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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每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和灵魂，而出版事业和出版物，是民族文化的结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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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介绍了叶圣陶、邹韬奋、巴金、周振甫、叶至善、戴文葆等21位著名编辑家。
难能可贵的是，为本书提供怀念文章的18位作者中，多数是高龄老人，其中90岁、86岁、81岁各1人
，71～78岁11人，61～68岁3人。
这些作者都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有多位同志曾分别担任过人民、人民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文
物、中国青年、上海人民等出版社的总编辑、副总编辑，或是著名杂志的主编、副主编，以及在出版
社、杂志社工作多年的老编辑。
他们之中有的是跟随著名编辑家多年的秘书，多数是和著名编辑家共事多年，或对他们的编辑工作情
况十分熟悉而素有研究的人。
因此，在他们所写的怀念文章中，具有叙事真实、文字生动，并善于总结编辑工作经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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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厚枢，1927年生，安徽巢湖人。
中共党员，编审。
1945年进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为练习生，后任职员。
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等出版发行单位工作。
1980年后，历任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出版年鉴》主编。
多年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学科及《中国出版百科全书》
两书编委暨“中国出版史”分支学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副主编及多卷执行主编，高
校专业教材《中国编辑出版史》中的当代部分主编之一，《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主笔
。
著有《中国出版史话》(前野昭吉曾将本书中文本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
。
1991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为发展我国新闻出版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表彰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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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辑精神的嘹亮赞歌——《编辑之歌》序“能在胸中存读众孜孜矻矻味弥甘”——记一辈子为读者奉
献精品书刊的编辑家叶圣陶韬奋的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略论冯雪峰的编辑出版工作巴金的编辑生涯富
有开拓创新精神的编辑出版家赵家璧追念作为编辑出版家的叶籁士执著的追求毕生的奉献——怀念出
版家和辞书编纂家罗竹风难忘低调实干的编辑家周振甫营造中华文化丰碑的巨匠——姜椿芳对古籍整
理出版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金灿然青春办报皓首出书——记陈翰伯的编辑生涯作家、编辑出版家严文
井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耕云播雨四十春——韦君宜畅谈编辑的素质、修养、职责和作风君宜
同志，您走好！
多有建树的编辑出版家陈原知音和挚友——怀念编辑世家传人叶至善默默奉献的编辑人生——怀念远
去的师友王仰晨在韬奋精神鼓舞下前进——记编辑家戴文葆卓越的编辑出版家宋原放怀念胸中荡大气
的边春光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记老编辑龙世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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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53年1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成立。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出版是我国出版马，恩，列，斯三大全集的开始。
中央编译局在翻译过程中，对每篇译稿在局内反复校审修改后，按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将译稿校样
分送叶圣陶、吕叔湘等语言学专家，请他们就译文的表达方面进行修订、润色。
叶圣陶对这项任务十分重视，他于1953年5月16日收到《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的校样后，当晚在日记中
记道：“灯下看十余面，确然有可商处。
因稍用心思，夜眠未酣。
”第二天，他约请张志公来征求他的意见。
在日记中记：“志公谓凡余所指，确皆有问题，讨论良久，余得一结论，译者只顾俄文之语法而未能
体会汉语之语法，遂有此弊。
如何使译者精究语法，比较于汉语俄语之间，此为要事。
”在5月30日的日记中记：“晨至社中，读校斯氏集十余面。
九点开编辑部部务会议⋯⋯十二点半散，急趋署中，食罢就睡。
起来续校斯氏集，至六点半，全册校毕，凡三百六十九面，每面七百余字，共二十余万字。
余细心看过，译文方面，校对方面，兼为留意。
然未能遽以此为定，编译局尚需复看，人民出版社尚需细校也。
今日居然了此一事，亦为一快。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译文校阅完成后，叶圣陶又应中央编译局之请，继续对第二、三、八、九、
十卷的译文进行校阅，直到1954年6月29日止。
从叶圣陶日记中可以了解，他在出版总署和人教社的公务及编辑事务十分繁忙，还要应对各方面的邀
请作语法修辞的讲课和审阅书稿，他只能利用工作时间内有限的空隙和早晚业余时间来进行《斯大林
全集》译文的校阅，甚至到西安公出调研时也带着译稿，抽空校阅，提出修改意见。
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凡有改动，必说明其所以然，亦希于译者有所影响。
译者之病，多违背我国语言习惯。
又写成之后不复诵读一遍，致语句多拗强不顺。
凡此毛病，余时时为之提醒，录于小纸片。
”又说，“余谓翻译之事，首在为读者服务，尤宜顾及者，为不通外国文之读者。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编辑之歌>>

后记

世纪之交，中国编辑队伍完成了新老交替，一批20世纪50、60、70年代参加书刊编辑工作的老编辑陆
续退出一线。
当前在第一线工作的中青年编辑成为中国编辑队伍的主力军，他们面临新的挑战与重任，在他们迫切
需要增长才干，全面提高业务素质的过程中，既需要熟练掌握编辑的业务知识，也需要了解、学习、
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编辑家的优良传统与工作作风。
为了适应年轻一代编辑的这方面需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为弘扬优良的职业传统做
点实事，策划编辑一套《书林守望丛书》，本书就是其中的一种。
回顾历史，为我国出版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编辑家英才辈出，灿若群星，他们为我国编辑出版史谱写
了许多动人的篇章。
众多新作家的出现和优秀作品的诞生，总是和他们的热情关怀和无私帮助分不开的。
《编辑之歌——怀念远去的英才》一书所介绍的叶圣陶、邹韬奋、巴金、周振甫、叶至善、戴文葆
等21位著名编辑家，仅是其中少数的杰出代表。
但从他们的业绩中可以看出，老一辈编辑家们所具有高尚的编辑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21位编辑家之中，有多位生前曾担任过出版界的高层领导，如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央宣传部出版
局局长、文化部出版局和国家出版局的局长；有的是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有多位同志曾在一些著名
的出版社、杂志社担任过总编辑或副总编辑，他们都对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
本书约请比较了解这些编辑家的生平并对他们从事编辑工作的情况有深入研究的同志提供文章，着重
介绍他们在书刊编辑工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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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编辑之歌:怀念远去的英才》：书林守望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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