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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时代不同了，大面积的商业化无可抗拒，很多东西令人欲说还休，对爱恨交加的编辑出版职
业、方正清白的中国汉字以及我们亦悲亦喜的生活，我仍抱持着这种传统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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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国功，1972年生于江西遂川县碧洲乡水东村。
从事编辑工作十五年。
编审。
为人作嫁之余偶尔作文。
近年兴趣关注民国史等。
在《新华文摘》、《东方文化》、《博览群书》、《随笔》、《书屋》、《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发
表文字若干。
著有《长沟流月去无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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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辑一 出版史论
　有所不为方有所为——从张元济、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不同抉择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
　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
　商务的文化与文化的商务——近期商务印书馆研究一瞥
　重新的“发现”——评两部王云五研究专著及其他
　忆昔午桥桥上饮——金灿然时代的中华书局编辑部
　立足于史料基础的出版文化研究——评《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　王云五的
文化贡献》
　由周振甫先生之著述想到的
　漫说一些和出版人“庆寿”有关的出版物
　贵阳文通书局的历史与启示
　新闻出版人的存史意识——从邹韬奋的自传性写作说起
　是回忆录，更是启示录——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编余札记
辑二 编辑刍议
　出版界如何面对学术腐败——编辑群体的文化担当、职业规范与制度建设
　学术管理的机制缺陷与重建
　社会转型期编辑群体的价值自审与文化理念
　论学术图书编辑活动中的引文四题
　做一个学术图书编辑的理想与困惑
　当下的文艺图书出版：焦虑与应对
　90年代以来文学出版业的转型与文学批评的嬗变
　“版本升级”与旧书新出——剖析一种出版潮流
　一个编辑的困惑与幸福
　倾听民间书声——当代出版人与民间读书报刊群体良性互动关系之探讨
辑三 编余零墨
　文人滑稽：表演与游戏——《滑稽诗文》前言
　紫砂壶畔的人生闲雅——读《紫砂书系》
　学术与人文——评《国学大师丛书》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旧踪丛书》感怀
　晚清人物的世界图景——读《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
　天地间的大聚散——评《易堂寻踪》
　花落春仍在?——《文史消闲录》编余零墨
　《鹅湖学术丛书》编辑人语
　学术研究机构与现代学术之建立——读《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　所国学门
为中心的探讨》及其他
　史家的温情与敬意一读《从传统中求变一晚清思想史研究》
　《清园文存》的出版及其意义
　⋯⋯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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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生问题。
一向是张元济作为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较为关注的内容之一。
1949年6月的一次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张元济对生产、开荒、水利、教育等事关民生的方面提出了建议
。
他所提的“发展海运”一条，也与此相关。
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培善到中南海进餐。
宾主畅谈中张元济提了两条建议，一条是凭着一位老出版家、新闻人的经验，提出应设法使下情上达
，广开言路；另一条，则是建设必须进行，重要的有交通、农业、工业。
他说经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民穷财尽，现在百端并举，民力有所不逮，关键是要权衡缓急。
民生问题的核心之一是土地改革。
尽管要到1950年1月召开的一届二次政协会议上中央才将土改问题提上中心，民主人士自身的经济利益
与土地改革日益明显的矛盾与冲突要在以后才逐步凸显出来（袁小伦《生死关头：民主人士与土改运
动》一文对此有详述，刊《书屋》杂志2002年第8期），但类似的冲突在1949年里就已经出现苗头了。
9月16日，张元济在日记中记录下了来访的河南第一师范副校长高镇武所说：“自言年七十矣。
⋯⋯日本军至，为被侵略者；入八路军，国民党来，又为反动派；解放后又目为剥削者。
房屋先后均为他人所有，仅留七八间房，供口栖止。
”晚上陈毅与梅达君来访，聊天时陈问及张在北京的旧友今存几人，受高镇武之事所触动的张元济就
向陈转说了傅增湘房产为他人所占一事：“余言前日访傅沅叔，其同乡也（引者注：傅与陈毅同为川
人）。
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
其所居正房均为人所占，伊问为某军队所占，昔为国民党军，今则不详。
”陈毅答复说“当查明，为之设法”（9月16日记）。
9月27日，他接到远在南方的藏书家刘承斡来书，告诉他说南中粮赋很重，嘉业堂藏书楼为解放军部队
占用。
刘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
张在回信中说：“承示南中粮赋重重，民力困竭，属向当道进言。
某日与孝怀兄同诣毛氏，慨切陈词，毛谓亦知民困甚深，只以大军麇集江浙两省，粮需孔亟，扰及闾
阎。
今军队陆续南下，可以减少数十万人，以后当可逐渐宽缓云云。
至于南浔尊府藏书楼被军队占用，当与韦悫副市长言之。
据称此属浙省范围，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
鄙见事关文化。
尽可据实陈明，请其发还，当不至于被拒。
”（1949年10月30日致刘承斡）此事后来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10月15日学者孙楷弟来，也向张元济谈及他“故乡土地改革事多有未当，言下慨然”。
读到这样的日记，我们不能不佩服张元济这位阅世丰富的长者对时势与气氛敏锐的洞察力。
他所记下的并非特殊现象。
袁小伦在上引文中说：“总体而言，民主人士自身的经济利益同土地改革是相矛盾的。
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句常用话讲，真是‘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了’。
”当时与张元济一同与会的另一位老民主人士柳亚子，常常是“牢骚太盛”，令他牢骚不已的原因之
一，就是不断昕到自己故乡为关于房产、土地之类的求援之声。
宋云彬1949年7月24日的日记记道：“柳太太谓余言。
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
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交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
”（《冷眼红尘》第143页）柳亚子虽说能“识大体”而对这类频传的呼声“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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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疑，这增添了他们作为一个“叹息肠内热”的知识分子对民生作出本能的关切。
张元济本人故乡是否有此遭遇，从目前所见资料无法论定。
上述王云五《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转引“民国三十九年十二月自由中国半月刊登载同年有人带
到香港付邮的一项上海通讯”说：“他（张元济）返沪后，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更觉
高兴。
不料迭接海盐的家乡来信，谓族众多遭清算，甚至他族里的祠堂和祭田也受到强夺之威胁；于是他在
祠堂张贴布告，说明面奉‘毛主席’示，下级党政人员不得扰民，一面又向本族招告，谓当汇齐代向
有司申诉。
稍后他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陈说，饶当即劝其勿管闲事，因为他这些亲友都是土豪劣绅之流
，是应该清算的。
他听到这些话，很是冒火，正想直接写信给在北平的毛泽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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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想起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些旧人旧事，作为一个编辑与读书人。
我就常常感觉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声音。
仍然在为今天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提供着一种积好的参照，一种有力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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