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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品质》

前言

1944年，韬奋先生不幸病逝，抗战中心延安、重庆社会各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表达了人们对韬
奋先生以出版为武器激励中国人民坚持抗日的敬仰之情；1948年，张元济以高票当选国民政府中央研
究院首届院士；1962年，艾伦·莱恩，一个连大学都没有读过的高中生，被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封
为爵士；2002年，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去世，全球数十名著名学者、作家和德国地方政府部门及国
家最高首脑出席葬礼⋯⋯张元济、邹韬奋并非著述等身的学问大家，却受到社会各界一致拥戴，莱恩
和翁泽尔德也非声名显赫的文艺巨子，同样获得举世称道。他们的荣耀源自同样的身份——卓越的出
版家。    一    印刷和出版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是人类的精神之光与智慧之源。中国五千年文化绵延
不断、惠及四方，这与印刷术带来书籍流播的便利，满足了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是有直接关系的。
尤其是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对于中华文明的繁盛与思想文化的传播、阅读，更是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而它对于东西文化交流乃至西方文明的兴起也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领
先世界的造纸工艺、印刷技术和发达的出版业，中国文化的发展进步将会大打折扣，世界文化之林也
必将因此而失去应有的光辉。中国印刷技术为何未能进一步改进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是汉字复杂结构所限，抑或是囿于社会制度、观念等因素，是学界众说纷纭的话题，迄今仍无定论。
但中国首创发明的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应是举世公认的，正如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
约瑟所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再没有比纸和印刷的发明更重要的了。在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
时期开始，人们就将通过阅读提升修养放在重要的地位。此后一两千年，欧洲创造了辉耀世界的文明
，但由于技术条件的束缚，文化的传播仍显滞后。至15世纪中期，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恰
如尼尔-波兹曼所言，印刷机从此“打开了一扇欧洲文化多年来一直焦急叩响的门。当这扇门终于打开
时，整个欧洲文化便蜂拥而入”。而在伊利莎白·爱森斯坦看来，印刷术的发明和运用，使欧洲的社
会、经济、文化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欧的社会生活结构得以经历了从破碎到重构的过程，
形成了近代模式的雏形；社会、文化、家庭和工业随之而发生剧烈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
革命由此肇始。    印刷术和出版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原有的雕版印刷、手抄本抑或
羊皮书随印刷机的轰鸣走入历史，快速化、规模化生产的印刷书就此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正如麦克
卢汉所言：“印刷术把浩如烟海的信息传输给个体的人”，“谷登堡使一切历史同时展现：便于携带
的书籍把死者的世界带进绅士的藏书室”，“印刷术推倒了修道院社会研究和团队研究的墙壁”，“
西方机械文化的一切方面都是由印刷术塑造的”。由印刷术造成的书籍出版的传播，致使社会文化发
展出现了新的趋势。波兹曼指出，由于对印刷术重视程度的不同，欧洲的文化知识版图就此发生了逆
转，在中世纪时，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文化要远远高于北欧国家，但到17世纪末，由于北欧国家对印刷
和出版的重视，这种局面完全颠倒过来。与此同时，印刷术所包含的不可抗拒的革命性力量也引起了
欧洲君主们的慌张和严酷的压制。正如哈罗德·伊尼斯曾指出的，从15至17世纪，英格兰和德、法都
对印刷出版业采取了严厉的管制，使得荷兰的印刷业成为欧洲文化的加工厂。但无论处境多么艰难，
印刷术使人类的优秀思想和文化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传播，因印刷和出版带来的书籍推广和知识普
及，使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走到了尽头。    由此看来，印刷和出版对于人类告别野蛮、走出愚昧、脱离
专制起着异乎寻常、难以估量的作用。人类的文明和文化藉此得以传播和发展；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
、社会的能力，自身精神世界的丰富，亦端赖于此。有了印刷和出版，人类的知识体系得到更加系统
化的梳理，知识的传承如虎添翼；人类的文化版图大大拓展，原本只有少数贵族精英才能习得的文化
与知识，开始向一般社会大众播撒；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使原本封闭的区域性文化日渐丰富和多元；不
同种族和民族间的思想开始相互激荡，产生出更多熠熠生辉的新知⋯⋯出版将人类世代集聚的智慧和
发现、思想和情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虽然每一时代的局限的个人受限于生命都会随着时光流逝而
退出历史舞台，但其中出类拔萃的卓越之士的精神却可穿越历史，泽被深远。出版活动就是留意采撷
人类精神的奇卉丽葩或缤纷落英，维护人类的骄傲和尊严。    而出版活动的意义，是由执著献身于传
薪继火事业的优秀出版人擘画实现的。出版人的品格与追求，决定了出版的品质与成就。优秀出版人
永远是那些崇尚文化、志趣高洁、德才兼具的人类精英。他们心怀理想，身肩使命，以窃火播光的虔
敬和热忱，造就了出版的辉煌，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中外古今的出版先贤，其事业彪炳千秋，其德性
足为楷模，其嘉言懿行尤为引人深省。概而言之，出版是为公众阅读服务的，社会中的个体，通过阅
读，不仅可以积累知识，而且可以形塑人生理想与价值观念，进而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于社会而言，阅读事关国民素养、国家发展与社会文明，更显独一无二之价值。虽然每一时代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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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品质》

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各不相同，但优秀的出版人总能自觉地为公众阅读提供形态最完美的书籍，并想
方设法以最便捷的传播方式满足阅读需要。    书的品质是由出版的品质决定的，而出版人的品质又最
终决定着出版的品质。克里斯托弗·瑟夫在回忆其父——兰登书屋创办人贝内特·瑟夫时写道：“完
美无瑕的文学趣味；不可思议的商业本能；用之不尽的精力与激情；天才的公关与销售技巧；坚定而
又兴致勃勃地把握每一次机遇的决断；充满孩子气的魅力；令人信赖的诚实；在逆境中仍不失风趣幽
默的惊人才智；不偏不倚的公正与慷慨；迫切受人欣赏、喜欢的强烈愿望；不让自己板起面孔做事的
坚持；对自己的好运气总是感到高兴的满足。”英国企鹅出版公司的创办人艾伦·莱恩早年曾是一家
出版公司的职员，有感于书店里销售的便宜图书，都是些既缺乏想象力，又没有知识含量的消遣之作
，于1935年创办了企鹅书屋，相继推出了“鹈鹕丛书”、“国王企鹅系列”、“企鹅古典系列”、“
海雀图画书系列”等影响深远的图书，为文化的普及做出了持久而卓越的贡献，莱恩本人也在服务大
众的过程中书写了一个出版业的传奇。20世纪60年代初，当企鹅公司的总编辑戈德温为牟利而推出一
本充满血腥和罪恶的漫画书《大屠杀》后，莱恩怒不可遏，率人冲入书库，将所有还没来得及上市的
《大屠杀》全部销毁，戈德温也因此被辞退。莱恩对戈德温说：“你可能是一个商业奇才，但你却不
知道一本书不是一听黄豆。”眼光好、精力充沛、诚实可信、有魄力、深具社会责任感⋯⋯瑟夫和莱
恩体现出的个人品格也是所有优秀的出版人应该具备的品质。    概而言之，一名优秀出版人应该是这
样的：学历无论高低，必须有良好的修养，对文化和出版充满热爱、憧憬之情，从某种程度上讲，他
们是拥有理想和浪漫情怀的文化人，是真正的文化至上主义者，文化和理想在其心中永远是第一位的
。他们还有自觉承担启迪时代精神的社会责任感，有将文化的圣火通过自身的出版活动播撒到更广大
的民众中去的雄心与抱负；往往能敏锐地捕捉到作者灵光一现的创意洞见，凭借自身的独特眼光、出
版卓见与职业热诚，激励、呵护尚在“孕育”中的“文化精灵”，使其完美地降临人世，不致“胎死
腹中”，从而催生出有价值的真理和思想，并使其广为传播，对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
，他拥有精准而独异的鉴别力，特别擅长发掘和培养优秀的文化人才，始终将作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甘心做第二小提琴手，努力为作者提供最周到的服务；立足于文化，善于通过创新性工作促进优秀
图书的普及，同时又具备非凡的商业才华，使文化的价值发挥出最大的效力。    二    在所有的品质中
，如何处理好商业与文化的关系，是检验一位出版人是否优秀的试金石。优秀的出版人总是以文化追
求作为出版活动的终极目标，商业价值仅仅是实现文化目的的手段；优秀的出版人大都能够以独特的
眼光，将商业价值与文化目的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当二者发生矛盾不能兼顾时，他们又会不约而同地
选择文化。    出版是将作品传诸社会的活动，正因为此，出版的着眼点是书籍的内容及其所承载的文
化，是书籍如何在社会上传播并产生影响。出版经济是为出版文化服务的，出版的本质属性是文化，
所有出版活动都要以文化本位为最终指向。兰登书屋前总编辑贾森·爱泼斯坦认为：“图书出版始终
都是依赖投资者的慷慨大方以及员工和老板的无私奉献，它从来不会给投资者带来预期的正常回报。
”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博士，现任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学部执行主编的林赛·沃特斯对西方出版业
研究后得出结论：在西方，出版业自谷登堡以来的财政记录显示，书一向是很少赢利的买卖。任何东
西都比书赚钱，过去如此，将来仍会如此；“我追求的是收支平衡，同时保持思想和书籍的尊严”。
邹韬奋先生说：“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
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但是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
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严格遵守量人为出的原则。⋯⋯如果因为顾到商业而对文化食粮
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必须尽力赚钱，因为我们所
赚取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用到事业上面去。”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资深编辑沃尔夫也认为：“书籍从
一开始就兼具思想论述和市场商品两种功能”，“我个人并不相信利润是最重要的衡量因素。⋯⋯假
如你的兴趣是不计任何代价，求取暴利，那你干脆去卖鞋子算了。至少卖不出去的鞋子，你还可以留
着自己穿。”    出版业的文化属性，要求出版人必须有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不能唯利是图，以
赚钱作为首要目标而放弃文化职守。陆费逵在《书业商之修养》中说：“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
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得是最卑鄙、最龌龊的⋯⋯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供献于世，则其比提刀
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害多少人。”张静庐在《在出版界
的二十年》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
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
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商人——都应该
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他还认为“出版家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更可怕、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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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    优秀的出版人总是自觉地摆正出版文化和出版经济的位置，他们当然也看重出版的经济回
报，但在他们心中，文化始终处于中心地位。19世纪，俄国还处于沙皇统治下，漫长的农奴制度使普
通民众处于思想贫瘠的无知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绥青进入一家书铺工作，出版了很多价格低廉
通俗有趣的读物，进入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列夫·托尔斯泰，开始
了从“生意人”向“文化人”的转变。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绥青主持出版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
基等作家的优秀作品，并把它们推向俄国普通平民。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出发，绥青出版的图书
定价都非常低廉，以期使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读得到。如创造了10万册平装本销量的《列夫·托尔
斯泰全集》没有盈利，但它却为俄国民众奉献了丰富的精神食粮。20世纪初期，绥青出版的图书已经
占到整个俄国出版物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但他仍以启迪时代精神、提升民众素养为其事业的中心目
标，为俄国的文化普及和提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国台湾出版家、三民书局创始人刘振强是一位喜
谈文化、钟情文化而又敏于行的实践家。他主持的两项大工程为世人瞩目，赢得文化界交口称赞：一
为《大辞典》项目；一为“汉字字库”工程。《大辞典》的编纂，始于1971年，迄于1985年，前后历
经十四载，聘请专家及参与的工作人员逾二百人，铸字六万余个，用铅超过七十吨，创造了当代出版
史的奇迹。“汉字字库”数字化工程起于1988年，三民依托当时《大辞典》的铸字经验，每年延请近
百名专业人员撰写能够体现“中国汉字美感”的字体。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03年完成了由
楷体、黑体、仿宋、长仿宋、明体、小篆六套字体组成的汉字字库。余英时认为此工程计划庞大，为
用无穷，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贡献。刘振强凭借对文化的热爱，以一己之力，终于完成了本应由公共事
业机构承担的文化盛举。    还可以举出许多著名出版家，他们也都是处理文化与商业关系的典范。在
中国，有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舒新城、邹韬奋、章锡琛、徐伯昕、胡愈之、巴金、冯雪峰、陈
原、范用等长长一列先贤；在国外，创造了半个世纪法国出版史传奇的加斯东·伽利玛，创办了英国
布克奖的出版人汤姆·麦奇勒，书写了美国出版辉煌历史的贝内特·瑟夫，造就了日本岩波文化的岩
波茂雄，也都是文化出版的典型代表，他们各有所长，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即都培养了许多誉满全球
的作家，其中有不少人还荣膺诺贝尔奖。这些作者曾经籍籍无名，出版家推出其作品的时候，也并未
指望能赚钱，看重的是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力量。    三    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迎来两项重要
活动：一是庆祝建社三十周年；二是参与筹建复旦大学编辑出版专业硕士点，并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共
建复旦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为将上述活动和机构筹备好，我们拟编辑出版若干出版物以志纪念，
亦为编辑出版专业硕士及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提供助力，《出版的品质》是其中的一本小书。2011年4
月，我们拟定了本书主题和出版家人选，向海内外出版同仁约稿，有幸得到朋友们的支持，每位作者
选择自己熟悉的出版家，撰写了精彩的篇章，最终成稿2l篇。当然，限于条件，所选传主仅仅是现当
代优秀出版家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或以自身的努力，引领了出版潮流；或以主持出版的优秀图书，
影响了社会思想的变迁。他们是时代的骄子，是出版的楷模。现代出版业因他们而熠熠生辉，值得认
真研究，洗发其人格之光彩。在内容编排上，考虑到现代出版业最先兴起于欧美，其图书市场的发展
也相对成熟，我们将有关国外出版家的篇章以传主出生年月为序作为辑一，中国出版家以出生年月为
序作为辑二，这也符合中国人一贯的待客礼让之道吧。本书各位作者均是业内对出版史卓有研究的行
家，也是对出版业心怀感情的行业精英，我们期望这部“出版人写出版人”的小书的推出，能够为当
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一种视角，希冀有更多的出版人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和品质，踏着贤达的足迹
，砥砺精神，慨然而行，为开创出版业新的辉煌而不断努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部凝结着海内外多位
出版同仁心血的著作，能够为已经进入和即将进入编辑出版业的朋友们尽快找到“前行航标”提供一
点帮助。最后，我们要对参与撰写此书的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没有大家的鼎力支持，就没有今天这
部书；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约稿将近一年才出书，虽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想寻找更多宜放入本书的
图片，使书更臻完美，但毕竟耽搁久了些，这是要向大家致歉的。编选过程中，承蒙汪家明、汪耀华
、彭伦、西弗林诸先生以及苏尔坎普出版社、三民书局提供了部分图片，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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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品质》

内容概要

《出版的品质》由近20位著名出版人撰写，传主都是在中外出版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出版家。他们曾经
以各自的风采书写了不朽的出版传奇，他们的人生是曲抑扬顿挫的咏叹调，他们在出版生涯中表现出
来的出版品质，尤其值得后世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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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品质》

作者简介

贺圣遂，历任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社长。现任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编
辑，复旦大学出版专业硕士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上海编辑学会会长、上海出版
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副理事长。先后荣获上海出版人奖金奖、韬奋出版奖、中国百名
优秀出版企业家、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中国政府出版奖?优秀出版人物奖。在他主持
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人口史》等一大批引人注目的
当代学术名著。重视出版理论思考，撰写编辑出版类论文60余篇。其中，《关于科学出版观的初步思
考》、《关于编辑职能演变的思考》《为出版插上飞翔的翅膀——论技术在出版变迁中的作用》等三
篇论文荣膺第一、二、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
姜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研究
，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其中有7篇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出版业》全文转载。另有
《建国前的大学出版：理念、运营及得失》一文入选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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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品质》

书籍目录

目录

弁言 贺圣遂 姜华

辑一

绥青
为书籍的一生 汪家明

加斯东·伽利玛
半个世纪的出版传奇 胡小跃

岩波茂雄
岩波茂雄和他的岩波书店 李长声

贝内特·瑟夫
贝内特·瑟夫与兰登书屋 李庆西

艾伦·莱恩
明心见性： 真正出版人的造就和养成 张宏

翁泽尔德
世纪出版家 马文韬

汤姆·麦奇勒
一位特立独行的出版家 章祖德

安德烈·西弗林
出版业：向美国学习，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 甘琦

见城徹
行动第一，向死而生 姜革文

辑二

张元济
中国现代书业第一人 周榕芳

陆费逵
以出版为终身事业 王建辉

王云五
梦萦中的迷离影像 俞晓群

邹韬奋
韬奋先生留下的财富 温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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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品质》

胡愈之
一生与出版结缘 王一方

张静庐
在文化与商务的平衡中不懈追求 范军 吴永贵

冯雪峰
古今中外，提高为主 潘凯雄

巴金
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 孙晶

邵洵美
有钱人做出版 金良年 汪耀华

陈原
我读陈原 胡守文

范用
卓尔不群的出版家 叶芳

刘振强
难能可贵的文化出版典范 贺圣遂

附录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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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品质》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利弗莱特出版社正缺资金，结果瑟夫以两万五千美元的借款谋得了一个副社长的职
位。不过，实际上他还是要从发行员做起。他在利弗莱特出版社干了两年，应该说这是瑟夫进入出版
业的学徒时期，从发行渠道到作者圈子，从出版流程到业内人脉关系，要学的东西很多，起步阶段的
经验积累日后将使他受用终生。贺拉斯·利弗莱特是一个具有赌徒性格的出版人，眼光敏锐，做事有
胆略，却也有些华而不实，后来由于投资演艺业搞砸了，弄得血本无归。瑟夫在他门下的确学到了许
多东西。譬如，用人之道，如何选中有成功潜力的人——不管是出版社员工，还是作者；譬如，怎样
判断一部书稿——首先是要相信编辑的判断力。尽管利弗莱特是一个小出版社，却有着相当豪华的作
者阵容：德莱塞、房龙、尤金·奥尼尔、缪塞尔·亚当斯⋯⋯这在瑟夫眼前简直就是花团锦簇的一台
大戏。 其实，利弗莱特最重要的资产是l917年创立的“现代文库”（Modem Library），一套广泛收辑
欧美经典作品的廉价版丛书，是模仿英国的“人人文库”（Everman's Library）而创立的，当时的书目
已有上百个品种。瑟夫自己在大学期间就经常使用这套文库里的书，他深知这种已在读者圈里树立起
目碑的经典名著丛书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然而，大举进军演艺业的贺拉斯·利弗莱特此时对手头
的出版项目已经有些心猿意马，尽管知道“现代文库”能够带来源源不断的重印利润，却并没有给予
应有的重视。 贺拉斯·利弗莱特三心二意的经营方针把瑟夫弄得心神不定。1925年春天，瑟夫决定去
欧洲看一看。当时，世界出版中心还在欧洲，而英语世界的出版中心自然是英国。在去伦敦之前，他
已经萌生了自己创业的念头。启程那天贺拉斯在纽约第49街的一家酒吧请饭送行，席间趁着贺拉斯大
诉资金拮据，瑟夫提出由他收购“现代文库”的建议。这不仅是要挖去贺拉斯的一块心头肉，还不啻
向老板挑明了他将自立门户。瑟夫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此前他曾有过几次试探，可是一开口就被贺拉
斯轰出办公室。没想到对方这回直接问起开价多少，债务缠身的贺拉斯此际已是走投无路，只得忍痛
割肉。最后，双方谈定了20万美元的转让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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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品质》

编辑推荐

出版家的品质决定出版的品质，有什么样的出版家，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出版家的高度即是一个时代
出版业的高度。《出版的品质》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中外21位著名出版家的精彩经历。这些优秀出版
人的功绩彰显了如下理念：一流的出版家胸有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从不唯利是图、以赚钱作为
首要目标而放弃文化职守。本书是出版人写出版人的精彩之作，不仅描绘了这些出版家丰富多彩的出
版生涯（很多案例足资借鉴），也刻画了其鲜明的个性与多彩的个人生活。故事性强，叙述生动，读
之意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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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品质》

精彩短评

1、出版的品质是文化品质的反应。出版是文化的一部分，编辑出版业界人士值得一读——那些出版
史上的过来人~
2、闲时可读，品质不一。
3、备考所用，但是书中对出版名人的介绍的确很详实，让你从出版先辈的经历学习出版人应具的品
质
4、讲了很多出版大家的出版生涯，为什么中国的出版大家大多学富五车，而外国的却并非如此呢？
可以说各有特色吧，值得学习。
5、出版的品质 真心很棒 书的质感很好 看了很有收获
6、好水好无聊！！！老师你为神马要推荐？！！
7、内容吸引人，书的品质也好，快递一般
8、可以看得出这是一本作者费了心思的书。收录内容文化性强，比较专业，但有些晦涩，读起来比
较累。
9、2014 02 24 弁言感人至深，绥青、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范用还有巴金值得永恒。
10、起初是为了考试买的这本书，但读过之后确实拓宽了知识面
11、要不是我尊敬的老师极力推荐，此书评分只够格2.5星。书中介绍的出版人确实可敬，也对入门普
及出版学知识有一定引导作用，但是写作人的文笔多贫乏、内容多流水(除了甘琦)。难道从一个侧面
也反映了当代出版届人才匮乏的现象？⋯
12、被图书馆推荐书目吸引买下这本书，结果内容就是一篇篇名人生平的概要介绍。
13、给妈妈买的，不错的
14、只能说，复旦出版考研必备
15、内容很不错，印刷质量有待改进
16、老调重弹，不过也算是温故知新吧。
17、内容不够深，都在宣扬一种有点假有点虚的类似情操的东西，用来拓宽对出版领域的眼界还行吧
。
18、书里介绍了很多很多大出版家的事迹 很喜欢
19、品质出版，复旦印证了这一点。书中列举了不同的出版家的事迹，从不同角度来叙述~~总体不错
，这一行的应该读一下，据说还是上海书展十大好书之一~~
20、封面不干净，有很多灰。很喜欢的书，内容丰富
21、的确是风格水平参差不齐；感受最深是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出版家对发掘作家作品的价值、出版业
对塑造文学史的重要作用；兰登，企鹅；陈原。出版者的修养和品位。
22、个别写的还不错,体现了该出版人的人格魅力,但大部分都无聊透顶,只会塞数据人生资料
23、千篇一律的马屁过多
24、不是我自己读的，表妹说还可以
25、老师的
26、从此开始关注出版社
27、各篇质量参差不齐，有几处连基本编校都没做好，纳闷。
28、Y师相赠。
29、一些独立的文章凑在一起，不好
30、基本是认物传记，完全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还以为是阐述出版精神和方法的书，结果是中外出版
人物传记。
31、队以拓宽专业视野挺有用
32、只读了前半本
33、有功德
34、行文风格不统一且水平参差不齐呐~所以索性叫出版人品质的故事更恰当点八~给出版写史还是值
得的
35、出版的品质出版的品质出版的品质
36、物流还挺给力的，这本一直想买，这次降价就下手了，很喜欢这个题材，书况一般有点脏，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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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品质》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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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品质》

精彩书评

1、在当代出版人写出版前辈的《出版的品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中，我非常赞同主
编贺圣遂在弁言中的话：“书的品质是由出版的品质决定的，而出版人的品质又最终决定着出版的品
质”，“在所有的品质中，如何处理好商业与文化的关系，是检验一位出版人是否优秀的试金石。优
秀的出版人总是以文化追求作为出版活动的终极目标，商业价值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两者
发生矛盾不能兼顾时，他们又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文化”。这几年出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转制”：
事业转为企业。其实，上世纪50年代前，中国的出版社不都是企业？董事长、社长、总经理不都是商
人？“做书”是生意，生意当然要赚钱。但是，这些老板们做书绝不仅是为了赚钱，他们都有文化追
求。正如张静庐在《在出版界的二十年》中所言：“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
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被誉为中国现代书业第一人的张元济，1901年投资入股商务印
书馆，两年后任商务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再十年后任董事长。他“将介绍西方新知识新思想的
学术著作，作为编译的重点，宗旨是‘为中国开发急务’”，编译出版了《天演论》、《法意》、《
社会真诠》等一批西方学术名著；他“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聘请蔡元培、杜亚泉、包天笑等具有新
思想新知识的专家学者编写《文学初阶》、《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小学教科书》；他主持编校
、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延续中华文化；张元济主持的商务，书刊并举，创办了
《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教育、学生杂志；他还创办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1926年时
，涵芬楼已有藏书48万册。陆费逵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担任局长、总经理30年，出版新旧书籍两万
种。早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相信革命一定成功，与人一起自行编写并秘密排校了《中华教科书》
；他以出版办教育，以教育促出版，出版了多套中小学、师范、职业、华侨学校教科书和参考书；他
致力于古籍整理，中华书局出版了《四库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翻译出版了《物种原始》、
《国富论》，编撰了《中华大字典》、《辞海》等大型工具书；创办了《大中华》、《小朋友》等期
刊。陆费逵还是中国最早的音像出版人，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之初，为推广国语，陆费逵
“参加国音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制造国语留声机片”。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结缘40年，长期
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从1929年起，他主持编辑《万有文库》，目的是“使
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
收藏”，至抗战爆发，共出版刊印了两集1721种，4000多册。这在当时是世界上在编的最大的丛书。
当年美国《纽约时报》称赞此举是“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张静庐1924年与人合
资创办光华书局，任经理；后来又创建上海联合书店，合办现代书局，1934年又创建上海杂志公司，
任总经理。他邀请施蛰存、阿英等名家编辑校对《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将一些流传较为罕见的古籍
，用低廉的价格刊印出来。张静庐在晚年编辑出版了八卷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汇编》，收录了
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87年间，我国出版事业，包括图书、报纸、期刊、教科
书、印刷、法令等重要资料，成为研究出版史、报刊史，现代文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的必
备书。邵洵美1927年出资从徐志摩手中接盘新月书店，不是新月派同人的他担任新月社经理，后来又
投资《时代》画报和中国美术刊行社，上世纪三十年代创办时代图书公司。他花巨资（5万美金）引
进海德堡最新影写版印刷机，用双色版三色版印刷《时代》画报和幽默杂志《论语》。他还创办第一
出版社，出版了《从文自传》、《巴金自传》等等。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在沦陷区的上
海，他一手操办了英译本的印刷和散发。刘振强，台湾三民书局董事长。历经58年奋斗，将一家售书
小店打造成如今有400多名员工的现代大型出版企业。1971年他主持编纂《大辞典》，发现原先使用的
日本铜版汉字字模远不能满足编书需要。于是，他聘请专家、工作人员200余人，历时14载，耗铅70吨
，自制铸字6万余个。为求《大辞典》知识精准，他特意购置了《四库全书》、《四部备要》等丛书
以备核查。从1988年开始，刘振强主持实施“汉字字库”工程。每年聘请近百名专家，书写能够体现
“中国汉字美感”的字体。经过15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楷体、黑体等字体组成的字库，其中明
体字体就有七万多字。三民书局又聘请计算机专家，将几十万字的汉字字库运用到电脑排版系统。在
刘振强主持下，三民书局出版了钱穆、谢冰莹、毛子水等老一辈文化人的著作《三民文库》311 种；
收录老一代文化人叶嘉莹、余光中、余英时等的著作《三民丛刊》312种；还有《古籍今译新注》丛
书360余种，涵盖国学、史地、哲学、艺术等学科的《沧海丛书》1100余种。《出版的品质》中的每一
位作者都是当今出版界的精英，当过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后任海豚出版社社长的俞晓群曾主持出
版过“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创建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汪家明曾策划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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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图片中国百年史》、《老照片》，后到三联书店任副总经理，出版了“中学图书馆文库”、龙应
台作品系列；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贺圣遂曾主持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
、《中国人口史》等一大批当代学术名著⋯⋯他们继承了老一辈出版家的传统，为了“传承文明，开
启民智”，为了“比钱更重要的意义”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
一篇书评，个人很喜欢这本书，尤其是被书名打动，尽管这本书严格来说，叫《出版人的品质》更恰
当！出于对这本书的喜爱，将偶然间看到的书评分享于此，但是自己从内心里不太喜欢“为了比钱更
重要的意义”这个标题，尽管它出自张静庐在《在出版界的二十年》中所说的话：“钱是一切商业行
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这本书也值得更多出版界的人
们去读，更值得我的同事们去翻看，因为毕竟有一篇文章出自我们社的一位前辈之手，从一个侧面来
看，我们能拥有一个在业界和其他单位的风云人物们比肩的前辈，是我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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