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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在全党全国喜迎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奋进
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
隆重开展。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成就之一，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以
下简称《大辞典》）被陈列在中央
综合展区的醒目位置，这也是国内
唯一参展的非遗保护出版成果。

《大辞典》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
委托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
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
助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基本科研
项目。该书由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
艺术研究院原院长兼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原主任王文章担任
主编，全国近600位非遗保护领域的
专家学者和从事非遗保护工作的骨
干力量参加编纂，31个省（区、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参与组
织工作，历时 6 年完成。全书收录
6636个辞条，共计320万字，辞条规
划和辞义阐释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经验、理论探
索和突出成就。《大辞典》集学术性、
权威性、实用性于一体，是非遗学科
建设的奠基性著作，是我国非遗保
护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文化产品。

这部精品辞书的面世并非偶
然，与其出版单位崇文书局在党的
十八大以来坚守“铸百年基业，出传
世精品”理念密切相关。

早在2016年，崇文书局一位入
职不久的年轻编辑提出做一本有关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辞书。这
个选题视野宏阔、立意新颖，契合国
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意志，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社领导的大
力支持，当即被列为社重点选题。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实施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加强中
华文化典籍整理编撰出版工作”。文
件精神印证了这一选题的重大价值。
虽然大型辞书投资大、实施难度高，
但出版社仍下定决心，在人力、物力、
财力、信息资源等方面给予充分保
障。经责任编辑积极联络、社领导多
次带队赴京拜访相关专家学者，耗费
大半年时间，建立起了一支以王文章
研究员为主编的核心团队。

在整个编纂过程中，责任编辑
一直与作者团队保持紧密联系，从
一开始即深度参与编纂过程，通过
编委会与全国各地的撰稿人沟通联
络。因《大辞典》涉及全国31个省
（区、市）近600位撰稿人，各地区、
各保护单位的具体情况都不相同，
为了及时答复撰稿人提出的辞书语
体、辞条体例、文字规范等方面的问
题，编委会除了定期组织编纂工作
会讨论遇到的共性问题外，平时也
不分工作、休息时间，随时为各位撰
稿人解答个性问题，切实保障了《大
辞典》编纂工作顺利完成。

2021年11月，《大辞典》以免
于鉴定形式通过中宣部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核验收，顺利
结项。2022年1月，《大辞典》印刷入
库。距离2016年这个选题第一次被
提出已经过去了近6年。

《大辞典》的出版为各级相关机
构、文化干部和理论研究者、高校师
生以及社会读者学习和掌握非物质
文化遗产理论，全面了解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突出成就
提供了宝贵资源。2023年4月，该书
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
这是该书自诞生以来的首个荣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开端
□张弛

2023年 2月 8日，由中国人民
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
学丝路学院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
迈入十周年的进展与评估研讨会在
北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一带一路”研究专家王
义桅作了题为《构建“一带一路”自
主知识体系》的主题发言。这个题目
正好揭示了我们出版《“一带一路”
大百科》一书的初衷。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出访
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是我
国的一项重大国策，反映在学术界
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一带
一路”的持续深入研究，继丝路学之
后，“一带一路”学也正在酝酿形成，
呼之欲出，已然形成了其独特的知
识体系；反映在出版界是相关图书
的与日俱增，已出版图书超过1000
种。但是，现阶段“一带一路”相关书
籍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一是门
类繁多，想要全面了解耗时耗力。二
是系统性、综合性不强。已出版的图
书中，要么过于宏观，缺乏具体翔实
的材料支持；要么过于零碎，就某一
具体问题和项目进行探讨，读者难
以了解“一带一路”全貌。三是缺乏
实用性，不便于编排查阅。对“一带
一路”的研究，很多时候需要官方的
政策资料，或者需要查找“一带一
路”已有的某些门类知识，供相关工
作者查阅、参考，但是目前还没有真
正实用性的相关工具书。因此，编纂
一部有关“一带一路”知识体系的综
合性工具书是学界、出版界共同面
临的当务之急。

2017年，崇文书局在经过充分
的市场调研后，结合本社出版特色
和优势，提出《“一带一路”大百科》
选题，拟通过百科全书的方式全景
式展现“一带一路”知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是国内最早投入“一带一路”研究的
智库之一，在“一带一路”研究方面

有着非常卓越丰厚的研究成果。经
过多次考察洽谈，最终确定由经济
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和中
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
长王文共同带领国内外上百位学者
组成编委会，一支专业强、层次高、
视角新的作者团队，为本书的编写
提供了权威的学术能力保证。

《“一带一路”大百科》是关于
“一带一路”知识的专题辞典，也是
“一带一路”领域首部专题性、纲要
性工具书，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
出版物出版规划。本书首次以百科
全书的形式对“一带一路”进行知识
梳理和汇总，首次搭建了“一带一
路”领域的知识框架，所有条目均在
历史文献和实际调研的基础进行原
创。作为首创之作，因没有借鉴和依
凭，90万字的稿件，需要消化处理
的资料数量极为庞大。不仅需要作
者对这些海量信息进行选择、辨识、
提取、分类，还需要形成词条并加以
准确阐释，最终编辑团队按一定的

框架结构将相关的知识信息归类整
理编排，便于查检。编纂工作难度相
当大，在近3年的磨砺中，不管是作
者团队还是编辑团队，都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和时间，为该书的编纂工
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23年4月，《“一带一路”大百
科》荣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如此盛誉为《“一带一路”大百科》画
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或许，这也是一
个新的起点。

《“一带一路”大百科》

构建“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
□程可嘉

得知 《中国抗日战争史
（全八卷）》获第八届中华优
秀出版物奖图书奖，作为编
辑，我非常高兴。回望它的产
生过程，不胜感慨。这套书从
动议撰写到出版，历时 14
年，和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等
长，其间亦经历了艰难曲折的
过程。

曲折的写作、出版
过程

2005 年，在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
际，为综合反映国内抗战史研
究的最新成果，并力图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
酝酿撰写一部新的抗日战争
史。当时的设想是，这部抗战
史不仅继续注重抗战军事史的
研究，还要注重军事作战以外
的中国社会的重大发展和变
化。时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
步平先生领衔申请中国社会科
学院重大项目，2006 年获得
批准立项。课题组成员以近代
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为主，同
时邀请了一部分所外专家，成
员有步平、荣维木、汪朝光、王
建朗、王奇生、臧运祜、黄道炫、
金以林等，都是研究抗战史的
权威专家。

抗战史课题立项后，由于
中央交给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
重要研究工作，而本课题的主
持人与主要成员均为中日共同
研究的中方委员，步平先生还
担任首席委员，所以本课题的
研究进度不得不推迟。直到
2010 年 1 月，中日共同历史
研究告一段落，才重新启动抗
战史课题的研究。2015 年 3
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
卷）》书稿完成，并于当年入
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主题出版”项目。2015年
11月，书稿履行重大选题备
案程序。2016年3月，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收到审读意见，
之后作者和出版社根据审读意
见修改书稿。然而，让人难过
的是，2016年8月，主编步平
先 生 因 病 去 世 ； 2017 年 3
月，第二卷主要作者荣维木先
生也去世。书稿的修改进度因
此受到很大影响。

2017年10月，修改后的
书稿按要求履行第二次送审程
序，2018 年 8 月审读意见返
回。之后作者、出版社根据二
次审读意见再次修改书稿。特
别是第二卷，因荣维木先生去
世，很多章节的改写任务不得
不重新分配，花了较长的时
间。2019年11月，八卷全部
出版。

这套书是我从业以来所经
手的战线最长的一套书，仅编
辑工作就耗时4年多。因是多
卷本，涉及作者较多，书稿交
来时在体例等方面差异也较
大，编辑做了很多统一的工
作。历史类书稿涉及诸多史
实，注释多、引文多，光是核
查文献、统一体例就要花去大
量的时间。各卷作者都是“大
咖”，也很忙，最后每卷的参
考文献、人名索引也是由编辑
来整理完成的。除了责编之
外，我社总编辑杨群、首席编
辑徐思彦也为这套书的出版付
出了很多努力。同时也由于战
线过长，每位责编手上同时在
编的还有其他稿子，多头并
进，如果没有历史学分社社长
郑庆寰在出版前几个月严加督
促和鼓励，这套书的出版也许
还要再延后一段时间。

这套史书的内容
特点

国内外已出版的关于中国
抗日战争史的著作众多，大部
分为专题研究，比如某一地
域、某一事件、某一时段的抗

日战争史，专门的通史性著作
不多。《中国抗日战争史（全
八卷）》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关
于中国抗日战争史最全面、
最系统的学术研究专著。第
一卷反映1931—1937年全民
族抗战爆发前的中国社会，
特别反映了全民族抗战前中
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英勇抵
抗，以及中国社会各界在罪
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面前
的多方因应。第二卷力图呈
现以军事斗争为主的抗日战
争全貌，特别阐述了中华民
族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第
三卷到第六卷分别对抗战时
期的中国政治、军事、外
交、经济社会予以考察。第
七卷反映沦陷区和伪政权的
情况，第八卷研究战后处置
与遗留问题，这两卷是过去
抗战史研究关注都不太多的
地方。

与以往同类研究相比，
这套书具有以下鲜明的学术
特点：

首先，以中华民族的全
民族抗战为中心，既重视对
正面战场的研究，也重视对
敌后战场的研究；既如实肯
定国民党对于坚持抗战的贡
献，也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
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同时论述了全体中国人民包
括海外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
巨大作用，真正体现了中华
民族的全民族抗战。

其次，突破了就抗战史研
究抗战、就战争研究战争的局
限，而是从长时段、大历史的
角度，以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与发展为背景，研究了战争时
期的政治、外交、军事、经
济、社会、文化、教育和沦陷
区等全方位的情况，从而使读
者对抗战14年有更全面的了
解、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准确的
把握。

再次，强调抗日战争对中
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国
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大意
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
纽”。由此出发，回答在以往的
抗战史中还没有深入研究的战
后问题，从而使后人能够全方
面、立体式地回望抗日战争，从
中汲取有益经验和精神力量。

最后，广泛利用了现藏国
内外的档案文献资料，尤其是
近些年来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
资料，从而使研究建立在坚实
的史料基础之上，做到了立论
有据。同时还广泛参考了学界
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推陈出

新，使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
了新的拓展和突破。

总之，该书从客观历史
事实出发，打破既有学术窠
臼和陈规旧说，始终以抗日
战争如何成为中华民族复兴
的转折点、如何成为中华民
族复兴的枢纽为论述的中
心，探求全民族抗战的历史
全貌和真相，强调开拓创
新，持论公正客观，使抗日
战争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方
面都有了重大进展。

最好的纪念

《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
卷）》在2019年年底出版之后
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和肯定。
2020 年适逢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5周年。7月24日，该书作
为重大成果，在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

“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
构 年 度 重 大 成 果 发 布 会
（2019—2020）”上发布。《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均作了专版
报道。9月2日，抗战胜利纪念
日前夕，我社组织学界专家召
开出版座谈会，《光明日报》、
中国新闻网等媒体均作了专
门报道。

步平先生、荣维木先生对
于推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
作出了重要贡献，该书亦凝聚
了他们的诸多心血。尤其是步
平先生，作为这套书的主编，
从选题的提出、全书框架及各
卷大纲的确定到对各卷撰写工
作的督导，都贡献甚巨。至今
我还记得和杨总编、徐老师一
起去近代史所和步平先生讨论
书稿中一些问题时的情景。那
是 2015 年 8 月底，步平先生
很热情地给我们泡茶，笑容亲
切，对于书稿中的一些问题都
给予了明确的答复，9月他还
为这套书写好了序言。从步平
先生去世后程兆奇先生的悼念
文章中知道，2013年，步平
先生都办好了调到上海交大的
手续，计划2015年到校。我
想，如果不是为了顺利完成八
卷本抗战史的编写出版工作，
步平先生早点去上海，也许不
会那么累，也就不会病倒了。
荣维木先生我久闻大名，但一
直没有机会当面请益，听说他
挺爱喝酒，如果荣维木先生还
在世，看到这套书出版，一定
会开怀畅饮吧。斯人已去，至
今思之，犹令人叹惋，这套书
的面世，也是对两位先生最好
的纪念。

《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

探求全民族抗战的
历史全貌和真相
□宋荣欣

出版是国家文化发展的基业，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需要。
身为出版人，要牢记编辑工作的初心和使命，坚定理想信
念，增强文化自觉，发扬工匠精神，提升产品质量，多出精品
图书，为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贡献力量！

——《“一带一路”大百科》责任编辑 王重阳、刘丹、程可嘉

出
版
寄
语

精心做好学术出版，打
造既体现优秀文化又弘扬
时代精神、既立足中国又
面向世界的精品佳作，为
构建高水平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中
国学术走向世界，贡献出版
人的力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历史学分社总编辑、《中
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
责任编辑 宋荣欣

出版寄语

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精品创作故事

建设出版强国是文化强国
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新时代
建设出版强国，首先要转变出
版观念，抓住新机遇，创造新
业态；其次必须树立精品意
识，提倡工匠精神。作为新时
代的出版工作者，我们将努力
提高策划能力和编辑水平，为
繁荣我国出版文化事业勇担大
梁，踔厉前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辞典》责任编辑 张弛

出版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