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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集主要围绕“出版文化理性”收入了作者近十五年来在出版、传媒方面的约100篇文章和演讲，共分
为六个板块：一是文化理性板块，就主题做深度挖掘，尝试性回答了什么是出版文化理性，为什么要
研究出版文化理性，文化理性的养成与修炼的路径等问题；二是方法理性板块，从理性角度考量方法
，主张方法比结论重要：三是改革理性板块，对改革进行理性剖析，主张向改革的深层挺进：四是发
展理性板块，对发展进行实证梳理，主张发展要以理性为依托；五是阅读理性板块，透析阅读与综合
国力的关系，倡导阅读成为国民理性成长的基本生活方式；六是网络理性板块，关注整个行业的技术
转型，追求转型中的理性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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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振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首席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
。
1982年、1985年先后从北京大学获哲学学士、哲学硕士学位，后分配至中共北京市委做政策研究工作
，1988年调至中国新闻出版报社主持理论评论工作，1999年调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2005年9
月起任现职。
著有《分工论——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命题》等著作。
撰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出版科研理论文章，《世界观的回归与方法论的突破》一文曾获1997年中国新
闻奖论文一等奖。
2006年获“韬奋出版新人奖”。
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康社会出版业指标体系研究》等，合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
项目《中国出版通史》（被评定为优秀等级）等。
与他领导的科研团队共同打造形成了《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调查》、《中国出版蓝皮书》，《国
际出版蓝皮书》、《数字出版年度报告》、《民营书业发展年度报告》等系列科研成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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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文化理性篇　关于出版业文化理性问题研究　哲学&#8226;文化&#8226;管理　  ——岳凤先的
新闻观　强项需要强手    ——记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于宁　革命英雄主义重返精神家园    ——《红岩
》、《红日》等文学名著再度畅销　为了培养学者专家型编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坚持四
年举办高层次学术讲座纪实　补充学识加强学养　产业化运作与诗意般存在　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形
象　你是专家型编辑吗？
　学态&#8226;学养&#8226;学风　关注编辑：出版科研的新课题　媒体创新与构建创新文化　“商务
”之魂：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的统一    ——论“商务”出版理念之真谛，兼论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之目
标　让我们以文化人自居　　  ——感谈编辑的文化含量　文化力：报业竞争力之魂　  ——“固本培
源”再解　把内容产业的文章做下去    ——由中国出版集团举办“图书选题创新论坛”所想到的　为
名编辑的骄傲与悲哀　出版软实力与文化理性修炼　从两个层面研究编辑工作的文化修炼问题　重复
出版现象再研究　可以不相信神明，但不能不崇尚神圣    ——与《著述与宗族》作者切磋　进行一次
“认真文化”的普及教育　你有核心产品吗？
    ——转企改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　当前出版理论研究亟须关注的八大问题    ——访中国出版科
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第二辑　方法理性篇　报纸理论：一种匆匆忙忙的理论　⋯⋯第三辑　改革理性
篇第四辑　发展理性篇第五辑　阅读理性篇第六辑　网络理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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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文化理性篇　　关于出版业文化理性问题研究　　在我看来，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
层面，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出版业目前至少需要关注三个问题：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内
容创新。
其中，体制创新解决的是出版生产关系问题，技术创新解决的是出版生产力问题，内容创新则是出版
业、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
而能否真正做到内容创新，实际上就关联到文化理性问题。
出版生产力与出版生产关系的正向矛盾运动则最终体现在文化理性深厚与否，内容创新能力的强弱与
否等方面。
　　一、为什么要强调出版业的文化理性研究？
　　1．现实的需要。
当前出版界存在着文化弱化、甚至是较为严重的“非文化”现象。
　　出版业的核心是文化经营或者说是经营文化。
目前，恰恰是出版这个属于文化范畴的行业出现了许多“非文化”的现象。
柳斌杰同志在谈到出版物内容质量问题时说：要么你出的书没人看；要么人家想看的书你不出。
我以为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从出版业的文化理性方面找到原因。
　　根据总署计财司的统计数据，2006年图书纯销售与历年库存积压几乎不相上下，都是500多亿。
库存积压成为出版单位的沉重包袱，也成为全行业面临的危机之一。
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出版物“水”了，出版物的文化含
量降低了。
“文化产业没有文化，内容产业内容匮乏”的现象让书业蒙羞，让出版物尴尬（如发生在城乡贸易中
心、发生在春节地坛庙会“论斤卖书”的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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