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

■主编：左志红 ■责编：袁舒婕

■版式：乔 磊 ■责校：魏 铼

■邮箱：cbfxxw@126.com

■热线：（010）87622062

2024年2月19日 星期一
05

微信公众号：

版话儿

■本期关注：新春读思录

龙年春节前夕，我从渔村转
道深圳，搭高铁赶赴家乡与亲人
团聚。一路上，归乡的旅人行色匆
匆，车厢里的乡音声调各异，人们
早早地与家乡的亲人诉说着离别
的衷肠，约着春节的相聚。

好几年没有这样的旅程，我
的内心急迫而忐忑，竟有点像去
赶赴一场初恋的约会。不知谁曾说
过，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叫
远方。但不管怎样，时间是一剂良
药，总能治愈游子的心。唐代诗人
宋之问写过一首《渡汉江》：“岭外
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我知道诗中的落寞
本非描摹游子的心境，但人们毫无
例外地读出了离别的愁绪。

我在渔村工作生活，恍然不
觉已近 6 年。对于千里之外的故
乡来说，我算是一个漂泊的游子。
对于一个时代来说，6 年稍纵即
逝，但对个人来说，值得记住的事
情太多太多。我常常庆幸自己能
够与一群志同道合热爱出版的同
事一起，从事喜爱的工作。无论是
过去刚走上书业的道路，还是现
今依然未曾离开半步，我深知自
己受惠于时代、前辈和同事的太
多，对此，我永远珍藏着感激。

2018 年 5 月初，我来到香港
联合出版集团时，正值集团成立
30周年，而旗下出版机构在香港
成立已逾百年。三十而立，灼灼其
华；百年基业，更待传承。站在前
人的肩膀之上，我深知集团还有
更长的路要走。见面会上我和同
事立下宏愿，要像爱惜生命一样
爱惜一代代人共同的理想情怀，
爱惜集团的百年品牌和事业基
础，以植根内心的自我修养、忠于

职守的契约精神、敬业乐群的职
业操守、无需提醒的工作自觉、自
我约束的廉洁品格、充满善意的
做人准则、合作共事的团队意识、
突破自我的创新能力，投入最大
的诚意、挚爱和忠诚，为实现集团
的发展愿景而努力。

2018年11月中旬，在饶宗颐
学术馆，集团首办联合出版大讲
堂。当天，基于对文化的情怀、书
业的热爱和集团发展的共同关
切，同事们各抒己见，而我选择聆
听。我在同事们的发言中沉思，在
遥远的思绪深处，集团百年来路
上一个个身影清晰可见。回望来
路，我意识到，那次的集会是我们
再次出发的开始。

那次集会，我们体认，“责任
感让我们出类拔萃”；我们提出，

“致敬传承，创新求变”，一同立下
集团“全球视野、世界格局、中国
气派、香港特色”的宏愿，践行“中
华文化传播者、世界文明融合者、
香港社会建设者”社会责任，并把
它确立为立足香港、面向世界、深
耕文化、奉献社会的不二信条；我

们时刻提醒自己“以文化人、以书
立社”，不忘一代代联合出版人打
造传世品牌的文化理想；我们一
致体认，从过去到现在，到更远的
将来，我们将一如既往致力于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立志
要建成“以香港为产业中心，以粤
港澳大湾区为发展半径，以大中
华区为影响力领域，主业突出、品
牌优秀、业态先进、产业链完整、
核心竞争力强劲的出版传媒领军
企业”。我们将共识写入集团“十
四五”发展规划，白纸黑字，立此
存照，说了就干。

5 年间，我们深信，“出版是
集团安身立命核心竞争力皇冠上
的明珠”，推动“出版主业提振工
程”，提出“聚焦出版做出版，跳出
出版做出版；聚焦香港做出版，跳
出香港做出版”，持续擦亮旗下三
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
品牌，迎来培进公司新伙伴，35
周年“阅·无止境”论坛推广全民
阅读，共建书香城市，积极争取各
界支持，推动香港特区政府创设

“香港全民阅读日”，致力于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竭力奉
献传世好书；我们深信，“书店是
城市的文化火炬和文明灯塔”，努
力把书店建成“城市会客厅、书店
样板间、文化直播室、读者打卡
地”，建成图书发行零售连锁体
系；我们深信，“改变才是不变的
选择”，加快推动“渠道变革、业态
创新、科技驱动、管理升级”，实施
品牌驱动，整合经营资源，重构商
业模式，启动全面营销，拓展经营
边界，在“一带一路”国际市场开
疆拓土，运营“一本”“知书”等互
联网平台及“一本读书会”，积极

探索知识付费及互联网新领域，
复刊《美术家》，创办《读书杂志》，
拓展西泠学堂、“艺文香港”、香港
教育研究院、“橙立方”新媒体矩
阵、“一本读书会”、新雅童书馆等
新平台，努力建成香港文化艺术、
知识服务、信息传播和教育培训
新平台和文化阅读新高地。

5年间，我们经历风雨，也迎
来彩虹。每逢重整队形的时候，我
都发现，一干热爱文化和书业的
同事齐聚，目光坚定，相互砥砺。
即便是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大家
也从未停下脚步。静默中环顾四
周，满目都是疾走的身影，我想要
感谢几句，却也一时找不到合适
的词句。我体会到，最好的感谢是
珍藏在心底且永不忘记。

我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转
角的机会。龙年伊始，大家又聚在
一起，在渔村温暖的阳光里，我漫
步在这片土地，不知不觉间走过
了土瓜湾、穿越了九龙城，路边车
轮悄然驶过卷起尘埃，躲过后才
发现，自己还是选择了那条来时
的道路。

我固执地认为，多年以后，
如若我们依然挚爱着曾经走过的
文化苦旅，一定和内心的情结有
关 。 2018 年 我 加 入 集 团 时 说
过，记不清是哪位哲人说的，荣
誉是时间的女儿。在此，我想把
这句话分享给书业中的同道中人
并时时自勉。

因为，在时间将我们的内心
磨砺得荒芜的时候，我们需要停
下脚步，耐心地聆听世界、凝视
彼此。

（作者系香港联合出版集团
董事长）

在内心在内心荒芜时聆听世界凝视彼此
□傅伟中

春节假期没回老家，难得放
松，我读完了张平的长篇小说

《换届》和马伯庸的小说《太白金
星有点烦》，都是很值得一读的文
学作品。

《换届》情节跌宕起伏，敢于
直面现实，以当下人们熟悉的社
会现实为背景，生动塑造了当代
领导干部群像，其中既有敢担当
敢作为的领导干部，也有“躺
平”、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少数
干部，还有虽有缺点、但关键时
刻能舍生取义的基层干部，具有
很强的人民性和时代性。整部作
品融进了作家对现实的深刻感悟
和美好期待，描写生动真实、真
挚感人，张平“人民作家”的称
号当之无愧，我由衷感佩。

《太白金星有点烦》是以《西
游记》中唐僧取经为背景的职场
小说，其实和 《换届》 描述的
情节有很多相通之处。马伯庸
深谙体制内外职场之道，明写
仙界、实写人间，情节、角色
设计紧凑合理，读者可以一口
气读完。书中影射了很多熟悉
的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作家知
识积淀丰厚，写作轻松幽默，娓
娓道来，读来兴味盎然。

这两本书都是拜“新华荐
书”所赐，使我和好书有了更多
相遇的机会。“新华荐书”是在中
国出版协会和韬奋基金会指导
下，新华出版社联合新华社旗下
各大媒体共同发起的社会公益文
化活动，每两个月在全国各出版
社推荐基础上评审发布 10 本好
书，目前已发布22期，并开发了

“青春书单”“山水阅读书单”等
垂直类情景阅读书单，已成为知
名荐书品牌和新华社服务全民阅
读的重要载体。

我加入出版行业不满 3 年，
还不敢自称为出版人，但切身感
受到了出版业的使命与担当、挑
战与压力。2024年新华出版社将
迎来建社45周年，作为新华社主
管主办的中央级综合出版社，如
何提高站位、坚守品位、发挥优
势？这是我在春节假期集中思考
的问题。“在最高峰眺望、从源头
处饮水、在靠船处下篙、在大棋
局中落子、抓住纲绳撒网”，新华
社社长傅华在2024年新华社工作
会议上阐述了这 5 点工作体会，
我反复领会，觉得对新华出版社
未来发展非常有指导意义。

在最高峰眺望。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

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引，新华
出版社只有切实学深悟透，把握
好、运用好这一思想蕴含的世界
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
点方法，才能切实履行好国社出
版人的职责使命，努力成为主题
出版国家队。

从源头处饮水。新华出版社
作为新华社直属机构，红色气
质、红色血脉与生俱来，只有把

“两个确立”的政治共识转化为
“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牢记先
是“革命人”再是“新闻人”、先
是“党的人”再是“新华人”的
政治定位，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
队伍之外，才能确保新华出版社
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
进，赓续红色血脉，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在靠船处下篙。新华出版社
是新华社努力建成国际一流新型
全媒体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只
有紧紧围绕新华社职责定位和优
势谋划工作，通过图书出版、融
合出版等多种方式，聚焦展现制
度优势，聚焦满足人民需要，聚
焦服务治国理政，聚焦助力民族
复兴，聚焦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靠船下篙、精准发力，才
能通过出版更好为新华社履行党
中央喉舌、耳目、智库职责服
务，通过出版拓展新华社影响
力，让新华版图书成为新华社新
闻信息产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棋局中落子。新华出版
社是新华社主管主办的出版机
构，只有强化大局意识、增强整
体观念，自觉把出版社工作摆到
新华社大棋局中谋划，充分发挥
新华社整体的资源优势、渠道优
势、品牌优势、人才优势，与新
华社采编、经营、管理以及国内
分社、海外分社加强有效联动，
攥指成拳、形成合力，优势互
补、一体发展，才能努力建设

“新华社的出版社”和“出版界的
新华社”，共同朝着新华社努力建
成国际一流新型全媒体机构的奋
斗目标不断前进。

抓住纲绳撒网。只有聚焦核
心、围绕核心、服务核心，以最
高的政治责任感和最强的政治使
命感用心用情做好主题出版，瞄
准改革攻坚的重点环节，调整
产品结构，加快融合发展，加
强市场营销，发展多元经营，
把有效战斗力集中到关键战场
上，才能确保各方面工作目标
清晰、指向明确、措施有力，
做到事半功倍，推动出版社事
业高质量发展。

最近几年，出版业市场格
局、经营模式、内容生态、发
行渠道都在发生剧烈变化，但
社会对高品质内容产品的需求
并没改变，移动互联网、人工
智能、融合发展给出版业带来
的机遇越来越多，出版业本身
转型的速度越来越快，让我们
对 2024 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充
满了期待。

（作者系新华出版社党委书
记、社长）

靠船处下篙
大棋局中落子
□匡乐成

春节重温康德第一批判，大
致梳理了一下最近 20 年来康德
著作的汉译出版情况。邓晓芒、杨
祖陶、李秋零等译者居功至伟，人
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在出版方面的贡献巨
大。人民出版社从《康德三大批判
精粹》开始，陆续推出了《康德三
大批判合集》、规模惊人的三大批
判单行本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
奠基〉句读》，还修订出版了《〈纯
粹理性批判〉指要》；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出版了《康德著作全集》和
单行的注释本系列；商务印书馆从
1931年出版胡仁源翻译的《纯粹理
性批判》之后，一直是康德汉译出
版重镇，最近这些年推出了《实践
理性批判》的新译本和第一批判的
两种新译本，还翻译出版了海德格
尔的康德三书的两种。另外，华中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重新整理
的韦卓民翻译的多种康德著作。

作为读者，我发自内心地感
谢这些出版社；从同行角度看它
们做这些大书，我又非常敬佩。

做出版的人静下心来，就会
看到出版更多磨脑子的大书非常
必要甚至非常迫切，推广磨脑子
的大书非常必要也非常迫切。现
在就得要跟碎片化阅读抢地盘，
和铺天盖地的短视频争时间。归
根结底，是要提高这个时代的思
维水平，保护和提高人民群众精
神生活的质量。

我心目中磨脑子的大书分
两种。

篇幅大、难读完算一种，比如
《资治通鉴》。司马光说《资治通
鉴》成书后，当时只有一个叫王胜

之的人读完一遍，其余人没读几
卷就困得不行了。这部书294卷，
中华书局点校本正文9612页，根
据我自己的阅读体会，每天可以
读一两卷，需要坚持半年左右。按
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假定高中
生可以读，那么从高中到博士毕
业，哪儿会有完整的半年时间读
呢？有多少学中国史的博士生读
完过这部书呢？参加工作后，什么
阶段能抽出这半年时间呢？书中
涉及的时间跨度也大，看了后面
多半忘了前面；仅仅事件、人物两
个维度，都不是轻轻松松读一两
遍就能够掌握的。

难懂的书算第二种。比如《纯
粹理性批判》。有时候想，没有读
过这部康德书的人也许更幸福一
些，因为没有遭受过那种严厉的
智力层面和毅力层面的双重打
击。学生时代有个暑假我尝试读
蓝公武译本，结果很快翻完了《康
德学述》《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
传》等，恍恍惚惚，有象有物的感
觉。然后我正襟危坐翻开了原著，

但很多天过去了，还停留在第一
版序言。不断从头开始，折腾了很
多次，我还是很难翻页。其间打瞌
睡、头晕脑涨、迷茫走神、思维短
路，各种阅读障碍都出来了。就是
那句老话，每一个字都认识，连起
来却不知道在说什么。一个句子
读了上半句好不容易抓住一鳞半
爪，以为下半句会往某个方向去，
但下半句没有一次往我以为的那
个方向去。最后收获就是忍耐力
的高强度练习，几乎一直练到了
心斋坐忘的境界。

但是换一个方向看，花很多时
间读完了《资治通鉴》、读完了三大
批判这一类磨脑子的大书，可能获
得一种很难替代的幸福。不说这些
只能归于个人体验的幸福，也不用
去比较读不读的学问高低，最低限
度，读过的人脑子经历了残酷的磨
炼，就像参加过阅读的“世界大
战”，一般难度、一般篇幅的书，读
起来肯定要轻松很多。

最近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一些
和碎片化阅读方向相反的令人欣
喜的情况，认认真真读大书已不
是稀罕的事情。中学里早就要求
整本阅读《红楼梦》；高校里针对
经典的专书讲座已经蔚然成风，
像武汉大学的《精神现象学》课
程，竟然花了 9 个学期逐字逐句
讲完。前一段看到过网上有人严
肃地说读完了全 7 册的《追忆似
水年华》，有上千人跟一位年轻老
师一起读整本的《左传》好几年
了，网上还有人带领大家一起开
读《资治通鉴》。

这些经典著作，基本上都是
磨脑子的大书。这些大书到底有

多少人在读，能占一个什么样的
比例？“红迷”不少，但是自称读不
进去的人也很多。有些大书是不
是根本不可能走向大众？劝人读
磨脑子的大书是不是一个好为人
师而影响人自由选择的冲动？劝
出版社出磨脑子的大书，是不是
一个迂阔误事的建议？

查了一下人民出版社出版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杨祖陶
译本平装本的印数，从2017年第
2版到2022年12月第9次印刷累
计 105000 册。加上这本书的第 1
版、各版的精装本和《三大批判合
集》精平装本，应该是 20 万册以
上的销量了（从1版1印开始，我
买过每一种装帧的本子，累计贡
献了 10 本以上）。而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的《康德著作全集》，
2021 年就已经第 6 次印刷了。这
就是康德这些磨脑子的书在今天
中国的出版情况。

衡量一个国家文化水平高
低，康德书的发行量也许可以做
一个参考。人民出版社的这20万
册，只是过去20年来新译本中的
一个。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
义三大来源之一，现在提倡读哲
学原著，以我的一点体会，康德书
正是通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
论》，尤其是列宁《唯物主义和经
验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的桥梁。

说到底，读书是个人的事，深
度的阅读是非常孤独的事。但阅读
又特别需要交流和共鸣，推荐好书
甚至需要大声呼喊。我们这个时代
需要出版更多磨脑子的大书。

（作者系中华书局总编辑）

这个时代需要出版更多磨脑子的大书
□尹涛

编者按 当红灯笼挂于屋檐，当远方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龙年新春，龘龘而来。春节假期，有人走亲访友、出门

旅游，也有不少人畅游书海，为新的一年积蓄知识能量。《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邀约6位出版人，撰文写下春节期间

的阅读与思考，在《出版周刊》的05版和08版予以呈现，以期对更多出版人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