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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范用先生？
如何传承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日前，在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京举办的纪
念范用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围
绕新近出版的传记作品《范用：为书籍
的一生》，多位知名出版人展开探讨。

撑起时代使命

范用 （1923—2010），历任人民出
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等职，曾策划出版

《西行漫记》《随想录》《傅雷家书》《干
校六记》和《读书》《新华文摘》等众
多重要书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
深远的出版家。

“范用先生是我的引路人，我的出
版生涯和他紧密相关。”三联书店原总
经理、总编辑董秀玉谈道，范用先生是
很少用话语表达观点的人，他只用行动
来表明他的态度。从他身上，董秀玉感
受到，出版是一种文化使命，要有担
当，要有牺牲，要有勇气，要有巨大的
社会责任感。

在三联书店原副总编辑汪家明看
来，范用先生做出版的一大特点是，他

善于把作者变成朋友，也善于把朋友变
成作者。他不但奉行邹韬奋先生提出的
三联书店店训“竭诚为读者服务”，也
表现出“竭诚为作者服务”的精神。很
多作者都说，遇到范用是一大幸事，范
用可谓作家的知己。许多朋友的书出
版，都是范用先生“催”出来的，比如
赵家璧的《编辑忆旧》，王世襄、启功
等的著作。

“范用先生担当了作为出版人、编
辑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汪家明说，

“他对书的热爱、对出版的热爱、对真
理的热爱，树立自己的出版原则，有主
见、不随大流，永远做一个清醒者，凡
此种种，若能认真研究体察，也许在出
版业发生巨变的当今，还能给我们鼓舞
和定力。”

在北京大学教授王一方眼中，范用
属于他的时代，范用和那个时代的出版
家撑起了“出版救国”“知识拓荒”“思
想拔节”的使命。范用是多元的，也是
多面的：从《我爱穆源》中，人们看到
他心中的大爱，质朴、浓烈，爱书、爱
出版生活、爱编辑事业；从 《叶雨书
衣》与“叶雨”（业余） 的笔名，人们
看到他的职业跨界与对书品淡雅的坚

守；从《范用存牍》，人们看到他社会
交往的广度与醇度。

赓续三联传统

70 余年间，读书、编书、出书、
写书、设计书、推广书……《范用：为
书籍的一生》围绕书而展开，呈现范用
先生一生的出版风貌。

作为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 作
者，汪家明认为，写范用，关联到三联
书店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新三
联书店的历史，而三联书店的历史又关
联到中国现当代出版史，中国现当代出
版史又关联到中国现当代文化史、思想
史，尤其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
化思想的嬗变。

读罢《范用：为书籍的一生》，商
务印书馆执行董事、总经理顾青认
为，以三联为命、以三联的书为命，
这是三联最重要的传统。不断从出版
传统中汲取精神养分，是当下出版人
应有的姿态。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表示，自己正
是通过《读书》杂志才进入京城学术界
的。《范用：为书籍的一生》基于三联

书店的编审档案和来信等写成，具有权
威性。

在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李频看来，“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
范用”“今天，我们如何纪念范用”
两问合成了纪念、研究范用先生的基
本思想结构。

李频认为，从宏观来看，范用和陈
翰伯、陈原等出版人一道，以远见卓识
和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开创了中国出版业
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中观来看，一部
三联书店史就是半部中国现当代出版
史，范用是邹韬奋之后对三联影响最为
深远的领导人；从微观来看，范用和他
果敢出版的书籍基本定义和诠释了改革
开放出版史。

“只有深刻观照范用先生中共党内
出版家、革命出版家、改革开放出版家
的‘三位一体’，才能理解他‘为书籍
的一生’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
泉。”李频认为，“书痴范用”内心澄明
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是纪念、研究范用的思想、逻辑起
点，也是研究、理解范用、陈翰伯、陈
原等出版家的基本思想方法。

（下转02版）

三联书店举办纪念范用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范用？
□本报记者 孙海悦

冬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甘肃
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大河村，
田间谷地暖意融融，安置点内井然有
序，群众生活渐回正轨。2023 年 12
月 30 日上午，在大河村临时安置点
的137号活动板房里，临夏县黄泥湾
镇程家川中心小学教师胡宜芳正带着
十几个孩子围坐在书桌前，在氤氲书
香中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板房内的图书借阅登记簿上，详
细记录着孩子们借阅的书籍目录，儿
歌、童话、小说……老师帮孩子们选
取了许多适合他们阅读的书。

“五年级下册的课文《祖父的园
子》 就是选自萧红的这本 《呼兰河
传》，孩子们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
外，还可以在这里丰富课外知识。”
胡宜芳说，爱心书架上的少儿读物都
是根据《中小学生课外必读书目》为
孩子们整理和挑选的。

胡宜芳口中的“爱心书架”，正
是读者出版集团为积石山县地震灾区
群众建设的“农家书屋·读者爱心书
架”。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为支
援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满足灾
区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读者出版集
团第一时间出资100余万元，为积石
山县地震灾区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建

设“农家书屋·读者爱心书架”。
读者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梁朝阳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为建好爱心书架，集团紧急定
制了100个书架，同时从甘肃省新华

书店及集团所属8家出版社紧急调集
并精选了 370 余种图书、期刊。“既
有主题出版物，也有深受孩子们喜爱
的绘本、中外名著、国学经典等，其
中不少是获奖图书。此外，针对受灾

群众实际需求，我们特别筛选了一批
防灾减灾、卫生健康类图书。”

“爱心书架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
8 点 30 分到 11 点 30 分，下午 2 点 30
分到 5 点 30 分，家长和孩子们都可
以自由阅读，如果想带回去看，也
可以登记借阅。”大河家小学教师索
永清一边忙着整理图书，一边向记
者介绍。

“ 我 最 喜 欢 这 本 《一 颗 螺 丝
钉》，讲的是雷锋叔叔在大雨中帮助
别人的故事。他牺牲后，他帮助过
的人继续帮助更多的人。”在爱心书
架前，正在仔细挑选图书的大河家
小学四年级学生马丽娜向记者讲述
着书中的内容。

“ 首 批 购 置 的 书 架 和 精 选 的
17830册图书、期刊已全部运抵积石
山县，正在根据受灾群众安置点实际
情况，按照成熟一个建设一个的原则
加快推进。目前，已在积石山县石塬
镇肖红坪村、刘集乡团结村、大河家
镇陈家村、大河家镇大河村等临时安
置点建成多个‘读者爱心书架’。”梁
朝阳介绍说，“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丰富灾区群众文化生活，使他们
从书中获得心灵慰藉，舒缓焦虑，点
亮生活希望，早日重建美好家园。”

再访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的活动板房内书声琅琅——

读者爱心书架传递新年希望
□本报记者 田野 文/摄

刚刚过去的元旦，各家媒体都用最亮眼
的内容回报读者的厚爱。《北京晚报》1月1
日出版的16个版中，中间的一个通版为读
者送上一份龙年“新闻年历”，这也是北晚
多年首期的保留版面。

这张印在薄薄报纸上的新闻年历，也许
不能和各式精美日历媲美，却在和读者分享
关系你我的大事小情，力透纸背的是对读者
的挂念与承诺。拿出新年首期的珍贵版面，
将新闻年历坚持做下去，读得出北晚服务读
者的责任与初心。

这张年历的特别之处，一是体现了新闻
纸传递信息的价值，在每个月表格上方提示
即将到来的重要纪念日、国家大事及重要赛
事等，虽然涵括有限，也是为这份报纸的读者
而甄选。报纸要告诉读者哪些要事，市民读
者关心、偏好哪些事，是在长期的彼此熟悉中
形成的双向传递，比如1月列了爱国主义教
育法正式施行、卡塔尔亚洲杯开幕两件大
事。二是简单实用，融入读者日常生活。把
这张通版报纸贴在墙上，压在写字桌的玻璃
板下，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联结着读者与
媒体，成为读者参与社会生活的窗口。

这份小小的“福利”，让我们思考全媒
时代媒体竞争的手段再出新出奇，也离不开
做好“新闻+服务”。读者希望从媒体上看
到什么、获得哪些帮助？媒体要研究读者所
需、倾听诉求与反馈，用有品质、有温度的
内容汇聚读者，拓宽“新闻+服务”路径，
同时提升服务附加值。

服务读者、奉献社会，是媒体社会责任
的核心，媒体融合越向纵深推进，越要不断
加强并且创新实践服务责任。中宣部、中国
记协印发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办
法》中，服务责任被列为与政治责任、阵地
建设责任等同样重要的方面，2023年超500
家新闻单位向社会发布媒体社会责任报告。
社会责任不是“高大上”，更不是“我做你
看”，一定是双向奔赴的过程，是抓牢泥土
而拔节生长的。也许只是一个做到读者心里
的微服务、一个读者乐于收藏的版面、一个
圈粉无数的栏目，细水长流便成为一家媒体
的价值坚守。

透过这份普通而耐人寻味的新闻年历，
其守正创新的服务，为媒体履行社会责任写
下一个生动案例。

一份年历，也是“责任”
□雷萌

积石山县临时安置点的活动板房里，老师带着孩子们畅游书海，丰富课外知识。

本报讯 财政部1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3 年全国财政文化资金预算安排
3933.7亿元，有力保障重点项目支出。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财政文化资
金预算安排3933.7亿元，比2022年增加35.8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896.6 亿
元，比 2022 年增加 30.7 亿元，有力保障了
重点项目支出。

2018—2022 年，全国文化领域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9283.3 亿元，年均增幅 3.3%；
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68.2亿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61亿元。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全力保障文化领域重点工作，健全多元化
投入激励机制，优化财政文化资金支出结
构，创新财政文化资金管理方式，提升财
政文化资金使用效益，调动各方参与文化
建设的积极性。 （央视新闻）

2023年全国财政文化资金
预算安排3933.7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全国宣传
部长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牢牢把握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聚焦聚力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首要政治任
务，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
流文化，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
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作出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进一
步回答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系列方向
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我们
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党
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征
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要坚持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准确把握新
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新局面。

蔡奇强调，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
化上持续用力，不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引向
深入。要围绕增强信心、凝聚共识构筑
主流舆论新态势，持续加强正面宣传和
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要广
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思想
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培育时代新
风新貌。要加强文化精品创作生产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要坚持党的文
化领导权，确保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

李书磊主持会议并作工作布置，强调要
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理
论武装工作走深走实，提高舆论引导能
力，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繁
荣文化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全面增强国际传播效能，有效防范化解
意识形态风险，建设高水平文化人才队
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
政治自觉、饱满精神状态、顽强斗争意
志、科学思路方法做好工作，努力推动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国
务委员谌贻琴出席会议。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蔡奇出席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