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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业虽小 
      与国家社会而言比任何行业为大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有一段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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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余年来，中华书局的精神动力就是肩负时

代使命，传承文明，传播文化，锐意进取，助力社

会进步。这种精神是中华人一直秉承下来的，并且

始终以此为驱动力。不论是1949年以前作为民营

企业，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有企业，中华书

局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1958

年成立古籍整理出版 规划小组后，中华书局被

指定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形成了以古籍学术

为主的出版特色，自觉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

任。这些年来，中华书局努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行创造性转化，做好大众普及工作，做出了一些

成果，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项工作还在路上。

▇ 十年精品 
     出版图书四部分突破

从中华 书局 现有的图书 板 块 来 划

分，这十 年 的成 绩 主要 可 以 归 纳 为四

部分。

一是继续发扬古籍整理出版优势，

推出一大批代表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水

平的典范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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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图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等

国家级奖项。备受瞩目的点校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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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华书局做“活”传统文化

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启动以来，已经出版

了《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

书》等11种，先后荣获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国出版政

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首

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等多项国家级和专业

领域权威奖项。

二是人文学术和普及读物亮点纷呈。2013

年，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中国好书”评

选活动正式启动，中华书局《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建筑的意境》（2014年）、《故宫营造》（2015

年）、《〈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2016年）、

《庄子的世界》（2019年）、《故宫营建六百年》

（2020年）、《百年革命家书》《发现三星堆》

（2021年）等多种图书相继入选。

三是经典文本的创新出版多有成功尝试。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

丛书”，这是中华书局第一条亿元级产品线，也是

中华书局勇于开拓市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双丰收的典范。其他还有“古典名著译注”丛

书、“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等多条差异化产品线。

四是主题出版勇于创新，党史、抗战史相关

图书取得不俗成绩。《重读抗战家书》入选2015

年度“中国好书”，《重读先烈诗章》荣获第六届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百年革命家书》入选

2021年度“中国好书”。

▇ 擦亮品牌 
     专业专注做好传统文化

擦亮中华书局的品牌，首先还是要专业专注

地做好传统文化，这是第一要义。要给传统业务

板块增砖添瓦，不断加入新元素，保持中华的质

量优势、体量优势。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要保证

品质，在行业中起到标杆作用；学术出版要提升

出版理念，打造品牌产品线，通过积极作为、主动

延伸，引领学术风气和风尚；大众出版要提供与

当代人精神世界有关联的普及产品，提炼分析经

典典籍中的内容，并以直白的方式呈现出来，让

它们成为当代人阅读的一部分。

从百年局庆的“守正创新”，到110年的“创

新向未来”，中华书局想要紧跟时代发展和风尚

变化。中华书局传统文化、古籍学术的出版特色

已经形成，保持优势不代表固守其中，反而应该

不断地去拓展出版边界。比如中华书局早年出版

过一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收录了古今中外人

文社科领域的经典名著，汇聚了精神创造和知识

积累。这套书就彰显了陆费逵先生创办中华书局

之初的出版格局。

▇ 质量是生命 
     要牢牢把好质量关

“图书是一种内容产品，质量是它的生命

线。作为出版人，我们有四个责任必须坚守，政治

责任、社会责任、文化责任和质量责任。不论是古

籍学术还是大众产品，质量都绝对不

能含糊。”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

书记周绚隆说。

周绚隆提 道“我以前就 和年轻

编辑说过，‘文责自负’这句话在编辑

行是不成立的。作者交给出版社的叫

作品，我们拿到市场上卖的叫产品。

对于作品来讲，作者是主体；对于产

品来讲，出版社才是主体，要牢牢把

好质量关。”

首先要解决的是态度问题，提高

对质量的重视。做好制度保障，加强流程管理。

2022年初，中华书局对一些在制品进行了全面

核查，坚决退掉了几部质量不太高的稿子。在质

量管理中，要求各个环节都要加强责任意识，分

管领导要“把指挥所往前移”，复审、三审都要

仔仔细细地看。 

从源头上来说，加强对各级编辑的培训。

质量是管出来的，作为古籍编辑，既然选择了这

个行业，就要具备把它加工好的能力，同时要强

化责任意识。要把工作能力和责任意识结合在

一起，图书出版质量把关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 拓展边界 
     出好书确保和出版主线贴合

对于中华书局来说，传统文化的优势特色

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没有介入当代原创的

冲动，中华书局的出版边界就无法拓展。只有更

加主动、强烈的突破意识，才能推着编辑往外

走。而且这种冲动往往会被现实消磨掉很多，所

以不太容易会“出界”。周绚隆一直强调，要做

到将心比心。什么是将心比心？你作为受众，选

书的时候想要读什么？从编辑自身来说，你作为

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什么书，就应该按照

这个标准去做书。

第二个判断是，

做书的首要原则是出

好 书，读 者对 好 书有

共同的判 断力。比 如

中华书局2022年出版

的非虚构作品《椿树

峁》，作者谢侯之是位

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

科 研专家，他 在 这 本

书里用白描的语言讲

述了在陕北插队的知

青岁月，表 达了真 挚

的感情。其中一篇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有“10万

+”的阅读量，读者留言都说看了非常感动。我

觉得这就是好书，是中华书局可以出版的。再比

如倪萍的《姥姥语录》，传承弘扬家风，也是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本书当时卖

了数十万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所以说，传统文化不只是典籍里的那些硬邦

邦的，它的范围其实很广泛。

基于以上两点，用价值观支撑，按专业常识

判断，然后放手去干。

▇ 古籍数字化 
      10年推进数字化工程

“推进古籍数字化”是对新时代古籍工作

的要求，《“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也将“国家

古籍保护及数字化工程”列入其中。

中 华 书局 过去10 年

最 大的突 破 就 是古 籍 数

字 化 。成 立 了 古 联（北

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

司，打造了包括中华经典

古 籍库 在内的多 个 专业

数 据 库，现 在 处 于 全 国

前列水平，在业内非常有

影响力；还研发了古籍文

字识别、自动标点等专利

技术，搭建了古籍整理与

数 字 化 综 合 平台“ 籍 合

网”，这些已经成为中华

书局重要的品牌支撑。  

传 统 文化 的 理 念在

骨子里扎根很深，中华书

局要做的工作是提炼、嫁

接，让“传 统”变 成一种

“时尚”。未来是技术的

时代，只有不断往下延伸、

往前开拓，才能创造出更

新的东西。其实所谓的创

新离生活并不远，只要转

换个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效

果。中华书局将来的融合发展也是这样，会在大众

应用领域投入更多精力。

▇ 助推国学 
     开拓全注全译阐释类产品

十几年来，大众读者从自发的“读经热”，逐

渐向传统文化的深度阅读延伸，对原典的需求量

明显增大。但原典有语言隔阂，怎样做出适合当代

阅读的产品，就很有讲究了。

中华书局从2012年开始出版了一套“中华经

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也就是读者说的“三

全本”。这套书的销售表现上佳，2021年底时年度

发货码洋首次突破了1个亿，是市场上独占鳌头的

一条产品线。除了这类产品，还有一些经典读物同

样受到热捧，比如文学经典。读者在阅读原著后，

可能有些内容没看明白，甚至被专业层面讨论的

问题干扰，这时候阐释类、讲解类产品就会受到欢

迎。

 中华书局的“三全本”“传世经典·文白对

照”，走的是原典普及这条路。讲解类产品有“迦

陵说诗”、讲解唐宋八大家的“康震书系”、阎崇年

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张国刚《〈资治通鉴〉启示

录》等。出版了“中华经典通识”，帮助读者厘清阅

读时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两个领域的持续开拓，让

中华书局在传统普及图书市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期待之后在传统化周边，甚至是当代原创方面也可

以实现对接。

▇ 创新向未来 
     开放理念开阔眼界

首先，要有开放的理念，跳出传统文化来看

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文化的构成，是文化的元

素，但不是全部。把自己锁在小圈子里，是不可能

有创造力的，更无法与新媒体融合。打破观念束缚

是创新的前提。过去十年，中华书局的发展成绩显

著，需要用更开阔的眼界去看待传统文化。比如说

古典文学也是传统文化，中华书局同样可以做，比

如出版的《阳明学十讲》。还需要再向外延伸，加

强和当代社会的联系。比如《汉服》，放在以往大

家可能会问，中华怎么会出服装类图书？但汉服也

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华当然能出，而且要出。

这就是所谓的“跳出传统文化来看待传统文化”。

其次，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建立作者队伍。

中华书局现在的作者群体基本都是 搞学术研究

的，在这样的学术队伍外，还应该再去寻找有创造

力的作者队伍，要和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

再次，要在新技术的融合发展上敢于尝试。古

联公司要做“苏东坡”虚拟数字人，这只是其中很

小的一个点，古籍数字化在个人应用领域可开发的

东西还很多，要推出更多工具性的，甚至是娱乐性

的产品。中华书局最近开发的文创产品—“孔壮

壮”微信表情包，市场反响就还不错，传统元素必

须和大家的生活建立联系，才谈得上当代创新。

未来，新一代读者拥抱传统文化的方式是平

等的、亲和的，不同于以往被教育的那样把传统

高高供起来，怀着敬畏之心去看待。面对这样的受

众，中华书局要关注他们、研究他们、满足他们，也

要用好的作品去引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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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多年来，一代代中华人薪火相

传，以务实求新、与时俱进的姿态，做

“活”传统文化，应答时代呼唤。 

步入新时代，当我们再谈起这家

“老字号”，要谈些什么？中华书局掌

门人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周绚隆讲述了

这家老店的发展，展望未来创新之路。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在回顾

与中华书局的交往时说道：“深信在未

来的日子里，中华书局一定会继续为中

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出版事

业的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无论

是作者还是读者，同为文化事业的一

分子，我们祝愿着，也期盼着，中华书

局的明天会更好！

《五礼通考》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椿树峁》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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