名图书编辑和出版人，我已在财经专业

出版的岗位上工作了30余年。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的一名年轻编辑，成长为总编辑，我亲历了中国出

版事业的发展壮大，见证着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成

果，回想起来，不禁感慨万千。在从事出版工作的30

多年里，我编辑出版了几百种财经专业图书，其中几

十种图书获得国家图书奖、省部级奖项。然而今天

讲的这本书，不是财经专业的图书，而是在即将进入

21世纪时，我编辑的《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铭文》。

它的编辑出版经历令我难以忘怀。

1999年夏天，即将修建纪念20世纪的标志性建

筑世纪坛的消息一出，社领导带着我们几个编辑，直

奔当时还在建设的世纪坛工地指挥部，向负责的同志

表示我们希望将世纪坛青铜甬道上的铭文出版成

书。指挥部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现在

工程仍处在施工阶段，书的事情他们还没有考虑。

回来后不久，社里希望我能跟进下去，把世纪坛

铭文一书做出来。于是，我又冒着酷暑跑到世纪坛

工地上，找到负责内部设计的部门，联系到负责人石

总，表达了我们希望把甬道铭文做成书的强烈愿

望。当时，世纪坛工程进展到了非常紧张的阶段，为

了在迈入21世纪时敲响世纪钟声，不论是地上、地下

工程，工人们都在紧锣密鼓、加班加点24小时不停地

施工。石总和他的同事们，就在地下布满脚手架和

施工设备的简陋的地下室中工作，简单的办公桌上

满是尘土，每个人头上还戴着安全帽。石总看上去

很严厉，对我说，铭文的撰写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

专家还在反复推敲，而书必须在12月底之前出来，作

为新世纪的献礼，对书的要求很高。我当时也顾不

得考虑那么多了，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我的坚持得

到了肯定答复。

接下来我就和负责铭文组织编写的老师联系，争

取一定稿就拿到文字稿进行编辑。同时，联系财经社

的美编人员设计封面、开本、装帧、印制方案，供世纪坛

领导审定，为保证出版做好充分准备。对铭文进行文

字编辑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从远古到现代正所谓上下

五千年，天文地理人文自然无所不包，虽已经专家们多

次审稿，但我还是找出了很多疑问与他们商量，很多经

查证后是错误的均得以修改，保证了镌刻到青铜甬道

上的文字，经得住读者和时间的检验。为了保证印制

质量，我亲自到印刷厂看样稿，时间紧，作者要求高，一

定要做出样书给他们审定，几次都是深夜12点我还在

工厂盯着打样。

书稿反复修改校对送作者审阅，为了完成向新世

纪献礼的承诺，工作中、生活中的困难我顽强克服。

那时，孩子还小，他放学后跟着我到世纪坛给作者送

稿审校，连晚饭也没顾上吃。那一年中秋节，当我完

成最后的审稿工作，带着他一起走出世纪坛地下室的

时候，我怀着愧疚的心情对他说：“今天妈妈忘了给你

买月饼了。”他仰着头满脸的喜悦对我说：“妈妈，能跟

你一起到世纪坛我很高兴。”

《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铭文》在新世纪世纪坛

开坛之际，呈现在了读者面前，首印2万册，很快在

世纪坛和王府井新华书店销售一空，受到了读者的

欢迎和赞誉，直到今天它还一直在市场上销售，已

达几万册。

孩子跟着我去送稿
■赵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总编辑）

2000年代

《世界建筑经

典图鉴》[英]科尔

(Cole，E.) 著 陈镌

译/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 2004 年 7 月

版/78.00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起步和它的“古典文学”方

向，跟一个人密不可分，那就是第一任社长李俊

民。1978年1月，在原来“中华上编”和“大社”的古

籍编辑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民被

任命为社长、总编辑，当时他已年过七十。1978年上

海古籍出版社一恢复成立，就明确推出了“中国古典

文学丛书”选题。其实早在1956年成立的古典文学

出版社及后来的“中华上编”期间，就已经出版了不

少经过整理的古代文学名家典籍，有钱仲联集释的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马其昶校注的《韩昌黎文集校

注》、萧涤非整理的《皮子文薮》、邓广铭笺注的《稼轩

词编年笺注》，等等。这些“文革”前出的本子，后来

经重新整理，又纳入“丛书”，到现在已经形成了136

种的规模。“丛书”的成功当然要得益于出版社里敬

业又相当有水平的编辑。

60 年来参与这套书的编辑，前前后后有好几

代、数十人之多，他们本身对古典文学就很有研

究，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方向。像瞿蜕园先生成名

较早，1961年被聘为“中华上编”特约编审前，已经

著作等身,出版了许多文史著作。李俊民知道瞿先

生博通经史，便请他做李白集的校注。瞿先生的

《李白集校注》，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续加考订，纠

谬订正不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到本世纪

初，依然代表了该领域的最高水平。他还整理了刘

禹锡集，对所有诗文作了考订。

在物色“丛书”整理者的过程中,编辑既要掌握

最新的学术动态，知道学术界哪些是执牛耳之人，

同时也要发现有潜力的学者,这就需要编辑有专业

的学术水平和发现的眼光,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

除了孙钦善的《高适集校注》是从来稿里发掘的之

外，还有不少是当时年轻人的硕博士论文，比如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就是萧涤非先生的第一

个博士生林继中的博士论文，《诗品集注》为曹旭

的博士论文，《戴叔伦诗集校注》是蒋寅的硕士论

文……“丛书”发现、培养了作者，也推动了学术的

热点。举个例子，王梵志作为一个民间诗人，作品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列入正统文学，被视为

“下里巴人”的“俗文学”。项楚的《王梵志诗集校

注》一出来，立马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

为了做好这套书，出版社除了要知道哪些学者

在做哪些事情外，还要有耐心，要善于等待。杨明

的《陆机集校笺》2016年刚出，而我们从约稿到等他

做完，就有30年之久。新材料的发现，加上新的认

识、新的考证方法，都在促使学术处于不断前进的过

程中。从数量上来说，再花上20年，我们说不定能完

成200种，但是只要古典文学的研究始终贯穿下去，

古籍出版社一直存在下去，“丛书”的修订工作就没

有完全终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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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也是出版业砥砺奋进的40年。40年弹指一挥间，一代又一代出版人以

打造高质量的出版物为目标，用专注、专业的精神徜徉于书海。每位出版业的编辑，在其职

业生涯中，可能都会被无数人问到关于“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话题。默默付出、享受隐于作

者、作品背后的寂寞是编辑的必修课。而关注每一个文字背后的含义、重视每一本书能够产

生的影响也是编辑在做书时必须提前认识和坚持的准则。每位编辑的从业历程中都可能会

接触数不清的作品，每一本书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此时此刻回

望无数个为书奋斗的日子，哪本书最先涌于脑海？作家有代表作、编辑也有，作为一名编辑，

最想也最愿意使之与自己的名字产生密切关联的代表作是否已经产生？改革开放40年，出

版业的变化同样天翻地覆，不管立于哪个时间节点，深处出版业的编辑都是40年出版变迁

的最有力的直接见证者，每一本书也是40年出版变迁最为具象的载体。为此，我们特别约

请一批不同专业、不同年代投身出版行业的编辑，从4个年代的时间长河，向大家讲述他们

与记忆深处最为“特别”的那本书的过往，从而可以一窥40年编辑职业的时代演进。

改革开放

年
特

刊
★
我
与一本书·编辑

2000 年我入行时，恰逢上海第一批出版社转

企改制酝酿，作为上海人美社改革时期第一批录

招的编辑，从我们这一批开始，青年编辑培训的重

点不再仅仅是埋首为他人做嫁衣、坐等稿件上门

的案头工作，而是要我们走向社会，从策划选题、

编辑内容、主导设计，直至核算成本、下厂督印成

为全流程编辑。如果要谈从业生涯中的一本书，

往往会选开启自己职业生涯、形成职业观并留下

最深烙印的几本。我要提及的是一本引进版的建

筑历史图文百科——《世界建筑经典图鉴》。世纪

之交恰逢出版的黄金时期，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后

国内版权引进日趋正规化，上海人美社也引进了

大批国外一流美术与设计出版物，在业界颇有影

响。《世界建筑经典图鉴》算是其中之一，它出版之

后，曾在三联人文类图书销售排行榜中跻身前列，

作为当年不多见的艺术类小众图书，起码就我们

社而言算是难得了（后来该书还在科技类引进版

图书中获奖）。当年两个细节印象颇深。一是“拜

访高人”，前往当时同济老院长罗小未、李德华夫

妇处拜领赐教。犹记得李老先生在他那间充满阳

光的教室里亲手示范，英文同样是support，但是在

中文“承”与“撑”的精准差异；还记得当时墙面黑

板上，被他钉满了大如金黄蒲扇的梧桐叶，像装置

艺术一样。第二个细节则是次年酷暑，与社里校

对科、出版科的两位主任前往外方指定的印刷厂

改印前校样和督印。偌大的车间，窗外是山区的

旱天雷阵阵，我们在里面挥汗如雨与文字奋战。

在那里，我第一次领略了图书出版对印制要求的

严苛程度。亲眼目睹一位外方编辑因一条不起眼

的细线略有齿状弯曲，而将所有印完的版纸推翻

重来，而厂方也不说二话立马配合。那一刻我明

白了那些耐得起时间推敲的经典产品的由来，及

出版流程中，何时处理问题该大而化之、何时该精

准到毫厘的不同深意。

不可否认，我们这一代人还是碰上了好的时代

机遇。改革开放让我们打开图书市场，看到了国外

优秀出版物的精良水准。改革开放和企业的及早

转型，让我们突破了对编辑的传统定义，让编辑的

选题策划能力与市场战斗力也大幅提升，极大促成

了如今原创专业出版的繁荣。目前，编辑的定位又

在新技术革命的历史大背景下，面临新一轮的升级

转型，但，不变初心，期待！ （下转第3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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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克勤：中国古典文学

丛书”已成为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时间最长、

学术含量最高、最能体

现精品特色的一套大型

丛书。正如原副总编辑

李梦生说的那样：“我们

看着这套书长大，编着

这套书老去。”

●祖晶：时光如梭，年华

易老，《给教师的建议》

却历久弥新、经久不衰，

始 终 焕 发 着 智 慧 的 光

芒。作为出版人，能与

这样的一本书结缘，幸

运而又幸福。

●赵力：我俩手拉手走

在 洒 满 月 光 的 长 安 街

上，完成工作任务后的

轻 松 和 孩 子 懂 事 的 安

慰，让我的心情无比的

畅快和放松。此情此景

我永生不忘。

●邱孟瑜：我是学美术史

出身，当初新手入行，对

于《世界建筑经典图鉴》

这一重点选题，以及书

中大量的建筑学名词和

术语心怀忐忑，虽有多

位专家译者全力以赴，

但从翻译到校译工作在

自己手上还是打磨了近

2 年。

旱天雷阵阵 挥汗做书忙
■邱孟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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