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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书 局 百
年，其影响层面大
抵有二，一为学术
层面，大量古籍整
理作品奠定了学术
研究的基础，一为
传播层面，以《中华
活页文选》等为代
表，中华书局的出
版物在当代的传统
文化普及方面起到
了巨大作用。而在
中华书局灿若群星
的作者当中，阎崇
年先生是难得在这
两个层面都有所建
树的学者。几年前
的《正说清朝十二
帝》开一时阅读潮
流，自不必说，另一
方面，阎崇年先生
又 有《努 尔 哈 赤
传》、《中国历史大
事编年·清代卷》、
《中国都市生活史》
等 学 术 著 作 。 在
此，我们邀请阎崇
年先生撰文回顾他
与中华书局的多年
交谊，从中也可以
读出时代阅读潮流
的变化。

问学 找中华书局借书
我 同 中 华 书 局 有 四 件

事，记忆永驻，没齿不忘。
头 一 件 事 是 在 上 世 纪

60 年代。我初学清史，初生
牛犊不怕虎，想写《努尔哈
赤传》，朝鲜《李朝实录》自
是必看之书。这部书精装
本 100 册，海外进口，据说只
购进 50 部。我去北京图书
馆（今国家图书馆）查阅，只
阅览，不外借，耗时费力，非
常不便。那时我常到王府
井北的中华书局去，到中国
古代史组赵守俨先生、何英

芳等的房间坐坐，得到不少
知识，获得不少信息。后来
我的论文集《燕步集》就是
赵守俨先生题写书名的，我
书房插架的一套精装本《清
国史》（20 册）也是何英芳送
我的她的责编样书。记得
有一次聊天时，无意中说起
我在阅读朝鲜《李朝实录》
的事。德公（刘德麟）说：吴
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
国史料》〔注〕还没出版，但
有纸型，你看这纸型就省事
多了，但要李侃总编批准。

我找了李侃先生，他慨然允
诺 。 德 公 说 ：书 刚 打 了 纸
型，风向变了，不能出版，但
以后总会出版的，请千万细
心，一页不能丢。我俩商定：
每次借 100 页，专备一个本，
借时签名，1 个月为期，还书
销账。于是，我每月必去中
华书局一趟，借还纸型，顺便
聊天，前后大约有两年左右
的时间。我做了大量阅读笔
记，到书稿中引用某条资料
时，再去图书馆借书核对，真
是事半功倍，至今感谢不尽。

合作 正说开一时风气
另 有 一 件 事 是 在 本 世

纪初的 2004 年。中央电视
台“百家讲坛”播出《清十二
帝疑案》之后，找我要出这
本书的出版社，前后有数十
家 。 常 有 人 问 ：你 为 什 么
不 给 我 们 而 给 中 华 书 局
呢？我心里说：精诚所至，
金 石 为 开 。 记 得 一 天 傍

晚 ，中 华 书 局 李 岩 总 编 带
着两位副总编和宋志军主
任 等 光 临 寒 舍 ，颇 令 我 吃
惊 。 李岩总编进门没谈约
稿事，而是跟我拉起几十年
来中华书局同我的关系。我
很受感动，决定书由中华书
局出版。

我要提一下这本书的书

名。当时议论几个书名，李
岩先生说：别人“戏说”，我们

“正说”，叫《正说清朝十二
帝》怎么样？大家说好，我也
赞成。叫“正说”的书，一时
成风。随后中华书局相继
出版了宋志军、李洪超做责
编的《明亡清兴六十年》和

《康熙大帝》等书。

又 一 件 事 是 在 上 世 纪
70 年代后期，张习孔先生和
我是街坊，我们经常走动。
一次他跟我说：“文革”结束
了，吴晗先生主编的“中国
历 史 小 丛 书 ”，还 要 补 几
本 ，《北 京 史 话》就 请 你
写。我说试试吧。他催我
多次，拖了些时日，才勉强
交稿。我去中华书局找责
编胡宜柔先生交稿子。胡
先生学问好，做事认真，心
地坦诚，待人和蔼，极为敬
业 。 每 次 去 都 要 坐 一 会 ，

聊 聊 天 。 聊 的 都 是 学 问 ，
他不胡扯乱扯。同屋的徐
敏 霞 ，是 傅 璇 琮 先 生 夫
人。当时物资匮乏，敏霞养
海 宝（一 种 菌 类 泡 水 做 饮
料），据说有营养，补身子。
璇琮在工间休息时，匆匆到
屋里一转，享受特殊“滋补
品”。敏霞津津乐道地介绍
其好处，我也品尝过，但始
终没做。宜柔先生看稿子
之认真，令我吃惊。他把我
文中的引文、史实，全部做
了核对。凡是有出入、有疏

误、有欠缺的地方，或纠正、
或调整、或补充。他大段大
段地补了有价值的史料，这
篇一万多字的小稿磨审了
一年多。他夫人常年有病，
孩子又小，回家照顾病妻、
洗衣做饭、养育儿女，经济
非 常 拮 据 ，但 从 不 发 牢
骚 。 这 篇 小 书 ，虽 署 我 的
名 字 ，他 的 贡 献 比 我 大 多
了，但他又总是那么谦虚。
虽然胡公已经作古，但他在
我心里是一座中华人的精
神丰碑。

校雠 一万多字小稿磨审了一年

四事追忆，我同中华书局是好朋友

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书局的许多编辑，本身就是某一领
域的专家。现在担任书局总编的徐俊
先生，曾担任我的责编逾二十年，他在
我这边看到敦煌诗歌校录的缺位，于是
倾力完成《敦煌诗集残卷辑校》书稿，成
为此一领域的权威学者。

从我首次造访书局，至今恰好三十
年，与书局几代领导、编辑都成了很好
的朋友，对书局的成就，也有许多新的
认识。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点：坚持学
术原则。严格规章管理。尊重作者权
益。

中华书局成立百年，我写了两句以
表祝贺：“守护文明，沐百年风雨，幸为
往圣存绝学；弘传学术，开万卷兰台，续
向新民诵华章。”一家出版社，在百年风
雨中始终坚持学术方向，为中华传统学
术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空前的成就，我身
兼作者和读者，谨以感恩的心情表达敬
意，也祝书局兴旺发达，创造新的辉煌。

以上各家回忆录自《中华读书报》
【百年中华·我与中华书局】系列报道

【学者回忆中华书局】

扬之水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步入名物研究之途，中华的书成为
我的基本书目。颇得倚重的一部是孙
诒 让《周 礼 正 义》（1987 年 12 月 第 1
版）。买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日后会
派上什么用场，买下之后，也并没有认
真去读，其实这也是我与书的常态。然
而中华的书买多了，便会发现，无论我
想做什么题目，手边都有论题所需要的
以中华的书为骨干的一个基本书目。
中华的书，以体贴人心的选题为我铺就
了一条读书问学的路，作为“实体”，它
成为了我家的一部分，作为精神，它自
然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

把中华的书搬进自己的家，这一项
活动至今也还在继续。忽然有一天，自
己的书稿也搬进了中华，这也许可以视
作中华数十年如一日教授一个自学的
读书人，而他终于能够向老师、向这位
始终不渝的蔼然长者交上一份答卷。

以我的芥豆之微，在中华百岁的时
候，而能够以自己生命中的三十七年见
证它与读书人的不离不弃，中华厚惠于
学界者，又该有多少呢。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今年喜逢中华书局百年华诞，回想
我和中华的文字因缘，感到从我治敦煌
学过程中与中华的交涉，也可以见证中
华从“文革”后的惨淡经营，到今天的辉
煌腾飞，而不论何时，中华人都对学术
研究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时光飞逝，好像一晃我们这些“文
革”后出道的学子现在已经走上前台。
且不说单篇文章的发表，我近年来主持
的两个敦煌学或中外关系史的会议论
文集，都是由中华书局精印出版的。

从“手抄本”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
究论集》，到彩版精装的《新获吐鲁番出
土文献》，既是我个人敦煌吐鲁番研究
的记录，更是中华书局出版事业日益进
步的体现。中华以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屹立在当今林林总总的出版社中间，我
感受到的是中华书局编辑们对学术的敬
重，以及与学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

还 有 一 件 事 是 2009 年
《康熙起居注册》的合璧出
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
常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去看清宫档案《康熙起居注
册》，深感遗憾的是残缺不
全。当时不知道另一部分在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
处，以为时代变迁，原档遭受
损失。1992年我们作为大陆
第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到台
北进行学术交流，参观台北
故宫博物院，也观看了地下
文物库，才看到《康熙起居注
册》的另一半在那里的书架
上。当然总想有一天能合璧
出版，方便读者，嘉惠学林。
2008年，我到台湾讲学，台湾
联经出版公司林载爵发行人

有同大陆合作出版此书的愿
望。我同台北故宫博物院周
功鑫院长、冯明珠副院长交
谈，她们也愿玉成此事。回
北京后，又同中华书局李岩
总 经 理 谈 ，他 表 示 早 有 此
意。我专到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找邹爱莲馆长谈，她也
鼎力支持。经几方相关单位
反复协商，多次磨合，终于在
2009 年，一部海峡两岸合作
出版的《康熙起居注册》影印
本，以同开本、同装帧、同版
式、同纸张、同时间，精装 50
册，合作问世，开了海峡两岸
合璧出版中华古籍的先例。
有幸两方各送我半套，合璧
成为一套，并有以上提到五
位先生的分别签名，成为我
书房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与

合作的一个珍贵纪念。
我 同 中 华 书 局 是 好 朋

友，为什么这样说呢？林肯
有句名言：谁送给我一本书，
谁就是我的朋友。中华书局
出版的同我专业相关的书经
常送我，他们图书馆也经常
借给我书，还有每个中华书
局人（从李总到司机），我们
已成为朋友。

回想起来，我同中华书
局交往已经 50年了。现值中
华书局百年之庆，我将自己
对中华书局的感触，概括为
一句话，正如我赠给中华书
局百年所题：“学界之友”。
中华书局过去、现在、未来都
是学界、也都是作者和读者
的朋友！

□阎崇年

书缘 促成中华与台北故宫合作
阎崇年

1934 年生，北京
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
所研究员、北京满学
会会长、中国紫禁城
学会副会长、历史学
者，研究满洲史、清代
史，兼及北京史。在
中华书局出版有《正
说清朝十二帝》等一
系列清史普及读物。

〔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平装，12册，分1至4册
6元、5至8册5.9元和9至12册6.8元，共18.7元。为什么分四册一组定价呢？现在许多青
年朋友可能不明白。我讲一个事情大家就明白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许大龄先生
当时跟我说：“老阎，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出版了，我一次买吃点
力，打算分三批买齐这部书。”他后来总算是买齐了这部书，至今回忆起来都令人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