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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思想的出版家沈昌文俞晓群的这本集子，收集了他写的对现代十来位出版大家和关心出版的学问家
的考察和理解，对我这样算是时下还存活着的“老出版”来说，也是觉得内容够丰富的。
我早就表彰过他对王云五的研究，特别是他勇于实践王先生的理想，创办《新世纪万有文库》。
但想不到，他对巴金等大文人的出版活动也有那么深入的了解。
将近三十年前，我有幸主持三联书店编务。
三联书店在一九五三年起就在出版界被实际上除名。
八十年代起逐步恢复，原有的资源都没有了。
我因出版巴老的著作，注意到他的译品，更进而研究他主持的出版社出的翻译书，发觉很多选题在改
革开放初期特别有用。
于是想方设法或重印，或重译，大大丰富了三联的出版品种。
读了俞作，觉得他的理解比我当年深入得多了。
巴老几十年前的选题思想，是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才真正起了作用。
人们对巴老，往往注意了他的文学创作，而较少关心他对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
俞晓群对巴老出版思想的表述，应当说现在还有现实意义。
这是我读此书的第一个收获。
俞晓群论陈翰伯、陈原、吕叔湘各位大家，资料大多是我熟悉的。
我惊异的是，他往往能在许多我以为平常的事情上有独特的看法。
例如吕叔湘老先生的那几十封信，都是写给我的。
我相信，尽管我整理出版了这些特别有用的“编辑教材”，但是注意它的人不会太多。
俞晓群对这些信“情有独钟”，使我特别高兴。
现在刊物的无论读者或编者，大概都巳没这雅兴去关注自己刊物的这些“文事”了。
我遗憾的是，当年我也并没有很注意钻研它们。
我过去同晓群兄合作，最后的一件大事便是出版吕老全集将近二十来卷。
这基本上是我的出版从业史上的最后一局。
但是，由此关注一位大语言学家的出版思想，大概以俞兄为第一人。
最后，想特别一提集子最后的谈邹韬奋、胡愈之的文章。
我同他们两位老人家都应当说有特殊的关系。
我可以吹嘘说自己是韬奋事业的“继承人”。
因为我是改革开放后刚恢复的三联书店的第一任总经理。
至于胡愈之，当我一九五一年到北京参加出版工作时，他居新中国出版工作的最高位，我是最低的小
校对员，层次相差太远。
但我非常关注这位大领导的言论，努力学习。
那么多年来，最令我学之不倦的是俞文中最后提到的他给孙启孟先生的信。
此事知者不多，然而放长远来看，意义实在重大。
对这两位先驱者，俞晓群概括得非常好：“他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但他还是顽强地抬起手，奋力
写下三个字：不要怕！
”我觉得，对于出版界先烈的事业，必须首先学习他们的思想，然后勇敢地实行，不要怕！
我一生没有做到这些，是毕生的遗憾。
二〇一一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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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收录了出版人俞晓群对现代十一位出版大家和关心出版的学问家的考察和
理解。
作为一个“爱书、懂书又做书”的出版人，《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作者以细腻流畅的笔触，娓娓
道出巴金、陈原、王云五、张元济、周振甫、邹韬奋、胡愈之等十一位前辈出版人的故事，以及对于
书业历史和现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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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晓群，1956年9月生于辽宁丹东。
吉林大学哲学硕士学历。
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现任海豚出版社社长。
曾获“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著有《数术探秘》《古数钩沉》《一个通才的绝唱》《人书情未了：一个出版人的手记》《这一代的
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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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有思想的出版家  沈昌文
张元济：植根于民间的出版大师
王云五：以为备受争议的文化奇人
叶圣陶：让我亲近一生的文化老人
邹韬奋：不朽的精神，不尽的沉思
胡愈之：一任署长，一代英才，一生传奇
吕叔湘：那二十封关于《读书》的来信
巴金：一个文化理想主义的出版典范
张中行：在暮色的流光中归隐
周振甫：一位编辑型的学者
陈翰伯：让人难忘的红色出版家
陈原：一个通才的绝唱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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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张元济：根植于民间的出版大师屈指算来，张元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记得十多年前，我曾经向陈原先生请教：“研究现代出版，有什么路径可循？
”陈先生说：“抓住两条主线，一个是人，一个是书，思路就会变得清晰。
”我知道，陈先生的著作《人和书》、《书和人和我》就是这方面的学术典范。
他接着强调：“说到人，我们不能只知道王云五，不知道张元济。
”多年来，我一直铭记陈原先生的话，认真地阅读张元济先生的有关文字。
日积月累，张先生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逐渐清晰起来。
可是，一旦提起笔，我的思绪却被一个基本问题拦住了，那就是：“张元济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呢？
”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下力量研究一番，期望先迈过这一步，再展开对张先生的深入探讨。
结果发现，当我完成“这一步”之后，张元济先生已经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再做什么“深入研究
”，似乎都是多余的。
那么，我们就说一说“这一步”吧！
他是一位跨时代的人。
张先生的“跨时代”颇为传奇，不同凡响。
他是光绪二十六年（一八九二年）的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六品朝官。
他的科举朋友中有文廷式、黄绍箕、沈增植、徐世昌、汪康年、梁启超、蔡元培、陈叔通等名流。
他曾经参与戊戌变法，与康有为先后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
后来，他成为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
尤其是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更是聚合了一大批“跨时代的才俊”，有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陈叔
通、沈雁冰、马叙伦、周建人、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严济慈、陈望道等；周恩来曾对他说，商
务培养过三位总理级的人物，郑孝胥、王云五和陈云。
他是一位“喜新厌旧”的人。
他说，自己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
他说的是对新生事物的追求，尤其是对于引入西学的热情。
他大约三十岁开始研习英文，在他五十岁的时候，沈雁冰先生亲眼见到，张元济先生能用非常流利的
英语与人对话。
张先生说，光绪皇帝召见他时，曾经对他说：“外交事关重要，翻译必须讲求。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八九八年他在李鸿章推荐下，来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
长。
他率先组织翻译出版了严复译亚当·斯密《原富》，还有巴尔扎克《英国文明史》、松平康国《美国
宪法史》、下山宽《万国政治历史》，以及《万国通商史》、《政群源流考》、《格致读本》、《日
本近政史》、《欧洲全史》、《欧洲商业史》、《社会统计学》、《英国会典考》等。
此时的商务印书馆，还只是一个由几位印刷工人集资合办的小型手工印刷工场。
一九〇二年，张元济先生进入商务印书馆，第二年接替蔡元培先生任编译所所长，从此展开他介绍西
方学术的伟业。
其中最有名的是出版严复与林纾二位先生的译著。
康有为有言道：“译才并世称严林”，张先生重点推出严复先生八部著作，有亚当·斯密《原富》、
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穆勒《论自由》和《逻辑学系》、
甄克思《社会学史》、孟德斯鸠《论法》、杰方斯《形式逻辑》。
当时这些书非常畅销，一九二一年《天演论》印到二十次，一九一九年《群学肆言》印到十次。
还有林纾先生，他从一八九七年翻译《茶花女》起步，到一九二一年搁笔，一生翻译一百八十四种欧
美十多个国家的小说（其中有八种非小说）。
张先生在任期间，推出“林译小说”一百四十五种，几乎包揽了林纾先生译著的全部版权。
张先生建立的“译书”传统，后来一直在商务印书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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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敢为天下者先”的人。
在出版领域，张元济先生创造了许多“天下第一”。
一九。
四年，开始推出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同年，编写《最新修身教科书》及
教法；一九一五年，他主持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新型词书《辞源》，也是我国现代第一部规模最大的语
文词书；一九二。
年，应“五四”之时而动，编辑出版白话文《新体国语教科书》。
还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十九种杂志，《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
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一大批工具书，建立图书馆（涵芬楼、东方图书馆）、电影
厂、玩具厂、若干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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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俞晓群出版此书，需要有三点说明。
其一，能够认真地阅读和论述十一位出版前辈，首先应该感谢朱侠女士。
她作为《中国新闻出版报》“读周刊”主编，经常在网络上游弋，不拘一格，找寻新的作者。
二〇〇九年初，她在我的天涯博客上留言，从此我们有了联系。
从交谈中我发现，朱侠是一位很有思想和主见的记者，她希望我能写一个“回顾六十年出版人物”的
栏目，栏目的题目也是她起的，名曰“晓群书人”。
我问这样命名是否妥当？
她说没关系，接着又对我做了专访，发表文章《俞晓群：一位坚守文化的理想主义者》。
更坚定了我写好此栏目的决心。
所以说，能让我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始终坚持研究这个专题，首先应该感谢朱侠女士的命题与鼓励。
其二，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专题。
十一位出版家名声太大，他们的生平介绍随处可见，我再复述一遍，有什么意思呢？
为了写出一点新意，我针对每一个人物，重点阅读两类书，一是他们的全集或文集，对他们的思想、
情操、文采、情趣等做一些深层的了解；一是后人研究他们的论文集和散在的文章，其中有许多与通
常不同的声音，使我能够对这些人物做出比较客观、丰富和真实的判断。
比如邹韬奋，关于他的研究文集有几大本，各种评论的争议之大，确实是我阅读前始料未及的。
不过这样的研读是很辛苦的，他们大多是著作等身的人，像《吕叔湘全集》（十九卷）、《周振甫文
集》（十卷），还有关于邹韬奋先生的各种研究著作不下十余种，一读就是一两个月。
再加上日常工作的杂乱，认真地写出一个人物，真的很难很累。
今天回忆起来，这一段“被动阅读”还有一些额外的收获，那就是使我对中国百年出版，有了一个比
较全面的了解，再想问题、做事情的时候，自觉有了一些底气。
其三，本书只写了十一个人物，并不是我有意而为之。
有几位出版家还是应该写出来的，比如陆费逵、姜椿芳、范用等先生，都是我仰慕的前辈。
无奈我的写法太费气力，再加上二〇〇九年下半年，我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回到出版第一线
工作，整块的时间少了，写起这样的文章更加吃力。
所以我只好将这个专栏放一放，希望将来有精力，再接续下去。
最后，感谢沈昌文先生的序。
还有此书的名字，“前辈”是陆灏先生所赐，“从张元济到陈原”是王为松先生在新浪微博上征集所
得，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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