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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出新，赓续中华文脉
——写在中华书局成立一百一十周年之际

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大众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随着信

息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中华书局紧随

时代步伐，锐意创新、守正出新，打造出

“网上的中华书局”和“面向大众的中华

书局”。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

检索古籍”“人工智能自动点校古籍”“三

维全息苏东坡朗诵古诗”……这些以往

难以想象的新应用是由中华书局下属古

籍数字化企业古联公司开发的，这些应

用极大拓展了古籍的应用场景、降低了

古籍的使用门槛，使古籍和传统文化离

群众更近了。

目前，中华书局创设的籍合网拥有

22万注册用户，30多个大型古籍数据库

拥有 40 亿字的海量内容，服务海内外

140多家机构。还拥有一个总字数超 70

亿字的古籍大数据中心，数据主要用于

机器深度学习、训练人工智能。现在，中

华书局开发的古籍智能处理系统可以自

动给古籍断句标点、自动标记人名地名、

自动核对引文、自动识别古籍文字等。

“这些技术工具与众包平台相结合，在古

籍数字化整理和编辑过程中爆发出巨大

能量，极大提高了古籍整理的效率。”中

华书局古联公司总经理洪涛说。

“大专家写小文章”是中华书局开创

的优秀传统之一。《中国历史小丛书》《中

华活页文选》《文史知识》等读物把中华

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的历史文化介

绍给广大读者，数十年来畅销不衰。

进入新时代，中华书局面向大众的

普及性读物佳作不断涌现，《中国古代物

质文化》《建筑的意境》《〈资治通鉴〉与家

国兴衰》《故宫营建六百年》《百年革命家

书》《发现三星堆》等兼具学术性和普及

性的著作反复再版。“跟大师学国学”系

列、“一本书读懂”系列、“国民阅读经

典”、“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经典名著全

本全注全译”、“传世经典文白对照”等经

典文本普及系列……照顾到各类读者的

不同需求，受到广泛欢迎。

线上直播、名家讲座、趣味视频、嘉

宾探店、神秘盲盒……近年来，中华书局

不断创新，用全新的传播方式宣传品牌，

服务公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故步自封、陈

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

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

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中华书局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自己的使

命任务，守正出新，砥砺前行，为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周绚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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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

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

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

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

行业为大。”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

写于 100多年前的这句话，今天依然镌

刻在书局大厅的入口处。

“中华书局能从一家小小的民营出

版社发展成今天中国最大的专业出版机

构之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

是内在的精神动力。”中华书局执行董事

周绚隆说。

自成立之日起，中华书局就把“为往

圣继绝学 为国家保文脉”作为自己的使

命，投入满腔热情，110年来，坚守不渝。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书局

就以现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大型古籍丛

书《四部备要》，影印出版号称“古代百科

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

1958年，随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

组成立，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进

入新阶段。在古籍小组领导下，中华书局

先后整理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

《全宋词》《甲骨文合集》等大型古籍，为

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奠定了

中华书局新的历史地位。

最能代表中华书局古籍整理成就、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整理出版点校本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这套书被公

认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代表作，对

中华文化传承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在

以前想要方便地阅读“二十四史”及

《清史稿》却并不容易，各种版本字句

差讹，名目繁多，没有标点分段，读起

来困难重重。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二

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于 1958

年启动。一时群贤毕至、大师云集。20

年孜孜不倦，20 年苦心孤诣、精益求

精，终于呈献出一部“面貌全新、校勘

精 良 的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版”的

“二十四史”。从

此，这部以往只

能 供 专 家 学 者

阅 读 的 古 籍 化

身千百，走入千

家万户，成为人

人案头可备、能

实 实 在 在 阅 读

利用之书。

习 近 平 总

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2013年 12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

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

活起来。”

进入新时代，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

出版事业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华大

藏经（汉文部分）·续编》《永乐大典》等国

家重大出版工程稳步推进，《长沙马王堆

汉墓简帛集成》《五礼通考》《出土战国文

献字词集释》等代表古籍整理水平的重

量级图书相继出版……

值得指出的是，出版这些著作，中华

书局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首要目标，很

多项目是中华书局编辑部主持或深度参

与整理编撰，历时十余年才完成，但正如

中华书局前任总经理徐俊所说“这类书

即使没有补贴我们也要做”。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8 年至今，中

华书局系统整理出版了数千种古籍，覆

盖了经史子集各类，体系完整、质量上

乘，满足了学术界文化界的阅读使用需

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正本清

源的重要贡献，为中华民族培根铸魂奠

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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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

但对中华书局而言，献身学术、精益求精

的精神品格却是历久弥新、代代相传的。

而这种精神不仅仅属于中华书局，更属

于整个学术界。

2006 年，中华书局启动点校本“二

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中华书

局历史编辑室具体承担此次修订工作，

负责人胡珂是一位80后，她说：“我们虽

然在学养上和前辈大师尚有距离，但我

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前辈们

献身学术、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的精神，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依然

在传承，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二十四

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推上一个新

的台阶，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一部更准确、

更完备的史学典籍。”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修订者和中华

书局的编辑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

血。以《梁书》为例，在“二十四史”里，这

部书体量较小，但即使如此，修订者仅仅

在其中一卷就给出了几百条修订意见，

全部校勘长编高达上百万字。责任编辑

把校勘记打印出来，数千页A4纸堆在桌

面，像一座小山。点校本《史记》早被学术

界公认是整理水平最高、最可靠的本子，

但经过此次8年的修订，仅校勘记就新增

了3400多条，处理文字约3700字，重要

的标点改动约 6000 处。“‘校书如扫落

叶’，古人这句话我们深有体会。”《梁书》

修订本责编李勉说。

精审细校已经成为中华书局的“基

因”。有时为了一个名词或一个标点，编

辑要和修订者反复沟通多次，不乏吵得

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此时

就要反复查对文献、研究版本，寻找新的

根据。负责主持修订“新旧五代史”等三

部史书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感慨地

说：“参与修订工作后，可以切身感受到

整个工作的规范严谨，相当于自己也再

次历经专业的学术训练。”

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中华书局在古

籍整理出版工作中培育并传承的这种精

神为中华书局赢得了崇高声誉，许多学

者把在中华书局出书视为对自己学术地

位的肯定。历史学家顾颉刚甚至在遗嘱

中要求把自己的全部著作交由中华书局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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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位于丰台区太平桥街道的中华书局诞生

于110年前。110年来，这家以“中华”为名的出版

机构始终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以推动民族进步

为旨归，把自身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

起，彰显了出版人守护中华文化、贡献国家民族的

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