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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久安将自己多年写就的文章结集，拿来让我作序。
我既诚惶诚恐，又觉责无旁贷。
为何？
因从年龄上、资历上说，他是我的前辈。
他入“开明”时，我还没出生，我入“中青”时，他已是多年的老处长。
晚辈给前辈作序，不能承受之重。
另一方面，我与他共事将近三十年，虽不能说朝夕相处，但相互间心无芥蒂，惺惺相惜。
即使在我工作出现失误，被人误解误传莫名难辩，处于极端困难处境的一段时间内，他都从来没有对
我失去信心和信任，从来没有失去对我的遵从和尊重。
我从极端状态下，认识了他的人格和人品。
久安，既是他的名字，也是我以及出版社甚至是出版界许多熟知他的同道给他的爱称。
    大家对久安的爱，是他对出版社的爱和对出版事业的爱换来的。
    记得1982年我来社工作时，久安作为发行处长，除了带领着一班正规发行队伍外，还带了一帮孩子
。
这些孩子，作为出版社的子弟，由于“文革”，没能在学业上深造而在家待业。
为解决出版社职工的这一后顾之忧，久安毅然出面组建了一个集体所有制的邮购部，把出版社家属中
所有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创业，自己当起了孩子王。
这些生瓜蛋子是久安看着长大的，不是叫叔叔，就是叫伯伯。
后来，又有一个名气很大的潘晓中的一位加入进来。
队伍大而思想活跃，管理不易。
但久安不辞辛劳。
他多年从事发行积累的经验和自开明继承而来的服务意识派上用场，在他的带领下，中青社这个小集
体一时干得风生水起，在出版界都有了名气。
当年的那些小青年，如今多已成长为中青社的发行骨干。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出现了新的情况。
出版社增多，竞争加剧，出版物发行量大幅波动并急剧下降。
久安想出办法应对。
他率先在全国的新华书店搞起了中青社的特约经销。
所谓特约经销，就是在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搞中青版图书的专柜陈列销售。
由于形势变化加剧，特约经销盛极而衰。
久安又联合业内人士在全国突破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传统，将图书的发行权从新华书店拿回出版社自
己手中。
事实上开启了中国出版界自办发行的先河。
    自此，久安开始了他在出版界发行改革的冲刺。
由他挑头并参与组织的“社科七联”开始活跃于京城，继而扩充为“社科十联”，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九十年代初，终于发展为全国性的北京图书订货会。
此订货会年复一年，不光是中国出版界社店沟通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亦成为中国出版界全体出版人的
一个盛大节日。
久安活跃于其中，穿针引线，上下左右沟通，常年投身于这项工作的繁杂事务组织，任劳任怨，乐此
不疲。
久安的名字，被更多的出版人知悉，亦成为许多喜欢他的出版界朋友对他的爱称。
    久安退休后，离开了中青社这个大院，却进入了出版界这个大圈儿，在更大的一个平台上得以施展
着身手。
他参与了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将传统的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推向了极致。
他好像比从前更忙，偶尔会在出版社露个面，打个招呼，问个好，就急匆匆像一阵风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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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头白发，一脸的善解人意，成为久安的标志和品牌。
他默默地为出版社做了许多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记忆最深的，一件是结合图书订货会所需，编了一本全国出版社发行单位名录。
出名录本有规定，像中青社是没资格的。
久安愣是不辞辛苦地攻关，为中青社争取到了出版这本书的特许。
于是，这本本不起眼的小册子，竟也连年再版，成为发行渠道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第二件是他促成了周振甫先生文集的出版。
周先生原是老开明人，后在中青社工作几近二十年，由编辑成长为大学者。
“文革”后调往中华书局。
他八十岁时，老朋友黄伊有意将他的作品辑在一起找个地方出版，但无果。
久安热心地将这件事揽下来，找我和浩增游说，我们最终用十卷精装本的出版回应了久安的这番情意
。
    其实，久安的热情，几乎无所不在。
周先生的事，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多少年了，他似乎成了老开明人的联络站、牵线人，也成为老开明精神的布道者。
他曾给过我许多工作上的建议，也曾帮我做过许多事涉老同志切身利益的思想工作，每每遇到社里某
项工作的决策，他都会反馈我来自老同志的意见和建议。
中青社的老干部工作一直做得比较好，在团中央和出版业界，名声远播。
这其中，应该说也有久安的一份功劳。
    久安退休后，人并没有消停。
他应聘工作，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同时，开启了他自己书写的生涯。
这种书写，有两层含义：一是写文章。
他隔三差五地写出书评、动态、简讯、回忆等文章。
特别是忆及老开明的人和事，忆及中青社人和事的文章，大受编辑的欢迎。
这本集子，就是他这些年写作心血的结晶。
二是苦练书法，他的书法水平大长，备受亲友和同事们的好评。
我的新书研讨会上，久安书写了一首诗并装裱送我，，那飘逸的王体让人心旷神怡，更有直抒胸臆的
诗句让我陶醉：“身为中青人，俯仰两无愧”。
    诗言志。
    久安爱开明，爱中青。
    我要说，我爱久安。
    胡守文    2011年11月17日于京城养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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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汇集了作者在开明和中青时期从事发行工作的许多回忆文章，有讲述开明书店从创办发
展到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的过程；有许多开明老编辑如叶圣陶、夏丐尊、顾均正、徐调孚、周振甫、叶
至善、张志公、吕叔湘的故事；也有讲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红岩》、《红日》
、《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红旗飘飘》等优秀作品的故事；还有作者在改革开放初
期如何开创出版社自办发行新局面以及创办北京图书订货会等一系列活动，以改变读者买书难，书店
买书难，出版社出书难的局面。
受到出版行政部门和出版协会的表彰，先后获得中国韬奋出版奖和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的荣
誉。
本书附有100多幅珍藏多年的老照片，其文字和图片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与开明 我与中青>>

作者简介

　　浙江绍兴人，1929年出生。
技术副编审。
1946年~1952年在开明书店从业。
1953年~1989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
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科长，出版发行处副处长，发行处处长及经理部副经理。
担任中国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十余年。
曾获第七届中国韬奋出版奖和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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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发行记实：
不要把书籍和一般商品等同
急读者之需，想书店之难
应当重视图书宣传工作
大力发展图书邮购工作
采取各种措施，解决读者买书问题——在成都发行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出版社联合办书市的启示
对改进出版社发行工作的几点设想
出版社联合办书市和图书交易会的几点经验和体会
“十联”牵手共拓发行
路是走出来的，还应当走下去——从图书交易会谈到图书批发市场
⋯⋯
出版记事：
人物记真：
往事记情：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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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开明的上层领导，原是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董事会中的一些董事，他们当初
向开明投资，原是为了帮助开明做大事业，并非想从店里拿到多少红利，因此对开明前途的关心，也
大都出于使开明能在新社会中多做贡献。
在这样一个群体里，希望开明新生的愿望，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开明的经理人；随着店中地下党
员身份的公开，青年团支部和工会组织的相继成立，店内政治空气得到加强，在大家的影响下，书店
很快做出决定，在当年10月，襄理朱达君和校订部主任顾均正二人去北京找出版总署的领导，此时总
署的领导包括署长胡愈之，副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三位，都是当年开明书店事业的积极支持者或参与
者，自然对开明目前的处境格外关心，对开明的要求必然会采取支持的态度。
经过磋商，1950年2月，开明董事会正式具文向出版总署申请公私合营。
总署4月份就批复，批文说：开明过去为人民出版过好书，对出版事业有过贡献；但按目前国家经济
情况，以及开明现有资金、物资和所拟出版计划看来，尚可应付，不需要国家投资。
既然开明书店迫切希望国家领导，可先进行公私合作，由出版总署、董事会、职工三方面各出三名代
表，组成业务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业务的机构，并要求开明立即将上海总店和编译所迁京，以便就
近合作。
 这无疑给开明吃了一颗定心丸，开明同人闻讯喜出望外，迁京的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北京东城区西
总布胡同甲50号的一座大院，成了总管理处的新址，距离东总布胡同10号的出版总署只有几百米，十
分方便。
不久，业务委员会开始筹备，董事会聘请出版总署沈静芷、金灿然、史育才三人参加，开明书店也委
派章锡珊、范洗人、傅彬然三位董事，只等职工代表民主产生后即可成立起来。
 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负责干部会议 1950年，开明领导人为了统一思想，提高全体干部认识，并讨论今后
发展大计，决定于这年6月17日至7月7日在北京举行一次全店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
这是开明书店建店二十五年以来规模最大，也最重要的一次大会。
出席会议的有总经理范洗人、协理章锡珊、襄理王伯祥、朱达君，编辑部副主任徐调孚，校订部主任
顾均正，《进步青年》（《中学生》）杂志主编张明养，《开明少年》主编叶至善，出版部主任唐锡
光，外版部主任王知伊以及洪光仪等4位职工代表，钟达轩等12位分店经理，总共37人。
协理周予同、总编辑吕叔湘、特邀代表欧阳文彬、覃必陶和台湾分店经理刘甫琴等8人，因故未能参
加。
 会议自6月17日开始，大会推选出主席团，负责主持会议的进行，代表们划分为若干小组，指定小组
召集人，举行了多次预备会：20日晚间邀请张明养同志作“业务为什么要服从政治”的报告；21日晚
间又请原开明同人时任出版总署期刊司副司长的傅彬然同志谈同人学习问题；23至24日各小组讨论公
司组织大纲和组织系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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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学习写短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那时中青、中少两社还未分开，我发现王府井原来的一家少年儿童书店，忽然改成了服装店，对此很
有看法，便写了一篇短文给《人民日报》，建议重新恢复这家书店，给少年儿童一块属于自己读书买
书的小天地。
想不到这篇文章竟见了报。
不久，王府井又重新出现了少年儿童书店。
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
我感到报纸确是人民的喉舌，为人民说话。
从此我与报刊结了缘。
慢慢地从给公开发行的报刊投稿，扩展到给新华书店的内部刊物《京所通讯》和《图书发行》投稿。
因为我考虑有些出版信息和想法登在书店内部刊物上针对性更强。
想不到《京所通讯》的主编沈志刚却对我的稿子很感兴趣，认为来自出版社的信息和意见，对全国新
华书店系统的业务人员很有帮助，希望今后多多给他们写稿。
从临时性的新书推荐到每年年初的中青。
中少两社的出书计划，他都一一为我刊登。
社内有人戏言我成了《京所通讯》的“专栏作者”了。
此外，由于我在1985年以后参加了书市和订货会的组织工作，与新闻界朋友接触较多，记者们对这两
项活动都很有兴趣，希望年年办出新意，有新的亮点，便常常来找我，要我报道些新措施和新的想法
，我便又与他们结了缘，成为朋友。
并借此机会写点中青、中少出版的新书和两社举办活动的信息，当然都是很短的，两三百字，不占多
少版面，他们也乐于刊登。
于是《红旗飘飘》《红岩》《革命烈士诗抄》《革命烈士书信》《诗词例话》《凡尔纳科学幻想小说
系列》《少年百科丛书》《爱的教育》等图书和举办青少年读书活动、创办《青年文摘》杂志的信息
便经常出现在《新闻出版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中国青年报》上。
我十分感谢那些报刊的编辑和记者们，他们曾为我们两社做了近两百种新书和刊物的免费宣传。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因一个偶然的机遇，动笔写起了回忆开明书店的文章。
那时中国出版科研所的叶再生同志(他原是我的老同事)，知道我曾经在开明书店工作过，要我写一篇
有关开明书店优良传统的文章，说是科研所准备在湖南召开一次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邀
请我去参加，但必须先交一篇有关文章。
我听后惊恐万状。
一再表示我从未写过这类文章，无法应允。
但他坚持说：“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请的人很多，商务、中华的都有人答应写了，开明的还没
有，有人推荐你写最合适，希望你不要推辞。
”我只好答应试试。
经过努力，总算写了一篇七千字的稿子。
老叶就发了请柬，去湖南大庸参加了会议。
后来出书时也把我的这篇文章编进去了。
此后，我又进一步总结开明的优良传统和经营作风，写了一篇《开明书店的成功之路》，寄给了《出
版发行研究》。
文章见刊后，出版界前辈王仿子同志特地写信来鼓励我，要我继续再写这方面的文章。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仿子同志。
正是他的一再鼓励，使我写了多篇回忆录。
他曾在一次来信中提示我：“不要以为自己‘水平太低’，能写出来就好。
我是小学水平，一直自认‘不是摇笔杆子的材料’，挣扎着也写了不少。
我们这一代人，如能把过去的事记录下来就好，好在‘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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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写了一篇《“应运而生”的北京图书订货会》，请他提意见。
他在回信中特别强调要“放手写，写充分，应该把话说完，不留遗憾！
因为不可能再有人另写一份作为史料保留给后人了！
”我就根据他的意见，重新作了补充修改，再请老署长宋木文同志提意见。
宋木文同志看后，提了重要意见，并推荐我到《出版史料》发表。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王仿老在九十高龄时，还亲手从书柜中找出五册《开明通讯》，供我参考。
我如获至宝，便又写了几篇回忆开明的文章，送给一贯鼓励我写稿的《出版史料》执行主编吴道弘同
志。
不久，便陆续在《出版史料》上发表了。
    2010年，为了纪念开明书店创建85周年，我萌发了要写开明书店编辑们的故事的想法，得到社领导
支持，同意先在本社内部刊物《中青出版通讯》上发表征求意见。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已将25位编辑的事迹都陆续写出发表了。
社内一些同事们看了，认为有点史料价值。
建议我结集出书。
开始我不敢想，但受到社内外朋友如王瑞、李建国、张振启、叶小沫、蔡云、洪鹏、邓中和、张正、
李硕儒、李钊平等同志的一再鼓励，我鼓起勇气，向社领导提出出书的希望，立即得到总编辑胡守文
等社领导的支持，使这一愿望得以实现。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王伊伟与许欣同志的精心安排和装帧设计。
胡守文同志还为我写了序言，题写了书名，又承王寒柏、崔凤祥、丁兆峰、蔡云、陈浩增、李建国、
马立新等许多同志的帮助，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而且印装设计都很精美而富有新意。
特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下面还要顺便说明两点：(一)书中不少文章，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这次结集出书，仅作了些必要
的文字修改，难免仍会有不足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二)文章中所登的个人照片，有的是家属提供的
，有的因未能取得联系，只好用我自己收集到的图片转载，特此说明，请予原谅！
    作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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