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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物质承载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出版人，不仅是出版活动的实践者，而且是人类文化创造、积累、交流、传播的
组织者和参与者，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民族精神的护卫者和时代精神的弘扬者。
任何时代，治书修史者都肩负着神圣的历史责任、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在我国，这种传统一直延续
了几千年。
但是，目前受名利诱导和网络快餐文化的影响，出版界跟风炒作、追求市场效应一夜成名而不顾文化
品位等现象时有耳闻。
在种种浮躁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出版从业者文化品格的缺失。
唯其如此，为繁荣学术和民族文化而坚守文化天职、恪守社会责任的职业精神和文化追求，尤其值得
在出版界大力弘扬。
　　出版人是文化薪火的传承者，具有坚守文化自信的历史责任。
众所周知，出版是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依托，一个国家民族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有赖于它的
出版事业。
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一脉不绝，就在于中国历代政治家、著作家、出版家、藏书家接续几千
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尊崇历史、珍惜古籍、编修文献、善待图书、重视典藏的优良传统，他们将
中华文化的精髓融人历代出版物之中，一代一代地传之后世，肩负起了将一个时代的科学文化及思想
智慧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的历史责任，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与时俱丰、愈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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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林守望”丛书中有编辑家编辑《鲁迅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的背后故事和经验谈，有
编辑家与一些著名作家的交往纪实，有一批文学名著诞生经过的追记，有与书结缘的妙趣横生的回忆
文章，有对书评写作与赏析之道的精彩讲述，有对破解编辑工作难题的悉心指点，有对出版管理，特
别是文化、精神管理的创见，也有对书籍装帧设计的探讨，内容非常丰富。
这些编辑家凭借数十年的从业经验，娓娓道来，述说他们“为书籍的一生”。
他们的著述，对新一代出版人和广大读者而言，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本书分为“幽燕拾遗”、“文化点滴”、“英豪留影”、“皇城故事”、“春明书话”、“宣南诗
话”六个部类，集中代表了一位终生“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资深编辑的治学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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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洛，1925年生，安徽太湖人。
1944年毕业于安徽六邑中学，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进入北京市出版机构，任北京占籍出版社总编辑。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编辑有《北京古籍丛书》、《北京历史地图集》等。
著作有《宗地》、《北京的故事》、《京城偶记》、《宝地宣南》、《诗人赵文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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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北京的故事》后记  《京城偶记》后记  《京城六记》开头的话——北京自古是豪侠礼乐文明之地
代跋：于细微处见真知（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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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又使我想起对《石渠余记》标点的评论。
如24页纪免徭役：“案本朝丁口之赋，谓之丁徭，银亦日徭里银。
是丁与徭合也。
”应作“案本朝丁口之赋，谓之丁徭银，亦曰徭里银，是丁与徭合也。
”　　90页记载十三衙门。
“自顺治十二年命工部立十三衙门，铁敕禁宦官窃权干政。
”应作“命工部立十三衙门铁敕，禁宦官窃权干政。
”　　抄了这些错标错点，正是表明自己的失误，对当时的历史典章制度了解不深，己之昏昏，何能
使人昭昭？
这就要求多学习，多研究。
舍此别无良方。
阅《社内参考》，郑潜以为必须把编辑部的学术空气搞得浓浓的，要钻，要学，很是，很是！
李一氓把报刊发表新出版古籍标校错失的文章汇集成《古籍点校疑误汇录》，已出五本，要想减少错
失，窃以为是不容易的事。
　　由于多年编写北京的书，和北京的学者侯仁之教授保持较好的师友关系。
1981年他编写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开审阅会，邀我参加，我也就香山图应有带水屏山建筑，而静翠
湖是解放后挖出命名的，发了言。
后来去组稿，侯先生很高兴把这本地图集交我们出版。
赖赵德庆的努力，使这本地图集较快出版，封面、装帧都不错。
这是解放后有较高水平的北京史的研究著作，我以为可以和《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相媲
美，鼎立而三，称为三本大书。
　　李一氓同志要出的两本书　　1981年李一氓同志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很关心北京
古籍工作。
1982年他给我社来了一封信，说“你们已刊行北京各种竹枝词，似可扩大，印《启祯宫词》⋯⋯”社
里以为很好。
我也以为是个好主意。
宫词虽写宫闱帝后生活，同时涉及历史大事、王朝兴衰、掌故风俗⋯⋯我阅读《启祯宫词》时，感觉
写明天启、崇祯两朝事，比较单薄，能不能像李老说的扩大，把建都在北京的辽、金、元、明、清的
宫词都汇集出书呢？
关键是能找出多少写这几个朝代的宫词的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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