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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出版史》

内容概要

《一个人的出版史（1982-1996）》是出版人俞晓群从事出版数十年的“日知录”。全书通过其丰富而
生动的编辑出版笔记，为我们鲜活地展现了一位出版从业者在这个大时代中的学习、成长、生活与生
命历程，也从某一个角度为我们描摹了一幅近三十年的中国出版史。而其中交织的“各种人物如此之
多，人物的层次如此之高，文化热点如此之丰富，资料汇集如此之生动，实在太有意思了”（王充闾
语）。全书另附有珍贵书信往来照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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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出版史》

作者简介

俞晓群，男，1956年9月生，辽宁丹东人，沈阳师范大学数学系学士，吉林大学哲学硕士，著名出版人
。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出版社，1993年全面主持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工作。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
兼总编辑，2003年担任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2009年7月担任海豚出版社社长。
他提出“书香社会”的出版理念，主持策划了很多具有很高思想与学术价值的丛书，如“国学丛书”
、“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海豚书馆”等，从国外引进“探索书系”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系列图书”、《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等世界著
名品牌图书。担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时主持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全书着眼于文化的
普及和传播，按常备、实用、耐读、易存的原则，在海内外各学科专家的指导下，将中外名著的珍善
版本，精选收入文库。计划从1996年至2005年的十年中，每年出书百种，积累至千册。共分三个书系
：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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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出版史》

书籍目录

序 　能量来自辛勤　沈昌文
序 　梁由之
1982
今天一早，骑上自行车，到我新分配的工作单位——辽宁人民出版社报到。心情很不平静。
1983
这是我真正从事编辑工作的第一年。
1984
我一方面写文章，另一方面开始构思选题。虽然我只是一个助理编辑，但是我不大甘心于坐等现成的
书稿，我真的渴望能够早一天拥有“自己的作者”。
1985
今天，我心里想，我可能会在这一行当中工作一辈子了，因为我实在太喜爱这样性质的工作了。
1986
今年七月末，当出版局宣布我出任辽宁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始，我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
其是前些天的上海之行，一下子接触到许多自然科学之外的东西，大有“心灵回归”之感。
1987
表面上看，我们整天与学者打交道，与书为伴，还套用职称系列，弄得像个学者似的，其实一评职称
，整理业务档案，就会发现“学术”一栏空空如也。
1988
近年来，以四川“走向未来”丛书为标志，出版界承接文化界、思想界的“思想启蒙”之理念，迎合
改革开放之需求，“西学东渐”之风最为盛行。我们几个不满三十岁的人，由着心性，推出“当代大
学书林”，也算无愧于这个时代。
1989
深圳灯红酒绿，我们只能吃盒饭；闷在一间房子里死抠书稿。
1990
刚过了年，就有不好的消息。省委宣传部转来上海方面的告状信，主题是“四人帮”爪牙人还在，心
不死，蠢蠢欲动。
1991
编辑“国学丛书”，我时常思想：只有拿出好题目来，才会引来好作者。此中人物，多有高招展现，
时时令我目不暇接，大长见识。
1992
因为派我去辽西地区支贫一年，今天到社里交代工作。一年之中，没有了编书的权利，心情自然不好
。⋯⋯回顾这一年的读书生活，我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写完《数术探秘》。
1993
辽宁出版局局长突然找我谈话，辽宁教育出版社原社长李宝义调出，我仍为副总编辑，但主持全面工
作。
1994
年终盘点，这一年何事最值得做“收官之笔”？当然是“书趣文丛”。
1995
这一年里，我的身心一直陷于王云五“万有文库”的“诱惑”之中。
1996
回顾这一年，我写的文字很多，经历的事情很多，非常累。有哪些事情最值得我在此时记载呢？思来
想去，应该是一句话，或曰一个口号，或曰一个理念！那就是今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的一个新的广
告词：“为建立一个书香社会而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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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出版史》

精彩短评

1、天啊！我哭哭哭，不应该看榜买书啊！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度好书，哭哭哭我的五十块我的五十块
⋯
2、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圈真是伪科学不少。。
3、个人成功之路也是时代的缩影，不过要成就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勤奋和应酬都不可少～单纯点讲那
个时代的文化人才情了得，要学习的领域要读的书太多了
4、略读。
5、【在 @雨枫书馆 翻书488】俞晓群从事出版数十年的编辑出版笔记。想起扬之水的《<读书>十年》
，但扬的书对于编辑出版的故事记录太少，更像是行程记录。俞则鲜活地整理记录了他作为出版人学
习、成长、生活与生命历程，也从某一个角度为我们描摹了一幅近三十年的中国出版史。而其中交织
的“各种人物如此之多，人物的层次如此之高，文化热点如此之丰富，资料汇集如此之生动，实在太
有意思了”（王充闾语）。
6、三星半。俞晓群办文办事两不误，从日记就可以看出此君的周到。本来想多看看出版世界的八卦
，想不到作者夹带私货混进了这么多不悔的少作
7、由傅老师文章而想读此书。中午借到大惊：竟如此厚！本以为会和《读书十年》差不多，却大不
相同：1，俞数学系出身，故本书多涉及和科学（史）家的交往，这些学者和人文学者还是不同的；
第二，俞选择出版的还是片段，很多话大概不方便说；第三，扬之水小清新，俞和辽教社却草莽很多
，记录也更真实。
8、老一辈出版人的风格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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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出版史》

精彩书评

1、在深圳评选的2015年度致敬出版人俞晓群先生的授奖词中，是这样说《一个人的出版史》的：他（
俞晓群）从业30余年的成长记录，在2015年汇聚成《一个人的出版史》，折射出整个出版行业乃至一
个时代广阔深邃丰富复杂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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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出版史》

章节试读

1、《一个人的出版史》的笔记-第462页

        第二天，我们再次到吕叔湘家拜访，沈公在前，我等亦步亦趋。至此，我与沈公的“师徒之势”
已有模样。

2、《一个人的出版史》的笔记-第455页

        在北京民族饭店，在沈昌文引荐下，请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董女士，
她很有气质，稳稳当当，叙事不露声色。我也第一次看到沈先生有些紧张，平时沈总好开玩笑说，他
年轻时曾经追求过董秀玉，不知是真是假；现在他们都有些老了，我也觉得他们不大般配。这次在董
的面前，也不知为什么，沈不再表现得那样挥洒自如。我们主要谈的是在沈阳开办三联书店沈阳分店
的事，董很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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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出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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