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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

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136篇文章，分为四篇：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重大意义；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情况与问题；古籍整
理与出版业务探讨与建议；古籍整理与出版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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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

书籍目录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81年9月17日）胡锦涛同志在江苏考察时看望匡亚明同志温家宝
总理给《大中华文库》写信，鼓励大家把这项事业进行到底一、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重大意义　整理出
版古籍是批判地耿承文化遗产的重要一环　文化传统要继承，不能割断　整理古籍要落实到研究上去
　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古籍　关于爱国主义问题　认真整理出版古籍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关于古籍整理
出版的六个问题　与时俱进的古籍整工作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体现时代精神　功在千秋的事业　中
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夏衍同志谈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　古籍整理工作需
要全国重视　古籍整理小议　我们对文化遗产应持何种态度？　李一氓同志致蔡尚思同志的一封信　
小题目 大手笔　记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巨大关怀　国家财政将加大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
投入二、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情况与问题三、古籍整理与出版业务探讨与建议四、古籍整理与出版的人
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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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

章节摘录

　　整理古籍要落实到研究上去：　　李一氓　　同志们，今天是中华书局开业以后七十周年的纪念
。中华书局是个出版机构，在七十年中作了很多工作，特别是解放以后。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事
业是没有限制的。事业是向前看的，有个“前”的问题，是“向前”，向进步的方向看。假如我们守
旧，守七十年以前，守中华书局在上海开张第一天的规模，那就不行了，甚至守到今天以前的规模也
是不行的。无论在规模上，内容上，都要力求规模大，内容好，质量高，数量也要超过现在。我们这
个时代，要求各种事业都兴旺、发达。我们不希望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事业停止、萎缩起来。我跟中华
书局毫无关系，不仅跟中华书局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是出版界的，也不是印刷界的，也不是发行界的
，我现在还是想不干涉出版，也不干涉发行和印刷。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叫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我就守着“规划”两个字办事。规划就是规划，大家很清楚。原来有的同志知道我在中联部工作，我
已经在中联部向中央辞职了，八十岁还霸占着中联部不肯让是不对的，应该让。中央让我搞古籍规划
小组，我想对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作一点事情，中联部的事我就不干了。照现在来讲，我搞规划小组
也不够格，搞部门领导工作的同志要六十多岁，我现在已经八十了，我也不够格，现在找不到六十五
的组长以前，我暂时把这个摊子守着，哪一个够格的时候，中央任命他，我立刻交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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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

精彩短评

1、对于从事古籍整理的工作者来说，是一本很实用的书。
2、典型说的就是评论里那些
3、本书原价110元，旧书店20元，果断买下。
4、都是《古籍整理出版简报》的文章，不过比较多的谈论整理，出版很少说到
5、水货不少，业内八卦更多。鲍国强、王瑞来、王绍曾杜泽逊三篇当详加细读。再次推荐云老师的
《捞饺子》（http://book.douban.com/review/1506268/）
6、不错，很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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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

精彩书评

1、这书里面灌水文不少，对不起那个价。故而捞些干货出来庶免看多了re、顶、沙发一类水贴倒胃口
。之所以给四星，是推荐里面的部分文章，并非这个书。第一辑讲的是古籍整理出版的意义。第二辑
讲的是目前的情况。《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简述》赵守俨（杨牧之编过一个大砖头，查那个即
可）《关于藏文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刘大林《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胡厚宣《甲骨文资
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赵诚《旧志整理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来新夏《&lt;中国古籍善本总目&gt;编纂
工作总结》顾廷龙《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的历史、现状和任务》张志清《中国古籍数字化的现状与展
望》陈力（还是嫌老旧了，古籍数字化主题的论文新陈代谢速度非常快）《西夏资料的新发现和西夏
研究的新进展》史金波（可作西夏学入门文章读）《全国地方志系统旧方志整理与开发利用简况》田
嘉《古籍图书的结构调整与市场扩容》李岩（如果当市场企划书真有点太老）《“中国古籍”、“古
典文献”和“古籍整理”的界限说》许逸民（文献专业本科生上完古文献学第一节课后最好看一下）
《建国以来古医籍整理若干问题的初步考察》黄龙祥（虽然说的是医书问题，但可以推广到其他部门
古籍）第三辑是具体业务，好东西比较多，但也可能说明我的阅读兴趣还是形而下的。《关于考古发
现的简帛文书的整理出版问题》徐苹芳《从&lt;陈确集&gt;谈古籍整理》张岂之《谈谈古籍标点中的几
个问题》胡宜柔《繁体电子书稿易错字举例》鲍国强（习题集，还是要提醒一下自己的，我就有好多
字居然还是没认对）《谈谈古籍影印的市场定位及相关问题》徐蜀《古籍整理出版中的版权问题》辛
广伟（搞古籍整理的同志们看看，知法用法）《我们是怎样编纂&lt;清史稿艺文志拾遗&gt;的》王绍曾 
杜泽逊（五星推荐，必读！王老板后面写的一个培养本专业学生方案凶残可怕，但这篇实战攻略着实
精彩）《略谈古籍校勘》王瑞来（五星推荐，必读！此文当作校勘学补充阅读）《略论校异同与校是
非》李知文《官制修养与官制整理——有关官制点校证误四十例》龚延明《试论古籍影印的若干问题
》李伟国《古籍影印刍议——兼评&lt;广雅疏证&gt;的三种影印本》钟年《建议出版地方志中&lt;艺文
志&gt;等资料》王利器《整理或影印古籍要注意保留原书的序跋等附件》崔文印《整理古籍使用标点
符号应求其划一》李希泌《要重视对职官简称的研究——谈谈古籍整理中存在的一个问题》龚延明（
这篇是跟着王瑞来的写的）《对规划修订的几点建议》唐长孺（比起来国宝公的那篇简直是不堪读）
《三续&lt;道藏&gt;刍议》胡道静《对古籍出版发行工作的一点思考》马建农《唐人笔记亟待整理》陶
敏第四辑是人才培养，方案比较乌托邦，看看就过了。需要说明的是鄙人对集部文献兴趣缺缺，新中
国成立以后花了不少精力搞这一块，该文集里也有不少相关论述，如程毅中的一些文章，但是都略过
了，有意集部的同仁请自去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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