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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力以纪念文集》主要内容包括：许力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许力以同志追思会上的
讲话、长者、力以同志千古、中国出版走向国际的奠基者和擎旗人一深切悼念、许力以同志中国版协
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我认识的许力以同志——一位新中国出版业创建者的历史贡献、向力以同
志学习努力做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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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思念资深出版家许力以同志(序一)像力以同志那样做事做人(序二)许力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许力以同志追思会上的讲话长者力以同志千古中国出版走向国际的奠基者和擎旗人——深切悼
念许力以同志我认识的许力以同志——一位新中国出版业创建者的历史贡献向力以同志学习努力做一
个纯粹的共产党人遗憾与追思——许力以同志追思会发言怀念许老：好领导、好老师、好朋友怀念与
感激——深切悼念许力以同志为中国出版事业鞠躬尽瘁的典范——怀念许力以同志许老的人格魅力—
—深深怀念许力以同志我们的骄傲与心痛——在许力以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怀念许老深沉怀念《出版
参考》掌舵人许力以播撒光明蜡炬成灰弘扬文化鞠躬尽瘁——沉痛悼念许力以同志忆许老逝世的前前
后后追思许力以同志许力以先生点我加入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音容宛在情思绵邈——追忆许力以先生
怀念许力以力以报国泽被海隅——追忆许力以同志在老许身边的日子许公不朽忆许老感念与歉疚眼光
敏锐的许力以遥祭许老一位可敬可佩的出版家——忆许力以同志怀念许力以同志我们学习的楷模——
忆许力以同志怀念许力以先生老骥伏枥推动交流——怀念许力以先生思想起老友许力以我的二哥许力
以我的父亲许力以忆父亲二三事我最敬爱的人——送岳父许力以远行与父亲许力以的书缘父亲在天有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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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力以同志是我深为敬重的革命老干部和资深出版家。
他的辞世，我感到突然，更感到悲痛。
我一直这样想、这样看，在比我年高的老同志中，力以同志身心最健康，思路最清晰，虽年近九十，
仍然笔耕不辍，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在为他所心爱的出版事业操劳着。
对他突然离世，我实难接受，又不能不面对现实。
我回忆着，思考着，许力以的身影在我眼前萦绕。
    1973年5月，力以同志从宁夏贺兰中宣部“五七干校”调国家出版局工作，先后任出版部主任和副局
长，是我“半路出家”搞出版的领路人和指导老师。
我知道他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随军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中宣部出版局担任领导工作，
很注意向他学习和请教，他也不时地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给我以指点。
我近几天的回忆与思考，也总是围绕这两方面而展开。
    1974年“四人帮”发动“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矛头直指刚从原文化部和原中宣部“五七干校”
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国家出版局机关被大字报攻击为“旧文化部旧中宣部的浓缩”，而从“旧中宣
部”被“浓缩”过来的直指许力以。
在巨大压力之下，力以同志清醒沉着、善于应对，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帮助别人“过关”。
当时，被视为重点批判对象陈翰伯(后任代局长)所在出版部党支部，力以同志多次召开支委会统一我
们几位支委的思想，以刚刚恢复工作跟不上形势定调，在不得不开的批陈会议上，大家心领神会，一
直坚持“跟不上形势”这个基调发言，并在此后积极支持陈翰伯为恢复出版业务所做的各项工作。
    得知力以同志逝世的噩耗时，我正在广东。
从深圳到广州，我多次向广东出版界同志讲，1975年我跟随国家出版局负责人徐光霄、陈翰伯、许力
以来广州，在羊城宾馆(今东方宾馆)参加《中外语文词典十年(1975—1985)规划》会议的情况。
此次会议所定的《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汉
英词典》等160种中外语文词典，10年后陆续出版，成为新时期出版繁荣的基础性和主体性工程，影响
巨大和深远，直至今日仍然是书写新时期出版成就的重要选项。
在制定和实施这一宏大出版工程中，陈原所主持的工作班子起了重要作用，而许力以作为当时的出版
部主任和随后的主管副局长，不仅参与了策划，更在组织协调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力以同志还直接组织领导了由四川、湖北两省负责的《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
1979年11月2日，他写信给胡耀邦，拟在四川成立编纂处作为执行机构，胡耀邦于11月6日即作出批示
：“请川、鄂两省有关部门大力协作进行。
希望全体编写同志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耀邦同志对力以同志信的批示，使《汉语大字典》以及其他词典编纂起步阶段面临的机构不确定、
人员不稳定、财力无保障等实际问题得到解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力以同志作为王匡、陈翰伯两任局长的主要助手，对出版界的拨乱反正
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他坚定地支持王匡推倒“四人帮”强加给出版界的“两个估计”  (写入毛主席批准的中央文
件，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极大地解放
了出版生产力。
1978年，他坚定地支持并组织实施了王匡决定大批量重印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35种中外文学名著，
极大地缓解了“文革”造成的严重书荒。
1979年，他坚定地支持陈翰伯在长沙会议上确立的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书方针，
并在实际出版管理中指导地方出版社扩大出书范围和提高图书质量，有力地推动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出
版繁荣和发展。
1980年前后出版界的拨乱反正，始终以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为主线，突破出书跟着当前政
治运动转的狭窄局面，使各级各类出版社迈入图书品种丰富、特色突出、质量提高的新天地。
在这方面，力以同志不仅成为国家出版局主要领导人的得力助手，而且还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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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王匡、陈翰伯以及其后的局领导班子成员所公认的。
    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成为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
文献。
在《决定》起草前向中央汇报提纲和随后起草《决定》的工作中，力以同志都是积极参与者，并且给
有关同志以具体帮助。
国家出版局党组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向中央汇报提纲送审稿，遵照中宣部领导同志意见
，按1981年中央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精神，对几年来出版工作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切向钱看”影
响出现的问题作了检查，并在图书和期刊出版部分增写了有关内容。
力以同志对这一段作了使我认真思考的批注；“老宋：根据现在的形势和要求，繁荣创作和出版方面
的内容要增加，还要积极一些才好。
”力以同志对重大政策性问题一向深思熟虑。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即或在重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形势下，在指导思想和政策掌握上也不要搞得
太紧、太窄。
据此，我在汇报提纲中加进了“进一步把出版的路子搞宽，把出版工作搞活”的内容，强调了“在社
会主义方向下的学术讨论的自由、各种文艺形式和风格竞赛的自由，使创作和著述繁荣起来”。
实践证明，把路子搞宽搞活，促进了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对《决定》的起草，他更重视解决影响出版事业发展的实际问题。
为在《决定》稿中如何写入“出版单位的利润(包括外汇)基本不上交，或采用大部分留成的办法，作
为发展基金”；“出版部门由于纸张提价而增加的支出，由财政部门给予补贴”，力以同志“邀请王
益、宋木文、徐荇(《决定》起草小组负责人)等同志开会商讨”，上报邓力群并中央书记处。
出版部门至今享有的优惠经济政策，多来自1983年的《决定》，力以同志为此所作的努力却鲜为人知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写出。
    力以同志对出版工作的指导，始终把促繁荣、上质量、抓重点放在突出地位，在几次面临调整和整
顿时也绝不放松。
他对中外语文词典编写规划实施的宏观指导与其中的《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对《中国大百科全书．
新闻出版》的编写，对《中国美术全集》(60卷)和《中国美术分类全集》(304卷)的出版都倾注全力，
抓了再抓，直至完成。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步伐，组织和推动出版界的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是力以同志工作中的一大亮
点。
比如策划和推动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策划和推动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与
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大型画册《中国之旅》，策划与推动中国多家美术出版社与比利时范登出版公司
合作出版60卷《中国美术全集》法文版等，都是力以同志在1979至1985#：间全力支持与组织的重点对
外合作项目。
他还主持制定了对外合作出版的文件，经国务院批准下发，以指导和推动中外出版交流与合作的有序
发展。
    对改革开放后列入党和政府议事日程的版权工作，力以同志是热情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他协助和支持陈翰伯在国家出版局建立版权研究小组，开展版权立法调研，启动版权法起草。
1985年，在中宣部出版局长任上，他主持起草了中宣部关于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报告，这一年的6
月24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成为尚在起步阶段的我国版权管理和版权立法工
作的指导性文件，并确立了我国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和处理中外版权关系的基本原则。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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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许力以，原名承学，1923年8月30日生于广东省遂溪县。
1938年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遂溪青抗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大夏大学肄业。
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大别山区《七七日报》记者，《冀鲁豫日报》记者、编辑，新华社第二野战军总分社记者。
1948年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副处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国家出版局出版部主任、副局长，中
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中国国际出版合作促进会会长，
《中国美术全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主任，《编辑与出版》丛书主编。
    这本《许力以纪念文集》(作者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是关于其的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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