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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国家队：风正帆悬，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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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集团携旗下 23 家出版单位、8000 余种图书、60 余场活动亮相 2017 上海书展

有 多 少 稚 子 的 求 学 路
是从捧起一本 《新华字典 》
《现代汉语词典 》 开始的 ！
这些开启民智 的 书 ， 封 面
上印着 “商务印书馆 ”； 有
多少青年人聊 起 文 学 情 缘
总绕不开茅盾文学奖作品 ！
这些照进人心 的 书 ， 它 们
的书脊上写着 “人 民 文 学
出版社 ”； 提到经史子集 ，
人们会想起中 华 书 局 ； 需
要各类百科全 书 ， 人 们 会
在中国大百科 全 书 出 版 社
里找到所求……

这 些 风 格 各 异 、 影 响
深远的出版社 ， 同 属 一 个
国 家 级 文 化 机 构 ———中 国
出版集团公司 。 它 还 有 另
一个名字： 出版国家队。

国 家 队 的 使 命 与 担 当
是 什 么 ？ 120 年 前 ， 站 在
中 国 现 代 出 版 业 的 起 点 ，
商务印书馆创 始 人 张 元 济
说 ： “数百年 旧 家 无 非 积
德 ， 第 一 件 好 事 还 是 读
书”。 而今天中国出版集团
的掌门人谭跃 总 结 ， “文
以载道 ， 商以 传 道 ， 创 新
弘道”。

风 正 帆 悬 ， 第 一 件 好
事还是读书。

◆历百多年沧桑， 惟学人精
神不变 。 自 1982 年 第 一 辑 “汉
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面世， 这
套丛书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打通学
术历史和文化疆域的经典启蒙 。
今年书展，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丛书·120 年馆庆纪念版·分科本”
将与读者见面。

◆ “世运之明晦， 人才之盛
衰 ， 其表在政 ， 其里在学 。” 血
脉的延续中， 经典对于学术的推
进， 意义非凡。 它们是学问的沉
淀， 也是未来的肇端。 作为中华
书局的经典品牌 ， “二十四史 ”
修订本又添两种南北朝时期的代
表 性 史 书 ： 《魏 书 》 修 订 本 、
《南齐书》 修订本。

◆中华文化经历数千年血火
锤炼， 积累了丰富经验。 中华书
局出版的 《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
命》 中， 许嘉璐认为， “凭借中
国的经验和文化， 有伟大的中华
文化的积极参与， 促进世界新秩
序的诞生， 人类走向货真价实的
对话时代、 无战争时代， 完全是
可以期待的。”

“关注当下， 关注世界 ， 关注未

来 ” 被 视 为 知 识 分 子 的 天 职 。 所 谓

“知而行之” “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

成”。 从过去到现在， 许多经典启发着

我们， 中华民族与世界优秀文化的对

话如何而来， 并将如何绵绵不绝。
“这 套 书 的 封 面 装 帧 庄 严 简 洁 ，

朴 实 无 华 ， 而 内 容 精 湛 ， 耐 人 寻 味 。
通过这些著作， 人们可能接触到迄今

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 商

务印书馆原总编辑陈原这番感慨写在

了 1982 年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第一辑的出版之际。 35 年过去了， 这

套丛书早已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金字招

牌之一， 为其奠定了社科类学术译著

出版领域的权威地位。
继 2009 年向改革开放 30 年和新

中国成立 60 周年献礼而发行的 400 种

珍藏本之后， 商务印书馆在今年建馆

120 周年之时 ， 再一次制作了 “汉 译

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一套是

“120 年纪念版·分科本”， 继续分为橘

色的哲学类、 黄色的历史·地理类、 绿

色的政治·法律·社会学类、 蓝色的经

济类、 棕色的语言类； 另一套是珍藏

本， 小 16 开， 布面精装书皮， 封面烫

金。 珍藏本或在年底发行， 而本次书

展与上海观众见面的为 “120 年 纪 念

版·分科本”， 包括已出版的第一辑至

第 15 辑的 600 余种， 和即将出版的第

16 辑全部及第 17 辑部分品种 ， 共 计

700 种， 翻译规模空前。
即将发行的第 16 辑收录 50 种书，

包括哲学类 19 种、 政治·法律·社会学

类 10 种、 历史·地理类 13 种、 经济类

6 种 、 语言类 2 种 。 其中著名的有海

德 格 尔 的 《存 在 与 时 间 》、 伏 尔 泰 的

《哲 学 书 简 》 、 耶 林 的 《为 权 利 而 斗

争》、 托洛茨基的 《俄国革命史》 等。
相比以往， “汉译名著” 除了继续挖

掘各学派、 大家、 学科每个发展阶段

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外， 还扩大了收

书领域、 期限和地域。 商务印书馆学

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李霞说： “最开始

的几辑比较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来源， 但后来选书范围慢慢扩大到整

个学术思想领域。” 不仅有古希腊罗马

时期、 中世纪的古典书目， 还有二战

以后在学术上站得住脚的书目 ， 如英

国彼得·霍尔的 《文明中的城市》 等。
翻译拓展的领域愈加宽广 ， 而译

著的品质也在不断提升。 比如越来越

强调对照原文译介， 以收入第 16 辑的

维特根斯坦 《哲学语法》 为例 ， 该书

便是直接翻译自德文。 李霞说 ： “以

前懂德文的人较少， 所以我们会找某

个英译本译， 造成 ‘二手’ 转译。” 现

如今， 中国的翻译家直接与原作对话，
译 作 的 准 确 、 到 位 不 言 而 喻 。 同 时 ，
“汉译名著” 还在尝试出版体现西方学

界对古典著作研究水平的校注本 ， 如

德国胡塞尔的 《逻辑研究》 等。 这样，
“汉译名著” 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原典，
它还包含了对原典的研究； 不仅能体

现大师思想， 也能体现后世对相关大

师的研究。 这使得丛书的学术含量更

高， 对国内研究界亦更具参考价值。
如果说，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

书” 是西方学人的精神之海， 为中国

现 代 化 思 想 的 推 进 提 供 了 宝 贵 资 源 ，
那 么 中 华 书 局 的 “点 校 本 二 十 四 史 ”
便 是 中 华 民 族 浩 瀚 源 流 的 雄 浑 回 声 。
此次书展， 修订本 《魏书》 和 《南齐

书 》 将 同 读 者 见 面 。 修 订 本 《魏 书 》
由 武 汉 大 学 承 担 ， 历 时 10 年 完 成 。
《魏 书 》 点 校 本 原 有 校 勘 记 1993 条 ，
修订本校勘记增加到了 3306 条。 修订

本 《南齐书》 由中山大学承担。
其实， 无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丛 书 ” 还 是 中 国 的 “经 史 子 集 ”， 它

们能被编著为开放型、 常编常新的著

述， 其中的原因是相同的———文化是

人 类 及 其 社 会 的 品 质 ， 经 典 是 文 化

的 筋 骨 。 而 许 嘉 璐 撰 写 的 《中 华 文

化 的 前 途 和 使 命 》 或 能 给 我 们 如 何

看 待 中 华 文 化 与 其 他 文 化 的 异 同 ，
如 何 在 世 界 格 局 剧 变 中 探 讨 中 华 文

化的当下价值与担当， 提供参考 。 在

北京师范大学朱小健教授看来 ， 此书

在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建树： 一是对中

华文化作了提纲挈领的整体梳理 ， 二

是于跨文化交际作了拓展性探索 ， 三

是于当下世界的格局作了前瞻性的研

判。 如书中所言， “要完成人类历史

上 第 二 次 ‘文 艺 复 兴 ’， 所 有 民 族 要

共担重任， 中华文化应当充满自信地

贡献力量 ”。

◆诗人王维的 《相思 》， 在
中国人的情感谱系里别具意味 。
王安忆的新小说以此做篇名， 并
以 “相思” 二字结尾， 这二字代
表的是主人公一生的恩欠， 他的
愧 受 ， 他 的 困 囚 。 《红 豆 生 南
国 》 既是王安忆创作于 2016 年
的 一 部 中 篇 小 说 ， 也 是 她 2017
年最新小说集的名字， 此间收入
《红 豆 生 南 国 》 《向 西 ， 向 西 ，
向南》 《乡关处处》 三部中篇小
说，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小
说中一以贯之的， 是她对世态人
情的探寻， 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
入微观察。

◆莎士比亚， 舞台掌声、 欢
愉和奇迹的来源。 他还有个不那
么显见的标签： 大自然优雅的表
达者。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莎士
比亚风物三部曲》 就将大师的这
重身份推至读者面前。 《莎士比
亚 的 花 园 》 《莎 士 比 亚 的 鸟 》
《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 》，
这些散落在莎翁 26 部著名剧作
中的风物美景被连缀起来， 合成
了精美的画册集 ， 在德国诗人 、
散文家海涅的精妙读解中， 文学
与自然相遇， 全新视野下的莎士
比亚研究异彩纷呈、 趣味盎然。

王安忆一直在写。 仅是 “王安忆

新作” 这几个字就已令众多老读者期

待， 更何况她的 2016 年一连写成三部

中篇。 《红豆生南国》 《向西， 向西，
向南》 《乡关处处》， 三个故事分别发

生于香港、 纽约和上海， 讲述了生活

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 讲

述了他们的青春、 爱与孤寂。 这是在

写完形而上色彩的 《匿名》 之后， 她

对日常生活描绘的回归。

《红豆生南国》 是作家自上世纪

90 年 代 初 写 作 并 出 版 《香 港 的 情 与

爱》 后， 又一次讲述发生在香江畔的

故事， 创作初衷是 “为了写一写人世

间的一种情”。 小说里， 出生在内地的

男孩， 六岁时跟着养母去菲律宾寻找

阿爹 ， 不 想 在 香 港 落 脚 ， 就 此 生 根 。
他的一生跟随世情起起伏伏， 从童年

至青春 再 到 年 老 ， 与 养 母 、 与 妻 子 、
与生母、 与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

性们羁绊一生后， “他的恩欠， 他的

愧受， 他的困囚， 他的原罪， 他的蛊，
忽得一个名字， 这名字就叫相思。”

《乡关处处》 是王安忆再熟悉不

过的上海巷弄。 月娥辗转于城乡之间，
但不论 是 在 城 市 里 做 钟 点 工 的 活 计 ，
还是年节时回乡村， 她都一样地将生

命过得踏实而欢腾。 小说里， 上海宛

若活生生的一个人： 衰朽有时， 青春

有时， 但从未停止生长， 确实地过着

日子、 积累着情感。
《向西， 向西， 向南》 的故事本

身不复杂。 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 通

过不同的途径去往柏林， 至纽约， 再

到加州圣迭戈， 小说题目就是她们生

活路线的陈述———向西， 向西， 向南。
但清淡又细致的叙述里， 王安忆还将

自己对 “中西方文化关系” “人与其

所处时代的关系” 等一系列思考， 包

蕴在了人情世故中。
三部中篇读到末尾， 读者也许会

惊觉， 发生在三地的故事竟有些不谋

而 合 。 故 事 之 间 埋 伏 着 一 条 草 蛇 灰

线———乡愁， 或者说 “身份认同”， 蓦

然回首， 此刻是否就是永恒， 此地能

否留住一生。 王安忆写这些背井离乡

的逐梦者， 他们身份各异， 但生存体

验或是相通的。 有人评价， 这是作家

最经典的写法， 琐细质密， 于大时代

背景中描摹小人物的生存境遇。
在好书里探险， 意味着跋涉人心的

一切深处与远方。 如果说， 王安忆的笔

让人收获一种透视能力， 看得到历史河

流深处的世道人心， 那么另一种文学的

“变体” 将会带领人去到无尽的大自然。

19 世纪 30 年代 ， 德国诗人 和 散

文家海涅应巴黎出版商之约， 为一本

画册撰写解说词。 画册里都是英国画

家为莎翁戏剧中的女性形象所作的铜

雕画像， 总共 45 幅。 出版商本指望海

涅能凭自己对莎翁戏剧的了解， 给画

册写点解说词。 不成想， 那位 “德国

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 不仅做注

解， 还把图片说明词写成了曼妙的散

文诗。 更令出版商喜出望外的是， 海

涅以评说莎剧女主角做起点， 天马行

空地说开去， 纵论文化与社会中的女

性， 再贯通莎士比亚研究的多个子题，
时时有不遑多让的精彩论断。 按海涅

自己的说法， 莎士比亚是他 “精神上

的太阳”， 他坚信德国人比英国人更能

将莎翁理解透彻。 从此， 这本 《莎士

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 成为世界文

化史上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成果之一。
再往后， 《莎士比亚的花园》 《莎士

比亚的鸟》 相继问世， 成为大文学家

向天才文学家的经典致敬之作。
今年商务印书馆把三本画册散文

集 纳 为 “风 物 三 部 曲 ” ， 以 飨 读 者 。
看惯了描写人世间一切情感的莎士比

亚， 转而看看另一位文学家笔下， 那

个芬芳又灵动的莎翁， 别有趣味。 比

如， 海涅在 《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

妇人 》 中 是 这 样 读 解 克 里 奥 佩 特 拉 ：
“是的 ， 她 就 是 使 安 东 尼 身 败 名 裂 的

著名的埃及女王……是的， 这个克里

奥佩特拉是一个女人， 在这个词最可

爱又最可恨的意义上！ 她让我想起了

莱辛的那句名言： 上帝创造女人， 用

的 是 太 软 的 黏 土 。 它 的 材 料 过 于 柔

软， 很难适应人生的需要， 因此， 这

种造物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既太好又

太坏。”
有意思的是， “三部曲” 的编辑

们在审稿过程中为了核对引文， 将十

二卷 《莎士比亚全集》 置于案头， 以

至于每每核对过后， 还不免沉醉于莎

翁文字而手难释卷。 一边品读海涅的

文字， 一边重温莎翁的作品， 真是额

外的乐趣。

《中国古代技术文化》
江晓原 著 中华书局

该书是著名科技史研究学者江晓

原教授在数十年对中外科技史深入研

究的基础上， 对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的

一 系 列 思 考 和 论 述 ， 涉 及 工 程 技 术 、
天文地理、 医学等方面。 书中从中国

历 史 上 的 种 种 趣 事 出 发 ， 大 胆 设 想 ，
理性分析， 提出了大量睿智新见， 让

人耳目一新。 比如： 司南、 水运仪象

台等迄今为止都只是传说； 古代中国

宇宙中已有希腊影子等。 针对中国古

代技术史中存在的争议与误解， 作者

也廓清迷雾， 逐一回应。

《中华民族的人格》
张元济 著 商务印书馆

为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 150 周年、
商 务 印 书 馆 建 馆 120 年 的 特 别 藏 品 ，
是 为 张 元 济 编 著 《中 华 民 族 的 人 格 》
2017 年 合 璧 双 钤 印 本 。 张 元 济 先 生

1937 年编著该书， 书中记述了中国古

代 八 位 义 士 的 故 事 。 他 们 境 遇 不 同 ，
地位不同， 举动也不同， 但是都能够

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 藉由此

书， 先生希望告诉国人， 我们这个民

族从不缺少顶天立地的豪杰， 他们或

重承诺， 讲信义， 或临危不苟， 忠肝

义胆， 甚或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 这

才是中华民族的真人格、 真精神。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
张汝伦 著 商务印书馆

本书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

授， 该书为他的一部论文集。 在作者

本人看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
不是一个单纯的书名， 而是最近十余

年他自己思考的种种问题背后的一个

总问题， 是一个 “全体人类不能不思

的重大问题”。 本文集由三种类型的文

字组成： 一类是作者历年发表在学术

刊物上的正规学术论文； 第二类是学

术书评； 第三类是演讲稿。

《王城如海》
徐则臣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惟有王城最堪隐， 万人如海一

身藏”， 苏轼的诗句， 被徐则臣拿来做

了书名。 与之前花六年时间写就的长篇

《耶路撒冷》 回望来时路的视角不同， 这

本 10 万字的 “小长篇” 作品描述现实。
他描写我们置身其中的都市： 小说以一

名海归导演的话剧切入， 从争议、 压力、
人情世故， 描摹了城市的新世相。

《良训传家》
韩昇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该书跳出以个别古代家训为主的

说教式或文字释读式的写作方法， 系

统 爬 梳 了 传 世 重 要 家 训 ， 如 《论 语 》
《颜氏家训》 《菜根谭》 《曾文正公遗

嘱》 等经典篇目以及部分现存的家谱

资料， 结合相关世家大族的文献记载，
将家训的内容融入历史情境， 并用历

史事实与家训内容相印证。 家训向来

不是生硬的说教文字， 而是亲切可靠

的期望。 它展示的不是某一生活侧面，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道皆在； 栽

花种草， 赏月弹琴， 小景可观， 这是

完整的生活。

《御窑千年》
阎崇年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 瓷器文

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是

一部简明的瓷器文化史， 它同其他有关

阐述瓷器历史的著作有明显区别。 一般

意义上的瓷器史， 关注原料和工艺， 重

点在于 “物”。 但作为历史学家的阎崇年

更关注人在瓷器发展史上的作用。 书中

所涉及人物约 400 名， 都直接或间接地

与瓷器文化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通过爬梳史料和观赏传世的历代名瓷，
作者总结出一条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启

示： 御窑千年的历史文化， 在精美的瓷

器背后， 隐藏的精华是 “新”， 即思想创

新、 管理创新、 技艺创新、 产品创新。

《设计的故事》
迪人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本书作者和设计师均为 “中国最

美 的 书 ” 获 得 者 。 作 者 吸 纳 社 会 学 、
人类学、 哲学以及技术学、 艺术学等

研究成果， 以倒叙手法依次打开了现

代、 近代、 古代以至远古设计的大门。
书中讲述的一个个故事， 无论是聚焦

社会大众的生活， 还是过往贵族的豪门

盛景， 无论是面对工业品、 生活品、 建

筑与环境、 服装， 还是城市开发以及原

始部落文明， 都能看到设计品的种种细

节、 设计师的真实创作经历和灵感来

源。 此书还首次提出了 “设计之人” 的

哲学命题， 为设计理论界之首创。

《盖娅时代———地球传记》
拉伍洛克 著 商务印书馆

这是一部思考地球命运和人类未来

的经典著作， 作者曾获得由荷兰皇家艺

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第一届阿姆斯特丹

环境奖。 作为地球理学和盖娅科学的经

典著作， 书中提出 “地球是所有活着的

生物构成的超级个体” 的全新理论， 书

写了生命绵延的地球传记 。 “正如人

体是由细胞构成一样， 地球是所有活着

的生物构成的有机体……最为重要的是

地球的健康， 而不是某些个别生物物种

的健康。”

左图为 《老树作品的背 后 》
插图 （人民美术出版社供图）

还有这些新书值得关注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