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 #月 $日，上海古籍出
版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续修四
库全书》出版座谈会，图片为会前合
影，左起：徐福生、王兴康、李国章、孙
颙、赵昌平、李伟国。

李国章说：“古籍影印出版是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
环，大型集成性与资料性文献出版工
程，更能为文化积累做出贡献。”《续修
四库全书》共 %&""册，收书 #!%'种。
%$$(年至 !""!年出齐。全书聘请海内
外著名学者饶宗颐、任继愈、程千帆、钱
仲联等 !&人为学术顾问，经、史、子、集
各部均邀请著名学者为特约编纂委员。
编委会中有不少版本目录学家。
《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室由资深的

编审、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编辑和有较
丰富经验的技术编辑组成，一套完整

的编辑出版流程和一
系列编辑发稿加工的
规章条例，使整个编辑
出版工作有章可循，井
然有序，确保编辑工作
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续修四库全书》出版
后取得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双丰收，其学术
价值和出版质量也为
学术界和出版界所肯
定，并于 !""'年荣获
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荣
誉奖和第四届全国古
籍图书奖荣誉奖。
!"%'年 &月，由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
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领导小组公布的“首届
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
籍整理图书目录”，
《续修四库全书》列
选。李国章说：“我在全
程参加《续修四库全
书》的过程中，对宋木
文同志在《续修四库全
书》出版座谈会上的一
段话体会很深：‘亲身
参与编纂出版这部巨
型丛书，是我们的光
荣；生活在有条件出版
这部巨型丛书的安宁
昌盛的时代，是我们的
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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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歌，那些老照片背后的 和
回眸上海出版走在改 革开放路上的一些瞬间
“四十如歌”，40年的洗礼可

以将人变得更为睿智，也会使一
项事业进入到一个更成熟的高
度。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开始，经

济领域的开拓和文化市场的繁
荣共同进行，其中出版物在推动
思想解放、传播正能量、满足人
民文化娱乐需求，以及促进中外
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与其他载体相比，包括
教科书、学术专著和大众读
物在内的出版物，更具有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今
天，我们找出了上海出版界

的一些老照片，来寻觅这
40年改革带来的春风，在
历史进程中的动人瞬间和
它所包含的价值影响，也
许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某

个事件、某个出版社的某本图
书某份杂志某张唱片带给我
们的意义。而出版改革的不断
推进，在上海呈现的勃勃生
机，有的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 ! ! %$)&年 %月 %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历
经坎坷，正式恢复建制，重新挂出名牌，社
址为绍兴路 )(号，社领导王国忠（前左）击
鼓庆祝。王的左边是资深文学编辑施浩祥，
右边是办公室主任崔衍，敲锣者为当时出
版局组织处长。

上海文艺出版社魏心宏说：“当时，文
艺社是从大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
转化而来的，那时文艺社在绍兴路 #(号办
公，)(号还属于人民出版社，也就是出版
局。等到文艺社宣布成立以后，就换到 )(

号，#(号还给了人民社。大食堂还在 #(号
里，吃饭的时候就过去。文艺社的样书间和
总务科也还在 #(号大食堂边上。当时，绍
兴路 )号还只是文艺社的资料室，里面有
一个剧场，四楼上面还借给了后来建立的
三联出版社。当时资料室里最厉害的人叫
黄复初，什么资料找不到只要找他一定解
决，活字典，此人高度近视眼。”
文艺出版社修晓林回忆说，他 %$)&年

年底进入文艺社时，总编是出版业的行家
里手丁景唐先生。王国忠社长调入新闻出
版局任局长。修晓林著有《文学的生命———
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一书，书中的文章深情
凝重，以绵密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作为资深
编辑的作者在文学界的行走，展示了 $"位
当代作家的个性风貌。这些带有亲历性的
叙说鲜活有趣，既是当代文人相亲相敬、相
补相助的故事，是 %$&"年代以来关于文学
的历史记忆，也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
学书籍的历史回顾。

! ! ! !这张照片讲的是“$#后”闫姚磊 !"%#

年荣获上海市印刷行业技能竞赛第一名并
被评选为“上海市印刷技术能手”。而在
!"%*年他蝉联该称号并在第 ((届世界技
能大赛中再次入围中国国家队，!"%)年获
上海铁路局首届“上铁工匠”，获得过“五
一”劳动奖章，今年又在第 *&届“美国印制
大奖 +,-./-, +,/01 234,5”评比中以《斯堪
的纳维亚制斗师》印刷作品摘获了绿色印
刷类金奖。

他辨别颜色有一套“独家秘笈”，最快
能在几秒钟内说出色样的颜色构成比例。
在之前的一次专业调配专色墨项目比赛
中，技术熟练的老师傅 (分钟才能完成的
复色油墨调配，他 %分钟内就可完成；国内
色差标准 '以下为满分，他在比赛中拿出
的成品色差是 "6&，被裁判一致认定等同于
无色差。闫姚磊说：“我对印刷这个行业非
常感兴趣7 平时有意识地去观察生活中各
种各样的印刷品，甚至每看到一件印刷品7

我都会在心里想象它的印刷方式。”凭着这
股钻研劲，练就了一双堪比专业设备的“火
眼金睛”。! ! ! ! %$$'年江曾培（左二）与左泥（右一）

冯苓植（右二）陆文夫（右三）高晓声（右
四）邓刚（右五）郏宗培（左一）等在一起。
《小说界》团结联系了大批作者，有效

地加强了书刊合作，!" 世纪八九十年代
形成一个创作高峰，遂有了以质取胜的
《小说界文库》丛书，每年推出两三部力
作，引起很大反响，被称为“改革题材文学
的一道彩虹”。张炜的《九月寓言》、邓刚的
《曲里拐弯》、王安忆的《流水三十年》、陆
天明的《苍天在上》、陆文夫的《人之窝》、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出国记》、李国文的
《危楼记事》等都是这时期的作品。

! ! ! !《外国文艺》编辑室，前排左起：叶麟
鎏、任溶溶；后排左起：王招弟、王仲豪、施
正庆、吴洪、戴际安、杨心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 %月 %日成
立后，一面开始外国文学名著的重印，一面
着手创办介绍现当代外国文学的刊物《外
国文艺》（%$)&年 )月面世）。%$$'年任《外
国文艺》编辑室主任的吴洪，现为上海译文
社副总编。吴洪个人的成长正好伴随着译

文社的发展。他说：“九十年代译文
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系列’每年
发行 '""多万册。近 '"年来，接手
传承译文社外国文学的出版，感到
不容易，同时也很欣慰。”

! ! ! ! !"%! 年 & 月 %# 日上海书展期间 7莫
言、王安忆、毕飞宇等四位茅盾文学奖得
主参加“文学创作与阅读生活———茅盾文
学奖得主四人谈”的讲座。

王安忆在论坛上讲述了自己阅读的快
乐，并指出阅读决定一个民族的性格。毕
飞宇声称自己是大众写作的支持者。莫言
提醒手艺人应当受到重视：“写作是手艺
活”，他认为纸笔的传统写作让他更有成
就感。

! ! ! !《十万个为什么》是少年儿童出版社 %$*"

年代初编辑出版的一套青少年科普读物，#"年
来，这套书先后出版了 *个版本，累计发行量超
过 %亿册，是新中国几代青少年的科学启蒙读
物，已经成为中国原创科普图书的第一品牌。

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十
万个为什么》第六版启动大会于
!"%% 年 $ 月 !)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召开。全书 *""万字 %&分卷，&"""
余幅彩色图片，收入 (#""个代表科
技发展前沿和青少年关心的热点问
题。书中的“为什么”通过各种形式向
全国少年儿童征集。
全书历时 #年完成，编撰阵容强

大：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主席韩启德院士任总主编，!%
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等
顶级科学家担任分册主编，%%#位两
院院士组成阵容强大的编委会，来自
全球各个学科的 )""余位最优秀的
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参与了新版《十万
个为什么》的编写工作，“科学松鼠
会”团队也参与创作和编写。第 *版
有 $"8的问题与上一个版本不同，
即便是剩下的老问题，也由专家作了
新回答。有大约十分之一的问题没有
设置标准答案，而是采取列出科学界
不同说法的方式，力求做到在介绍科
学知识的过程中，给孩子们保留一个
开放的空间。

! ! ! ! !""% 年 %" 月在
第五届国家图书评委
会上，江曾培（前排右
一）与季羡林（前排右
二）、屠岸、张炯、陈建
功、郑法清合影。

上海文艺出版
社旗下的《小说界》从
创刊伊始就提倡“留
学生文学”，后来决定
出一套《中国留学生
文学大系》，主编江曾
培、副主编郏宗培。在
!""%年第五届国家图
书评委会上谈起这套
大系时，季羡林说：
“中国历来就是文学大
国，过去歌咏描绘异域风光颇
多名篇，如今地球变小了，我们眼
界扩大了，留学生文学作品又为我们
这个姹紫嫣红的文学大花园增添了不少奇
花异草，不但对我们文学创作有帮助，而且对中
外文化交流、促进国际安定团结有极大裨益。”

%$)&年 !"#$年元旦!上海文艺出版社挂牌

%$$'年

改革题材文学的彩虹

! ! ! ! !""(年 )月 !*日《辞海》主编会议，左起
马飞海、束纫秋、夏征农、巢峰。
巢峰是唯一参与四版《辞海》修订领导工作

的资深出版人，!"%#年是策划和编纂《辞海》
%""周年，他说：“中国当代每年出版（再版）的
几十万种图书中，有多少种是有百年历史、定期

修订、长销不衰的？《辞海》经
过几代作者、编者字斟句酌、
一丝不苟、前赴后继的奋斗，
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他怀
念编纂《辞海》的前辈，怀念
当年和伯鸿先生（陆费逵）一
起为初版《辞海》出版做贡献
的同仁。如今《辞海》十年一
修，!""(年时准备的是 !""$

年版（第六版），第六版的编
纂工作始于 !""#年初。

曾长时间担任《辞海》
主编的夏征农指出《辞海》
是一部综合性的工具书，在

编纂过程中要吐故纳新：词汇过时了、不适用
了，可以去掉，有些新出现的词汇要收进去。
这使得《辞海》有了求实、求新的风格，因公正
权威、常出常新，成为广大群众最为信赖的大
型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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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书展将在下周三举行，书展
会有 %%#"余场阅读活动，上海首发将成为
时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集中推出 %'"""

余种图书（其中最新出版近 %*""种），组织
!("余场阅读推广活动，邀请 (""多位海
内外作家学者与读者见面。去年创设的“十
大主题活动”扩容升级为“二十大主题活
动”，引领更具时代特色的阅读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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