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分合合
新政权成立后，像其他行业一

样，出版业的发展规划也被纳入国
家高度计划中。!"#$年，中华书局
被出版总署指定为中央一级出版
机构，中华书局编辑所、印刷厂中
西文排版一部分迁往北京。出版总
署将全国出版社重新洗牌，划定了
各自的专业分工。在这个统一规划
中，中华书局编辑所以出版农业、
文史、俄语读物为重点。

%"&'年，全国开始进入私营工
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了公私
合营的时期，原有的老字号私营出版
机构，只剩下‘中华’和‘商务’两家。
这两家虽然保住了名号，但实际上都
分别和别的出版社合并起来了。”徐
俊介绍说。&月 %日，中华书局将总
部从上海迁至北京，合并到财政经
济出版社，对外挂财经社和中华书
局两块牌子。商务印书馆则合并到
了高教出版社。

当中华书局按照出版总署的
统一规划，开始出版农业、财经和
俄语类图书时，出版总署又成立了
一家新的出版机构———古籍出版
社，社长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
兼任。不难看出，此番调整的目的，
就是让古籍出版社取代中华书局
在古籍出版的传统地位。

古籍出版社的地位，从它一接
手就上马的“国家项目”———点校
《资治通鉴》便可以看出几分端倪。
这项工作，是毛泽东亲自倡议和交
办的。历史学家蔡美彪回忆：%"&'
年 "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毛泽东与吴晗被分在同一个
小组。毛泽东向吴晗说起标点《资
治通鉴》事，并要吴晗转告范文澜，

组织一些人，一两年内标点出版，
以供广大干部阅读。“毛泽东还说
到读史应有地图，可以把杨守敬的
《历代疆域图》用新方法改绘，以供
利用。”大会后，吴晗找到范文澜，
两人随即着手筹划。

经与各方协商，%"&' 年 %% 月
初，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
地图工作委员会组成。由范文澜与
吴晗牵头组织。
《资治通鉴》世传版本非常多。

标点工作小组经讨论，决定选用清
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采用章
钰的校记。

标点《资治通鉴》完成后，交由
古籍出版社出版。%"&(年，标点《资
治通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
古籍出版社又继续推出《续资治通
鉴》《三国志集解》等书。

重返古籍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国家

最高领导人对中华书局的态度又
有所改变。“毛主席对出版工作规
划的指示中有过这么一条，大意是
说，过去有很大影响的两家书店，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块招
牌还是应当保留。中华嘛，就搞
‘古’的，商务呢，就搞‘洋’的（指西
洋哲社名著）。从这个讲话看出，那
时候领导人已经有让两家恢复独
立建制的动议。”徐俊说。

%"&)年 *月，存在仅三年的古
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与中华书
局形影不离的“老对手”商务印书
馆也与高教出版社分离，恢复独立
建制。+"&,年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
一分为二，一部分与古典文学出版
社合并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另
一部分为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中华、商务各自独立后，文化
部还专门下发了一个关于两家如
何分工的文件，分工讲得很清楚，
就是中华以前出版的翻译类书今
后不再出了，都归商务；商务出版
的古籍书全都归中华。”徐俊说。
在政府强力规划下，中华书局

从此在古籍出版方面向更专业化
迈进。除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
史”校点整理外，相继整理编纂出
版了《册府元龟》《永乐大典》《文苑
英华》《太平御览》《全上古三代秦
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全宋词》
《国榷》《明经世文编》《宋会要辑
稿》等大型图书，以此奠定了在出
版业中的鲜明特色和在学术界的
历史地位。除了这些大部头，中华
也出版了“平易近人”的“小”作品，
比如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
书”，里面包括贾兰坡、吴晗、单士
元、戴逸、侯仁之、任继愈这些学养
深厚的专家学者的作品，内容深入
浅出，颇得学界和读者的好评。
“在那个年代，中华书局，包括

商务印书馆在内，它们对知识的
‘批量生产’，对于一个学科的基础
建设是特别重要的。”著名学者、北
大教授李零这样评价。

当我们现在再回顾那些经典
古籍整理工作背后的故事，都不难
发现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周
扬、吴晗等人的名字，国家最高领
导人与文化最高层面的主导者参
与其中，这也显示了当时中华书局
地位的特殊性。不仅如此，%"&"年，
北大中文系和中华书局联合创办
了我国第一个新型的培养古文献
整理人才的专业，翦伯赞为之拟定
了“古典文献专业”。这个专业也为
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培育

出了不少人才。
“文革”开始后，中华书局传统

的古籍整理工作陷于停顿。“为了
配合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我们出
过一些‘三结合’编写的‘评法批
儒’的作品。”徐俊说。%")-年 "月
+)日，周恩来在同文化教育部门负
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华书局、商务
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
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
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
第二年，“二十四史”标点工作开始
恢复，到 +"),年全部出齐。
“除了恢复‘二十四史’和《清史

稿》的校点整理，这段时间中华书局
主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奉上级指
示，出了一批‘大字本’。”徐俊说。

+")+年“"·+.”事件后，毛泽东
的视力减退，不久又患了白内障。为
了解决毛泽东的读书问题，由中办
出面安排，将要看的书重新排印大
字线装本出版。起初都是用一号长
仿宋字体。可渐渐地，一号长仿宋字
也看得不太清楚了，于是又将一号
长仿宋字体改为 .(磅长宋字体。

中华书局当时承担了这项特
殊政治任务。这批“大字本”当时印
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 $-多份，
一般只有 &至 )份。虽然印量不多，
但程序上一点也不简单。“.(磅长
宋字体一般都是用来排书刊标题
的，所以印刷厂当时很少有这种字
模。当时国家出版局临时从全国各
地请来几十名刻字师傅，在天津用
了一个多月时间，重新刻制了四副
.(磅长宋字体的字模。”徐俊说。据
说当时北京存两副，上海、天津各
存一副。一部平装书重新排印成大
字线装本，往往要装订成几个分
册、十几个分册，甚至几十个分册。

这批大字本，除了李贽的《史纲评
要》《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
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唐宋元
明清五朝诗别裁》《词综》《李太白
全集》等外，还包括章士钊《柳文指
要》和马叙伦《老子校诂》等。
“文革”结束后，%")" 年 , 月，

一度合署办公的中华书局、商务印
书馆恢复正常建制。短短三年间，
一大批重要典籍、论著以及众多学
术丛刊、汇刊面世。%",%年 %$月 %-

日，在陈云的直接过问下，国务院
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李一氓任组长。诸如《中华大藏经》
这样的古籍整理工作开始启动。

名家、名著、名编辑，共同铸就
了中华书局的图书在学术界、出版
界的地位。“那个时候如果说谁在
中华书局出了一本书，大家都高看
一等。这就意味着在学术上得到承
认。那个时候中华书局也承担了部
分学术评价的功能。”徐俊说。
在汹涌的时代大潮面前，中华

书局后来也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
路。如何让“中华”这个已经历了
百年风雨的品牌，再迸发出它耀
眼的光芒，不仅是在其麾下工作
者，也是每一个关注它的人共同
的愿望。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
望走过的路，我们不难发现，其实
中华书局百年史，也是国家文化
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国家社
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
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
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
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
比任何行业为大。”即使在 %--年
后的今天，陆费逵的话依然有着
穿越时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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