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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林守望丛书》汇集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成长起来的十几位出版家在长期为人作嫁的职业生涯中
的思想火花、书坛掌故，集中反映了新时期出版工作者的精神风貌，不仅抓住了时代的新变化，也深
刻把握了出版职业的新要求。
这套丛书的作者，或者长于出版规划，或者长于鉴赏加工，或者长于经营管理，但都有将丰富的实践
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深沉思考。
将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总结汇集起来，转化为鲜活的历史智慧和生命依托，对于未来的新型出版
人才，无疑具有深远的精神哺育作用。
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吸引更多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的新军投身我们的出版事业，使中国出
版人的文化守望薪火相传，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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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维玲，1932年生，山东蓬莱人。
1950年至1994年供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任编辑、主任，中青社编委、副总编辑。
主编过《青年文学》、《中华儿女》杂志。
1987年被评为编审。
是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青联第七届委员。
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曾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评委。
1984年主持首届青年文学奖评选活动。
1985年主持联合国发起的国际青年年中国小说、报告文学征文评奖活动。
1995年和2000年分别主持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的评选活动。
2005年主持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的评选活动。
2007年任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评委、第三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评委会主任。
自1991年至2007年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现为名誉会长。
著有百余万字的评论文章和纪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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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柳青洒在《创业史》上的生死情　没有皇甫村的生活，就没有《创业史》。
皇甫村和《创业史》都是柳青心上的肉　柳青把人生感悟，学识智慧，生活积累，全都献给梁生宝、
献给《创业史》　作品无论有多高水平，应当照顾到一般情况，万不可自视特殊　只要自己还能出汗
出血，就不要靠别人。
靠收容队的思想，要不得　走过的路不算冤枉，要不怎么知道行不通呢?还不能保证以后再不走冤枉路
　把我的住处捣毁了，把我的妻子逼死了，把我的身体搞垮了，除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文革
”中柳青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人们关心着他，惦念着他，想方设法保护他　重压之下针锋相对，逆
境中宁愿挨批挨斗，也绝不同流合污　如果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把以后的事情办好，那是有意义的；
如果反复咀嚼痛苦来折磨自己，那又何必呢　马葳一走，好比抽了我的筋！
我是损失最大最大，已经家破人亡了  晚年孤独寂寞的精神生活，让他更加怀念马葳，他写了一首“
新木兰词”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力量是可以推倒一切的，任何朝代的兴衰，决定其命运的
是人民  柳青最后的两年，是最舒畅、最愉快的两年，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写作憋足了劲，但又事
事不如人意  我好了点，能走动了，就到小汤山去住，上午你陪我到农村去散步，和农民们拉话，下
午我写《创业史》  柳青逝世的噩耗在北京，在陕西，在全国传开了。
柳青生前的友好、亲人，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地赶来了  柳青的儿女们把对父亲的怀念和深爱，全都融
化在父亲的事业中。
他们个个要强上进，不愧是柳青的后代  柳青十分钟爱那些肯吃苦，又有才华的青年作者，他对他们
的重视、关爱和指导感人至深  柳青对文学编辑讲过的许多话，都凝聚着他的思想精华和独到见解  围
绕重评《创业史》的论争，让人们对《创业史》的认识更加清醒，对柳青的认识，更加全面梁斌心中
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　回首往昔，最难忘的是农民父老的小米、渔船和热炕头。
“豪气文章红旗谱，多情书画白洋淀”概括了梁斌一生的文学生涯　黄胄说：“梁斌的画，充满激情
和希望，散发着时代的书卷气，表现意象凝重厚朴”　文艺界的情况，我也需要看看，半年来的观察
，这是一盆糨糊，你来搅搅，他来搅搅，越搅越稀。
看来没有权威，还是不行　多部头的作品，要像炒菜一样，鱼有鱼味，肉有肉味，蛋有蛋味。
炒一个菜，有一个菜的味儿才好。
如果三个菜都一个味，就没吃头了　⋯⋯姚雪垠与《李自成》结下的文学情缘刘白羽八十以后的感情
世界说罗杨，话《红岩》管桦其人其事其书其画韶华，一个永驻青春追踪时代跋涉者路遥，一颗不该
早损的星克芹英年早逝，遗恨人间初版后记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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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柳青洒在《创业史》上的生死情　　追忆往事是有意义的，但有时也是痛苦的。
我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追忆我和柳青近二十年的交往。
　　一九五九年，我担任了《创业史》的责任编辑，开始了与柳青长达二十年的友谊。
除了经常的书信往来，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一次柳青的住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直至“文化大革命”
。
在我们的交往中，他的思想、品格、为人、作风、修养、文学造诣⋯⋯都是令我十分敬佩的。
　　没有皇甫村的生活，就没有《创业史》。
皇甫村和《创业史》都是柳青心上的肉　　新中国建立后，柳青担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的第一任
主编，与团中央书记同住在机关大院内的一栋小洋楼里。
本来他可以安心地在北京住下去，谁也不会说他一句怪话。
但是大城市的生活，没有吸引住他。
在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的这个时期，他无比怀念家乡的人民，无比向往那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
他不甘心做一名旁观者，力图要在这个新时期有所作为。
他决心到人民中去！
到新生活中去！
为新生活的诞生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柳青来说，他能做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写作——把新生活的意义和为新生活而奋斗的新人形
象，告诉人们。
就这样，柳青告别了北京，于一九五二年和他的妻子马葳一起，离开了北京，来到了陕西省长安县皇
甫村，在这里建立起了新的生活基地。
向农民靠拢，和他们一同过艰苦的劳动生活，又恢复了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整风以后，他在陕北米脂
县农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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