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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图书奖获奖历届图书奖获奖总数位列全国第十总数位列全国第十
三种图书获第五届中三种图书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国出版政府奖

■张佳

日前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

奖图书——《日本所藏稀见明人诗文总集汇刊》

（第一辑）为2019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

费资助项目，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藏

集部文献中的一种，该书共收录日本内阁文库、

静嘉堂文库藏明代诗文总集十八种，均为稀见文

献。一是海内外孤本，此类文献在中国境内已经

失传，版本价值、资料价值极高。如《夫容社吟

稿》《锦里春祺集》《摘刊和鹤篇》《拙圃集》《明仕

林诗类》《三先生集》《天钧阁会编》《槜李二姬倡

和》《白牙集》等9种。二是中国境内所藏文献、日

本所藏文献均不完整者，可以相互补充以获得完

整准确文本的文献。如《明诗兼近诗兼》不分卷，

清初韩纯玉手稿本，原为归安（今浙江湖州）陆心

源藏书。今湖北省图书馆藏有六册，有“岛田翰

读书记”方章，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则为36册，无

岛田翰印章。经核对，此二种并不重复，实际均

为稿本。静嘉堂文库又藏《近诗兼前集》五卷，亦

是孤本，三书合方为全帙。三是稀见之本，国内

或有馆藏，但馆藏数量不超过三家，版本稀见。

如《宋元明诗隽》《国朝人文翼统》《皇明八才子文

选》《明十四家文集抄》《皇明正嘉八才子文钞》

《明四家诗钞》《四先生文范》《二家

诗选》等。这些日藏稀见明人诗文

总集的整理与影印发布，助益明代

文学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亦为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向更深层面的拓

展提供坚实基础。

为了更好保存文献本身的版本

形式和内容特征，该书出版时，采用

了灰度影印的方式处理全部图片资

料。编者还为每一种书撰写了提

要，对书名、卷数、撰者、册数、版本、

原书尺寸、正文行款以及序跋、内容

体例、各书著录情况、馆藏情况等一一考订详明，

为研究者获取相关线索提供便利。

日藏集部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不是一个孤立

的个体，而是一个有机整体，需要收藏机构、研究学

者和出版机构的通力协作，在多方配合中多方面有

序展开。对于体量较大的古籍文献，整理需要相当

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完全整理好再出版，不利于及

时为学术研究提供新资料。因此，日藏系列采取边

整理边出版的方式，分专题、分辑推出，保持新材料

对学术界的贡献力，更好地为学术研究服务；同时在

学术研究的反馈中思考、改进整理出版方式，促进整

理出版成果和学术研究的相互转化和良性互动。

广西师大出版社历来重视珍稀

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域外文献为其

中重要板块，以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合

作为例，累计出版的图书有三个系列

40 余种 1000 余册，并获得多种出版

奖项。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

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获得第三届中

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美国哈佛大

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稿钞校本汇刊》

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

名奖，另有其他多种图书分获各年度

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等。在日藏明

代集部文献方面，2018年起便与陈广宏教授、侯

荣川教授陆续合作出版《日本所编中国诗文选集

汇刊·明代卷》、《日本所藏稀见明人诗文总集汇

刊》（第一辑）、《日本所藏稀见明人别集汇刊》（第

一辑）等专题影印图书，意在为构建准确、可靠、

全备的明代文学文献系统提供资料支持。此次

获奖，可以说是对广西师大出版社在文献出版领

域精耕细作的又一充分肯定。在域外文献出版

方面，广西师大出版社将继续与域外各收藏机构

及国内外学者开展更多形式、更深层面的合作，

合力推动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为中华优秀文化

的传承与弘扬做出应有的贡献。

7月29日，中宣部在京召开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表彰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老教材封面图录》（全五卷）获印刷复

制奖，《日本所藏稀见明人诗文总集汇刊》（第一辑）（41册）和《清

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1~10册）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图书奖提名奖。目前，广西师大出版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的图书已有7种，历届累计获奖数位居全国出版社第十位。

获得图书印刷复制奖的《中国老教材封面图录》（全5卷）实

现了广西印制企业在印刷复制奖上的“首奖”。该书由广西师大

出版社文艺分社策划出版，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制，是

我国第一本老教材封面图录，展现了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面貌，

是研究当时的教育史，尤其是教材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其图片

印刷色彩展现了老教材原有的精美纹样，图书锁线贴背装订、函

盒制作精美，视觉感强烈，堪称精品内容+精美印制的统一。

获得图书提名奖的《日本所藏稀见明人诗文总集汇刊》（第一

辑）（41册）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北京文献出版中心策划出版，是

2019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全书共收录

日本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所藏明代诗文总集18种，对明代文学

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助益，亦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向更深

层面的拓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样获得图书提名奖的《清代新

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1~10 册）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文献分社策

划出版。该书的时间跨度从雍正八年（1730年）至乾隆二十年

（1755年），内容包括清代新疆地区的职官、军务、民政、司法等十

六个方面，为清代新疆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档案史料。

近年来，广西师大出版社紧紧围绕“聚焦主业、深耕教育、提

升学术、融延发展”的战略方针，一方面，以价值出版为引导，以精

品出版内容为核心，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通过技术赋能，延伸研

发，推动出版的创新创优，进一步完善提升涵盖选题策划、编审

校、装帧设计、印制、营销发行全流程的质量保障体系和保障能

力，探索“选题—产品链—业态体系”的融延发展路径，全面提升

专业出版资源整合能力、产品加工能力、营销传播能力、融合出版

能力与国际出版能力，推动出版社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加大技

改投入和技术研发，促进图书装帧、印制改造升级，着力推动出版

业态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整理发布的历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

奖图书数量TOP10名单，自2007年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开始评

选以来，广西师大出版社《中国思想学术史》（6卷9册）、《闽台族

谱汇刊》（50册）分别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汉画

总录》（10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

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白族白文文献释读》获图

书提名奖。加上此次获得图书提名奖的《日本所藏稀见明人诗文

总集汇刊》（第一辑）（41册）和《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1~

10册），广西师大出版社已有7种图书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

奖正奖和提名奖，在全国出版社中位居第十位。

广西师大出版社将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和关于出版工作的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高扬思想旗

帜，抓好出版主业，开启崭新征程，以价值出版为导向，推动出版

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秦念 张铖奕）

■编辑手记

■白星飞

在现存的清代中央机关的满文档案中，军机处的满文月

折包是保存最完整、最系统、最丰富的档案，价值极高。2012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一

书，将现存清代中央满文档案内的近10万件新疆满文档案尽

数收入，这些档案时间跨度长达250年，内容极其丰富，为专家

学者们研究清代新疆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满文资料。但

是如今清史学界精通满文的学者并不多见，想要将满文档案

充分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对满文档案进行汉译整理就显得尤

为重要。而2020年9月出版的《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

的出版就满足了专家学者们的这一需求，该书是吴元丰、厉声

等专家学者在《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一书的基础上，翻译

整理而成，更加方便了学者使用新疆满文档案，为新疆满文档

案的学术价值得以充分发挥提供了条件。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1~10 册）获得第五届中

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这是对本书满文汉译的学术价值的高

度肯定，该书受到了学界和清史、边疆史等方面专家学者的

广泛关注。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是“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国家‘十三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

版规划图书”“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其中，1~10

册将所有《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1~10册辑录的档案文件，

逐一翻译成汉文，原则上保持原书编排顺序，每一册分满文本

和汉译本。将满文本与汉译本对照，更加方便相关读者使用

和研究。主持编撰该书的专家团队是非常专业的满文汉译团

队，不仅有吴元丰、厉声、万朝林等明清史、边疆史、明清档案

整理方面的专家，还有不少国内一流的满文档案汉译专家，其

满文汉译的准确性和参考价值都非常高。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1~10册）所收录档案的起

止时间为雍正八年（1730年）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此时清

朝正处于康雍乾盛世，从这些档案中也可以看出统治者试图

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理并积极开疆拓土。

《清史稿》中关于乾隆元年（1736年）议定准噶尔地界之事

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而在档案中有更为详细的记录，《清代

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

第4册中有多份档案都详

细记载了此事。相对于

《清史稿》中简短的记载，

这些档案能让读者更深入

地了解这些重要史事。

通过这些档案，读者

们还能够了解到一些清

代名将在前线指挥作战

的细节，对于历史人物的

研究也大有助益。通过

该书第 1 册中的多份奏

折，可详细了解清朝名将岳钟琪雍正九年西征噶尔丹之事及其过人的

军事才能。从该书第9、10册中的多份奏折也反映了乾隆时期名臣刘

统勋处理巴里坤军务的相关史实。

该书第10册中多数奏折都与清军进军伊犁、平定准噶尔之事有

关，通过这些奏折可以更详细地了解清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的这段

历史，也能领略清朝全盛时期的军事风采。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将《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大

量与清代新疆历史相关的满文档案翻译成汉语，让不懂满文的研究

者也能运用这批资料，又以满文汉文对照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为研

究者利用新疆满文档案提供了极其便利的途径和条件，更加充分地

挖掘了这批珍贵满文档案的学术研究价值，对清史研究的发展也起

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

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对我

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关重要。《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

编》的出版不仅为国内外的清史、边疆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加

扎实的资料基础，还积极响应时代主题，为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和谐

发展提供了出版方案和出版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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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娟

2021 年第五届中国出

版政府奖印刷复制奖的名

单上，《中国老教材封面图

录》赫然在目。

《中国老教材封面图

录》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艺分社2019年隆重推出

的一套图书，共5卷，集中展

示民间收藏家李保田先生

收藏的中国老教材样貌，从

精心拍摄的图片中择取数

千种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教材封面和版权信息页，

按出版时间和品类编撰成一部老教材史料图录。

编者李保田先生一直致力老教材的收藏和

研究，其收藏的老教材总量多达1.3万余册，是清

代及民国老教材收藏最多世界纪录保持者。《中

国老教材封面图录》是我国第一部教材封面图

录，它展现了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面貌，可作为

该时期教育史，尤其是教材研究的重要参考资

料。本图录还弥补了“清代教材较少，而且国统

区以外之地方政府自编教材，红色根据地教材，

各片敌占区教材，华侨、港台、宗教、社会教育等

类型教材几乎没有”（引文摘自《中国老教材封面

图录》编辑大意，下同）的缺项，“已全部涵盖不同

时期不同政权之教材类别，且门类齐全”。同时，

收录了许多珍稀的老教材，如晚清重臣张之洞诸

多著作中唯一的教材《蒙学读本舆地歌韵》；我国

第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教科书、被称为“教科书

鼻祖”的《最新国文教科书》；蔡元培独立编纂唯

一成套的系列教科书《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目

前学界公认我国最早的英语课本，也是商务印书

馆所出版的第一本教科书《华英初阶》等等。

而将数千种不同时期、不

同学科、不同政权所编老教材，

以清晰而直观的方式展现给读

者，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在选题确定之后，出版社

便邀请专业的摄影师、组建拍

摄小组辗转李保田先生老教材

收藏地——天津、邯郸进行拍

摄，所以本图录所涉图片，均由

老教材原件实物拍摄，按种类

采封面、版权页集合而成。原

图8000余幅，精选5000余幅编

辑成书。

由于这是全国第一部老教材图录，在编排体

例上无任何参考。在整理原图时按初拟的体例

——不同朝代不同政权的教材列为同一学科进

行分类编排。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发现按此体

例“会显得杂乱无章，不同时期不同政权所编的

同学科教材，难以厘清其血缘关系，尤其是国

文、国语、算术主科，不同时期、不同政权均有开

设，其配套教材名称虽然相同，但其所属政权千

差万别，今人难以直接分辨，很容易导致普通读

者认知混乱，研究人员查阅本书老教材资料，仍

需再行定位其所属时期及政权，查阅和使用均

不方便”。于是，不得已暂停编排工作，转向体

例的调整中。

经编辑与编者的反复沟通和讨论，确定了

最终总体编排方案：“先构建一个立体架构，以

时间为主线，分列清代和民国时期两大部分。

在清代部分，先列出传统科举教育、早期学堂教

育和西学启蒙教育三大板块，子目编辑再分学

科按照时间排列。在民国时期部分，先以政权

分块，而后在每一政权板块内再分学科，按时间

排序。依此排列目录，给所有老教材定一个唯

一坐标，既可使现有老教材，按时间和学科两个

参数准确入位，又便于将来新增老教材，据此法

则进入或补充创建其专属位置。”

该方案的确定，意味着前期进行到一半的

编排工作全部得推翻。加之原图数量众多，部

分同学科同门类图相似度高，为确保每一个板

块的分类准确，每一种教材的位置无误，编辑采

取了最原始、最“愚笨”也最安全的办法，将所有

图片打印出来，请编者前往出版社一同现场进

行分类整理。经双方默契的配合，终于确定整

套书的体量与编撰体例。

在排版上，因以老教材的封面展示为主，为

使读者观看查阅更为直观和便捷，全书“按教材

之种类为编选单位，一套教材为一种，一种教材

列为一个页码，同一套教材封面如有不同，则不

同封面均采集，列入同一页码之内”。文字上也

采取简洁的著录形式，“列书名、作者、出版单

位、出版时间、册数等五项，遇特殊教材，如名家

作者，或标志性教材，再加以备注。在出版时间

上，若原书未采用公元纪年，均加注公元纪年”，

以辅助阅读、查询与欣赏。

以图为主的书籍，除了选题与内容，设计与

印制的效果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中国老教

材封面图录》在设计风格上，追求典雅和庄重，

大气和亲民。深红的封面、典雅的花纹上裱贴

书名，不再增添任何多余的元素；在专业摄影的

基础上，对图片进行的调修在去除污痕的同时

尽量保留历史的痕迹，内文四色印刷，展现老教

材的原始样貌；16 开大小，锁线贴背的装订方

式，便于图书的展开，利于读者翻阅。

从2017年策划选题至2019年印制出版，《中

国老教材封面图录》前后经历三年时间，终与读

者见面。自始至终，追求的是一份对老教材、对

教育、对历史的最纯粹的尊重。

《中国老教材封面图录》对老教材、教育、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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