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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博览

!亲历学林社二十年"

雷群明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由一本!大书"引出的一套!大书"

!

雷群明

几代出版人倾注心血的#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

在!学林"早期出版的!大书"

中#有一本比较特殊#那就是$隋
唐文化%& 因为#别的!大书"都是
单独一本#出完也就完了#而$隋
唐文化%则是由一本!大书"引出
一套!大书"的!带头羊"#所以我
把它放到后面来说&

$隋唐文化%是陕西省博物馆
馆长' 研究员王仁波同志主编的
一本大型画册& 我社在成立后不
久就列入了选题计划& 由于我社
与香港商务和香港三联合作出书
的成功# 也引起了同为香港联合
出版集团成员的香港中华书局的
兴趣#于是#在

6788

年
8

月
!%

日
第一届沪港出版年会期间# 该社
出席会议的总经理高孝湛先生和
主任钟洁雄女士也主动与我社联
系#探讨合作出版的可能性&我社
有柳肇瑞' 沈兆荣和我参加了在
锦江饭店的磋商&

在听了我们选题的介绍后#

他们决定要与我们合作出版 $隋
唐文化%(当时签的意向书叫$中国
唐代文化%#草签协议和正式协议
名为$隋唐风俗文化%#在定稿过程
中最后定名为$隋唐文化%)&

6787

年
9

月
9

日# 我与柳肇瑞同志去
城市饭店同高孝湛先生谈好并且
签订了$隋唐文化%的正式合同&

协议确定#$隋唐文化% 的规
模' 规格和质量以及操作方面都
同与香港已出的两本书基本一
致#最好质量还能有所提高&希望
在文字和图片中体现出一个!新"

字#即学术上有新思想'新观点#

图片上有新材料# 编排上有新突
破& 当时我们提出#在文稿'图照
等方面基本由我方负责的基础
上# 希望香港中华书局能够利用
他们的便利# 取得一部分台北故
宫博物院的藏品# 以丰富本书的
内容&后来#他们的确搞到部分藏
品#为本书增色不少&

为了做好这本书# 香港中华
书局在当年的

66

月
$

日#就由钟
洁雄女士'危丁明先生(后来#他
们与卢建业先生分任香港方面的
责任编辑和美术编辑) 与我社的
总编辑柳肇瑞和责任编辑钱丽明
(我社的美术编辑是沈兆荣同
志)#一同飞到西安#与本书主编
王仁波' 副主编廖彩樑和主要摄
影罗忠民商定该书的提纲' 稿件
质量'交稿与出版时间和要求等&

香港中华方面强调# 一定要以社
会文化生活为主线# 以与香港商
务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合作的画册
$千年古都西安%各异其趣#完全
不同& 我们也完全同意他们的观
点& 当时大家讨论认为# 本书与
$千年古都西安%除了内容侧重的
不同# 还应该并且可以在以下几
个方面领先于同类书* 一是本书
由陕西省博物馆编撰# 在文物资
源的利用方面有着别人无法代替
的优势& 不仅本馆的文物可以充
分利用# 而且可以比较方便地取

得兄弟博物馆的支持& 二是本书
主编作为陕西省博物馆馆长'研
究员#有着这方面的研究优势#不
仅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而且
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三是本书不
搞大而全的常见套路# 而强调最
精华的内容# 最后决定集中在文
化层面的描述& 四是在图文并茂
方面狠下功夫# 要做到既有画册
的艺术美# 又有理论研究书的厚
重和深度&

由于本书原来的基础很好 #

所以只经过两社一年多的共同努
力# 本书就得以在

677:

年
66

月
顺利出版& 在大型图册的出版运
作速度上#也创造了一项新纪录&

$隋唐文化% 成书为小八开画册#

四十印张&文字部分约十万字#对
隋唐时代的文化精品作了精彩的
阐述#除总论之外#分
十一章# 分别论述隋
唐都城'帝王陵墓'壁
画'三彩俑'金银器和
铜镜' 书法' 科学技
术'音乐舞蹈'佛教艺
术'社会风情'中外文
化交流等内容# 可以
说是对我国封建王朝
的巅峰时代+++隋唐
文化精华的集中展
现# 不仅是一般的介
绍# 而且吸收了当时
学界对这一段历史研
究的最新成果# 也多
有作者的创见& 近五百幅彩图集
中了内地各博物馆收藏的文物精
品# 其中有一百多幅为国内首次
发表的一级文物珍品# 另外还有
十多幅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珍
藏# 是通过香港中华的努力而收
入的&而且#绝大多数的照片都是
新拍的第一手资料片# 很少用已
发表的二手照片& 为此虽然花费
较大#但是却能给人以新鲜感&

此书出版后# 各方面纷纷给
予好评&

6776

年
!

月
9

日#在上
海举行了 $隋唐文化% 的出版仪
式#市'局有关领导孙刚'卢莹辉'

赵斌和专家学者蔡尚思'苏渊雷'

马承源等一百余人出席# 发言者
都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复
旦大学教授蔡尚思' 华东师大教
授苏渊雷赞誉此书!说明扼要'装
帧美观'富有创造性"#是一本!图

文并茂的直观的爱国主义教材"&

事后还分别在$解放日报%和$文
汇报%撰文进行表彰&国家出版委
员会主任王子野同志在收到我们
的赠书之后不久# 就在 $人民日
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本
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它!是
一部光彩夺目的巨型画册"'!达
到现有画册的最高水平"# 看了
!令人精神振奋#赞叹不已"&

由于专家和读者的肯定 #这
本书在

6776

年获得了第五届!中
国图书奖" 的一等奖和上海市优
秀图书一等奖&

在合作过程中# 香港中华书
局方面曾提出# 希望以 $隋唐文
化%为标杆和起点#编写一套中国
古代文化史的高档系列画册#而
在此之前#我们也有这样的打算#

可谓是不谋而合& 我们当时曾与
王仁波等同志一起# 议定此书为
!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 打算分
为九册出版#即$原始文化%$商周
文化%$秦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文
化%$隋唐文化%$两宋文化%$辽夏
金元文化 %$明代文化 %$清代文
化%#我们并根据主要由他提供的
资料# 初步拟定了各册拟请的主
编名单&王仁波同志还承担了$秦
汉文化%的主编工作& 不过#在我
们肯定了香港中华的建议并且希
望继续合作共同来完成的时候#

他们却因为形势的变化# 要求改

变合作的方式# 否则觉得经济上
无法承受&几经商量未果#他们最
终还是选择了退出& 我社虽然有
心要坚持把此书 !配套成龙"#搞
成一个通史性质的系列# 但是由
于经济方面投入的巨大# 要同时
上马这样一套书# 远超出我们这
个小社的承受能力&另外#作者难
找和编写难度大# 也是整套书进
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直到
!:::

年#事情才有了转
机& 当年

6

月#新上任不久的!学
林" 社长曹维劲与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的社长翁经义达成协议#

决定由两社合作出版这套系列大
书& !学林"主要负责组稿和编辑
工作#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主要
负责提供资金和部分发行工作#

同时也参与部分编辑工作& 资金
问题解决后#当年

9

月#两社领导

班子就一起开会制订了一个实施
计划# 最后确定本系列一共出版
八本#即把我社原!中华五千年文
化系列"九册中的$两宋文化%与
$辽夏金元文化%合并为$宋元文
化%#其余不变&为了统一思想#加
快速度#还于当年成立了!中华五
千年文化系列"编辑工作委员会#

由曹维劲' 翁经义任主任# 雷群
明'张英光任执行主任#沈兆荣'

周清霖'柳肇瑞'翁经义'曹维劲'

张英光'张建一'焦健'汤世梁'雷
群明为委员& 并由沈兆荣担任总
美术设计#柳肇瑞'周清霖负责总
审稿& (

!::8

年#由于人员工作和
职务的变动# 这个编辑工作委员
会的名单有所变化# 主任为曹维
劲'张英光#执行主任为雷群明'

翁经义#委员增加了王界云#去掉
了焦健& 这时我已离开!学林"多
年#并且退休#但是他们仍然让我
占了一个!执行主任"的位子#实
在甚感惭愧& )

!::6

年
9

月 #$魏晋南北朝
文化%和$秦汉文化%都按时问世&

两书正式打出了 !中华五千年文
化系列"的牌子#在

!::8

年
8

月
撰写的总的$出版前言%中#有这
样的表述*!这套系列图册邀请全
国第一流的专家编纂# 他们具有
文物'考古'历史等方面的深湛理
论素养和实践经验& 参与编纂的
专家学者与出版社共同商定#这

套图册要力求体现最高的著述水
平'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并以一流的彩色图片' 新颖的版
式设计'精美的印刷装订来制作#

实现学术性'知识性'鉴赏性'实
用性的统一& ,系列-的每一册所
反映的# 既是五千年历史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反映历史的连续性#

又是五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独特的
存在# 体现出该历史时期文化特
有的风貌# 在众多古文化整理研
究读物中以它的鲜明特色和永久
价值而独树一帜& "

为了推动 !系列 "的尽快进
展 # 两社还借 $魏晋南北朝文
化%'$秦汉文化%出版的东风#于
!::6

年
6:

月
!%

日到
!7

日 #联
合在上海召开了!中华五千年文
化系列"主编会议#拟任$原始文
化% 主编石兴邦' 副主编赵辉#

$商周文化% 主编陈全方#$魏晋
南北朝文化 %主编罗宗真 '副主
编邵文良#$宋元文化%主编徐苹
芳 ' 拟任副主编杭侃 #$明代文
化% 主编单国强#$清代文化%主
编朱诚如等人参加& 会上#由$魏
晋南北朝文化 %'$秦汉文化 %的
主编介绍了编写两书的经验和
体会 (当时 #王仁波同志因为患
癌症#病情严重#已经住院#无法
与会#从医院里送来发言录音)#

然后#请各位专家就这套书的编
写要求和体例发表意见& 最后#

由各书的责任编辑分头与主编
讨论研究各书的提纲和具体问
题& 对于整套书编写工作中的许
多具体问题都得到了统一和解
决& 此后#两社都努力按照会议
精神加紧工作& 但是#原定十五
年左右出齐这套书的计划仍然
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 原定
!::!

年出书的 $商周文化 %与原
定

!::;

年出书的 $明代文化%#

直到
!::8

年才得以问世& $清代
文化%列入

!::7

年的出书计划#

到
!:6:

年
6!

月才出书 & 至于
$原始文化 %# 由于多方面的原
因# 出版社方面已决定放弃#而
$宋元文化% 的主编徐苹芳先生
不幸于

!:66

年
9

月
!!

日病逝 #

此书何时能够出版#至今仍是一
个未知数&

一套!大书"#历尽艰难#前后
经过作者和编辑出版等人员二十
多年的奋斗#尚未能完成&在此期
间#作者方面#除上述$宋元文化%

主编徐苹芳先生不幸病逝外#王
仁波同志

677<

年从西安调到上
海博物馆 #

6779

年起任副馆长 #

在
!:::

年底即发现身患肝癌 #

并且已经到了中期# 但是他仍然
坚持完成了 $秦汉文
化% 的主编工作 #不
幸于

!::6

年
6!

月
68

日英年早逝#享年
仅六十二岁 & 原定
$原始文化 % 的主编
石兴邦 ' 张忠培 '严
文明和副主编赵辉
同志已经为此书做
了不少的工作 #但或
者因为年事已高 #或
者因为工作变动 #已
无法打完这场 !持久
战 "# 最终这本书也
从!系列"中退出& 出

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发生了较大
的变动#除我之外#柳肇瑞已经离
休#翁经义也因为年龄关系#从社
长位子上退了下来# 改任总编辑
继而退休#

!:6<

年# 曹维劲也过
了退休年龄# 由段学俭同志接任
社长# 还有一些同志的工作也有
了变化&尽管如此#他们为这套书
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仍是不可磨灭
的&可以说#这套!大书"是倾注了
两三代出版人的心血&

我们的生命会有尽头#但是#

经由我们努力结出的出版之花#

却生命长存# 永远活在广大读者
的心里&我们无怨无悔&曹丕所谓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
事# 年寿有时而尽# 荣乐止乎其
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
无穷&"这不正是我们出版人的追
求吗./

主编会议与会者&右起'陈全方(邵文良(赵辉(徐苹

芳(石兴邦(朱诚如(单国强(罗忠明

)

隋
唐
文
化
*

本报地址!上海威海路
!""

号
#$%&

室 邮编!

&%%%'(

电话!

%&)*&&+,,,,,

转 传真!

%&)*&&+,+,$%

电子邮箱!

-./0123-.2456

文汇网!

---4-.2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