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改革开放后，上海书店在出版业务上做
出了特色：书店收到比较珍贵的书，或经过确
定的选题，就拿来影印出版。上海书店有自己
的印刷厂，印出来就发行，实行编、印、发一条
龙。最令俞子林骄傲的是，上海书店影印了长
达 !"年的全套《申报》。《申报》是目前体量最
大的出版物之一，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
书”。此外，上海书店还影印了许多新文学的
书籍和期刊，如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周报》、施
蛰存的《现代》等。又系统地印了秦汉、明清、
当代的印谱等。
上海书店还影印了两套著名的书系。一套

是《民国丛书》，是复旦大学周谷城先生发起和
主编的。由于在编辑上采取各流派兼收的方
针，出版后被认为体现了“不定于一尊的繁

荣”，成为上海上世纪出版的重要书系之一。历
史学家蔡尚思先生为此给俞子林写过一幅字：
“水火相灭亦相生，急需百家来争鸣；攻乎异端
不为害，述而不作岂足矜。”另外一套是《中国
近代文学大系》共十二集、三十卷，是范泉主编
的，前接出版家赵家璧解放前编撰的《中国新
文学大系》。俞子林回忆，那时候好多老先生还
在，他们的讨论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争鸣录》一书，有很多新的发现和独创的见解。
不过俞子林也有遗憾，他说以前跑古旧

书店常常有意外的收获，而现在好一些的古
旧书都上了拍卖公司，店里能见到的珍稀版
本图书很少了。的确是，这些年，一些上海的
旧书店因为诸多原因，渐渐消失，而古籍书店
也没有多少古籍善本可供出售。

俞子林一直希望上海应有一座与其光辉
出版历史和地位相称的新闻出版博物馆。“上
海的出版人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尽快建起新
闻出版博物馆。因为上海有很好的出版传统，
尽早把博物馆做起来，展示陈列一些有纪念
意义的出版物，能让大家回忆、借鉴过去，并
展望未来出版方向。”所幸如今博物馆已在筹
备中，预计 #$#%年建成。

俞子林在《上海文化街旧梦录》这样回
忆福州路夜晚的风景。“福州路一到晚上，店
铺都打烊了，就会出现一批摆地摊的，大多
是卖书的。他们都点着一盏电石灯照明。这
种灯是不会被风吹灭的。”上海出版 !$年的
历程，是源自那星星点灯般的温润厚实的历
史沉淀，在历史的投射中，你仿佛看到当年
的鲁迅、郑振铎、阿英、巴金等文化人，一袭长
衫，在书店进进出出，构成了具有上海意味的
海派文化的独特风景，让人忆念，让人感叹，
也让人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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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旧书店的鸿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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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古旧书，是文化人的最爱，从事
古旧书行业，自然有许多文化界的
朋友。俞子林说自己做的就是文化
服务工作，他用“服务”这个词，谦逊
而精到。

上世纪 "$年代，上海一众老作
家重获新生，但家里的藏书大都已经
被搞得片纸不存。剧作家于伶对俞子
林说，“现在我只能凭脑袋写书了”。

老作家巴金、柯灵、陈伯吹、赵家璧等
都到书店来找书。俞子林回忆，老作家
中，唐弢来得最多。为了解决书源问
题，满足读者需要，俞子林带领书店开
始影印现代文学书刊，得到了老作家
们的支持与帮助。
作家姜德明也是上海旧书店的老

朋友。几年前，俞子林把自己出版的
《书林岁月》寄赠给姜德明，姜德明在
写给俞子林的信中深情地回忆：“这本
书勾起了我对上海的回忆。以前我到
上海，总愿住在汉口路的招待所，因为
那里离贵店近。我忘不了上海旧书店
赐给我的那些新文学版本，感谢和怀
念店内的那些可爱的朋友。”“当然，
年轻人也来”，俞子林说，“其中有的人
后来成了专家、学者、博导，比如华东
师大的陈子善教授。”
英国的中国科技文化史专家李约

瑟博士每次到中国，都由历史学家胡
道静陪同到古籍书店参观、购书。他和
胡先生都对《道藏》很有研究，在他们
的建议推动下，俞子林策划出版了全

套《道藏》。
这些新老作家学者一有新作也会

签赠给俞子林。俞子林在书房中专门
辟出了一个小柜子，存放各路友人送
他的签名本，这些书的作者，大多是俞
子林文化出版界的前辈、朋友，如楼适
夷、赵家璧、施蛰存、王元化、郑逸梅、
唐弢、黄裳、丁景唐、陈乃乾、范泉、范
用、倪墨炎、钟叔河等等。这些签名本
至今触手如新，可见俞子林对他们的
友谊有多么的爱惜。

古旧书店里的很多从业人员，其
中有一些后来也逐步成长为某一领域
的专家学者，比如陈玉堂。俞子林骄傲
地说，“我们系统拥有不少人才。”陈玉
堂后来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
研究员，编了本《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
大辞典》，被称为“笔名大王”。俞子林
说，熟悉人物的笔名、别名是从事古旧
书工作的基本功。“当时我们培养员工
的方法是师傅带徒弟。因为后来的人
文化基础比老一辈强，常常是后人超
越前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的人写
了很多著作，也出了书，成了名人。当
然，老一辈经历长、见识多，是后人难
以企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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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俞子林是 %'(!年来到上海的，经人介绍
在山东路上的国光书店做新书的出版发行。
他记得，那时候福州路一带已有一百多家书
店，不仅马路上，弄堂里都是。到 %'("年，在
上海书商业同业公会登记在册的书店，已经
有 )$(家。俞子林印象比较深刻的书店有当
时巴金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历史学家顾颉
刚在四川北路开办的大中国图书局，专门出
版历史著作和地图。

到了 %'*$年代，上海对书店、书摊进行
改造，成立了上海图书发行公司。俞子林是进
入公司的第一批干部。他记得当时上海市加
入图书发行公司的有新书店 !&户、古书店 %#

户、旧书店 (*户，合计从业人员 (((人。还有
暂时没法归口管理的一些店，比如搞书画收
藏的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九福堂四家书
画笺扇店也划归上海图书发行公司领导。
到了 %'*"年，上海图书发行公司本来包

括新书、古旧书、书画收藏，那时就进行分工，
新书就合并到新华书店，外文书就合并到外
文书店，上海图书发行公司就剩下了古旧书，
所以就改名为上海古旧书店，并在福州路上
开了古籍书店和上海旧书店。同时，上海旧书
店在四川北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等地开了
门市部。%')!年，上海古旧书店又改名为上
海书店，直到现在。

俞子林说当年在上海从事古旧书工作，
看到过不少珍稀版本书和期刊。%'*' 年 '

月+ 上海旧书店发现载有毛泽东早期著作和
革命活动的《天问》周刊第一至二十四期和
《湖南自治运动史》上册，还有郭沫若和夏衍
办的《救亡日报》。特别是《救亡日报》，极其罕
见，因为当时才出版了十多期，就被国民党反
动当局查禁了。再比如，%'!#年俞子林带队
去上海郊区收购时，发现了一批明代成化年
间刻印的说唱词话，配有众多插图，共有 %!

种，系孤本。%'!*年，古籍书店在整理仓库中
发现《戚蓼生序石头记》钞本一至四十回共
%$册。这些珍贵的期刊书籍都被上海图书馆
收藏了。

俞子林，1931年生，海上出版家。1947
年来沪从事书店工作，曾任上海图书公司经
理、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等，是上海古旧书
籍出版和发行方面的专家。他是上海图书业大
小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被称作上海出版界
的“活化石”。俞子林本人薄薄三册《百年书业》
《那时文坛》《书的记忆》，记录了上海出版业的
发展变迁。

今年上海书展的主题是“壮丽70年，奋
斗新时代”。俞子林先生所经历的70年，平凡
琐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出版业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