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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宋云彬长孙宋京其
和父母家人一起从沈阳回到北
京。那时，宋京其总是周六一放
学就跑到祖父家，哪怕打地铺也
要在这里住一夜。

对宋京其来说，爷爷不仅是
那个学养深厚、坦诚直率、相貌
堂 堂 、 注 重 仪 表 的 “ 云 少
爷”——总是中山装外加呢子大
衣，夏天是熨得平整的白衬衣，
还是那个书生报国惟肝胆、语不
惊人誓不休的爱国文化人。祖父
多次给他们讲起安体诚、宣中
华、恽代英、萧楚女的人品，前
两位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后两位
是他在黄埔时期的同事，最后都
牺牲了。战争时期，宋家分批去
了香港。1949 年 3 月，宋云彬毅

然与柳亚子、马寅初、叶圣陶、
郑振铎等乘船北上。

2015 年 1 月，宋京其代表宋
云彬家人写信给中华书局总经理
徐俊，提出拍卖宋云彬先生旧藏
书画，无偿捐出全部所得，设立

“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及
“宋云彬古籍整理奖”，用于表彰
优秀古籍整理成果和编辑人员。

当时艺术品拍卖行情很差，
大家都担心拍不到 1000 万元，无
法成立基金。宋京其说：“我有两
套房子，可以卖一套补足款项。”

2015 年 11 月，嘉德公司“翰墨
因缘：宋云彬旧藏书画”专场拍卖

成功。2016年 2月，扣除各项拍卖
费用和税金，拍卖所得 1320.924
万元，全部进入专项账户。

2016 年 5 月，宋云彬古籍整
理出版基金首届理事会在中华书
局成立，袁行霈先生担任理事
长，宋京其、徐俊担任副理事
长，程毅中、安平秋、高克勤、
宫晓卫、顾青、管士光、姜小
青、李平、李岩、熊国祯、俞筱
尧、詹福瑞、赵昌平等担任理事。

7月 13日，《光明日报》 等刊
登 《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评选
通告》，基金办公室按照理事会确
定的推委会候选名单，寄送基金
资料和推荐表格。

2017 年 5 月 5 日，首届宋云彬
古籍整理奖评审会在北京香山饭
店举行。评委会主席葛兆光强调，
评委要尽可能超越个人、朋友、单
位的立场，按照古籍整理、学术规
则进行评议和投票。评审过程中，
所有奖项均进行了多轮投票，终投
票数超过三分之二且无反对票，四
个奖项终投通过。

古 籍 整 理 是 一 项 寂 寞 的 工
作，既要有广博的知识，还要耐
心、细心，坐得住冷板凳。社会
上不少人认为古籍整理工作很简
单，不过是校对文字、标点、翻
译，粗通古文就能从事，许多学
校和科研机构将古籍整理成果排

除在科研成果之外，极大地影响
了学者从事此项工作的积极性。
其实，深层次的、原创性的古籍
整理是难度极大、含金量极高的
研究工作，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
乾嘉学派的先贤们从事的正是古
籍整理研究工作。

颁奖典礼结束前，主持人打开
俞国林留下的一封信，代他宣读：

“为表达对宋云彬先生之敬重与对
宋家人之敬佩，谨以个人名义向宋
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捐赠 10 万
元。”就是说，他把这次获奖的奖金
悉数捐出，再次进入宋云彬古籍整
理出版基金这个大平台。

现场安静片刻，掌声响起，
很久没有停歇。

沉静耐心 坚守寂寞
——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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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语言国情手册》 杨亦鸣 赵晓
群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众多，
国语及官方语言难以计数。“一
带一路”，语言先行，掌握一种语
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
钥匙。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语 言 国 情 手 册》 属 工 具 书 性
质，主要介绍“一带一路”沿
线 64 个国家的语言国情，每个
国家包括四大板块：语言、民
族、语言国情沿革与发展、语
言服务。具体内容涉及各国的
国语、官方语言、主要民族语
言、语言历史、语言与民族或
社会的关系等多方面。

该书还简略介绍“一带一
路 ” 沿 线 各 国 的 自 然 经 济 特
点、美食、节日、代表性名胜
古迹以及姓氏特点等。

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近日，由王辉耀、苗绿主编的
《那三届——77、78、79 级，改革开
放的一代人》（中译出版社出版） 在
京发布。

该书汇集了冯仑、陈平原、孙贤
和、雷颐、熊晓鸽、徐小平、张亚
勤、高西庆、刘震云等 60 多位“那
三届”学人的如歌往事、励志故事、
思考与梦想。艰苦的劳动，培养了他
们坚韧的意志；当国家赋予他们重新
设计人生的机会时，他们抓住了机
遇；在大学，他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知
识……这些知名学者、企业家、艺术
家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参加高考的经历
和亲身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故
事，为读者呈现出一个难以复制的、
不可多得的人才精英群体的风采与精
神。他们在书中追忆流逝岁月，总结
人生发展的经验和体会，前瞻中国在
全球化时代的路径与方向，为改革开
放的下一个40年贡献智慧。

（赵佳楠）

“一带一路”好书荐6月16日，国家图书馆
古籍馆东北角临琼楼二楼正
在举行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
奖颁奖典礼。来自高校、科
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
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成
员单位代表共襄盛举。

临琼楼东望是北海公园
琼华岛的藏式白塔，北海湖
水波光粼粼，悠悠书香为白
热天地带来一丝清凉。

在古代，“酋长”的“酋”字
当“酒”字讲。这个“酋”字没有
水，只有从酒瓶中冒出来的酒香
气，所以我说，源于“ 酋” 的酒
香最醇厚。

《说文解字》 曰：“酋，绎酒
也。从酉，水半见于上。”清人段
玉裁注 《说文解字》 时也说，“绎
酒 ” 就 是 “ 日 久 之 酒 ”。 可 见

“酋”就是“陈酒”的意思。
甲骨文的“酋”字，是个会意

字，下面是一个盛酒的大坛子，上
面“三竖”代表酒坛里冒出来的酒
香气。

《吕氏春秋·仲冬》：“乃命大

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墨
子》：“妇人以为舂酋。”这里的

“酋”都是“酒”的意思，与“酋
长”没有丝毫关系。

从“酋”的会意性上我们可以
看出，酒与盛酒的容器密切相关。
如今，与“酒”有关的汉字还都带
有代表酒坛子的“酉”字：造酒叫

“ 酿 ”， 卖 酒 叫 “ 酤 ”， 斟 酒 叫
“ 酢 ”， 进 酒 叫 “ 酬 ”， 薄 酒 叫
“ 醨 ”， 厚 酒 叫 “ 醹 ”， 滤 酒 叫
“ 酾 ”， 美 酒 叫 “ 醑 ”， 赐 酒 叫
“酺”，等等。就连配合的“配”
字，当初也是为了调配酒而造的。

没有这些可以密封的酒坛子

“酉”，就没有香气袭人的美酒供大
家品尝。所以说，“酋”字才是真
酒，不用在媒体上做广告，那冒出
的香气就是好酒最有效的商标。

好东西最容易被人借用，再加
上“大酋”是指专管卖酒的官吏。

《说文解字》 曰：“大酋，掌酒官
也。”“酋”字被部落首领借走戴在
自己的头上，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颜 延 之 《三 月 三 日 曲 水 诗
序》：“卉服之酋。”左思 《吴都
赋》：“儋耳、黑齿之酋。”以及文
天祥 《指南录后序》 中的“二贵酋
名”“诋大酋当死”“与贵酋处二十
日 ” 等 ， 这 里 的 “ 酋 ” 就 不 是

“酒”的意思，而是“酋长”“头
领”的意思了。

“酋”字作官衔用了，总得有
个字来代表“酒”呀！人们便在代
表酒坛子的“酉”字旁边加上三点
水，于是，“酒”字便由头上的香
气变成身边的水珠了。

本来“酉”字里面已经有了该
有 的 水 ， 即 “ 从 酉 ， 水 半 见 于
上”，如今又给它加上多余的水，
这让那些不法分子受到了启发，动
了歪脑筋，把已经酿好的酒再加点
水，这样便出现了大量的假酒。

这也许就是人类勾兑假酒的开
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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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彬（1897 年-1979 年），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
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解放后
任浙江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
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他的生命里，还有或明或
暗的另一条线，那就是文史研
究。他著有 《东汉之宗教》（再
版更名为 《东汉宗教史》）《王
守仁与阳明理学》《中国近百年
史》《中国文学史简编》等。

出生于浙江海宁小康家庭的
宋云彬，幼时即师从训诂学家朱
起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遭通缉的宋云彬和茅盾逃离
武汉。后潜居上海，为商务印书
馆点校古籍。1928 年冬，任开
明书店编辑，整理校订朱起凤所
著大型辞书《辞通》。

1950年3月，宋云彬在《光
明日报》 撰文：“咱们有五千年
的历史，咱们的祖先留下来好多
宝贵的文化遗产。古书还是应该
读，但古书实在难读。所以到今
天，应该来做‘结账式’的整理
工作了……就是认定一种古书，
把以前人所有讲到这一本古书
的，不论是注疏、考证，或者短
短的几句话，通统搜集起来，加
以比较研究，拣其中已经成为定
论、不必再有怀疑的，就用简单
明了而又正确的文字注出来。”

1957 年 被 错 划 “ 右 派 ”
后，宋云彬决心转向古籍整理，
拟了 《编纂史记集注计划》，交
给时任浙江省政协主席的江华及
北京的一些朋友，包括叶圣陶、
王伯祥、郑振铎、齐燕铭、傅彬
然、金灿然等。

适逢毛泽东主席指示点校
“二十四史”，时任中华书局总编
辑的金灿然正到处物色专家学
者。1958年9月，宋云彬调进中
华书局，成为《史记》的主要点
校者和责任编辑。他还独立承担
了《后汉书》点校，参与了《晋
书》《南齐书》《梁书》《陈书》
的编辑工作，被誉为点校“二十
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为新中
国古籍整理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但由于“右派”身份，
宋云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 1959
年点校本《史记》编者里。

作为 1959 年国庆十周年的
献礼，《史记》 点校本要在不到
一年的时间内拿出来，时间非常
紧，常常周日加班。宋云彬还经
常与叶圣陶、金灿然等人商谈工
作至深夜，以至于两个月未写日
记。

1959 年 5 月 17 日，宋云彬
写完《史记》点校说明初稿，在
日记中写道：“甚惬意。”

宋云彬先生

书生报国唯肝胆书生报国唯肝胆

77岁的张忠纲教授特地从美
国旧金山赶回，代表《杜甫全集校
注》领取宋云彬古籍整理图书奖。
这本 680 万字的大书是他们师生
三代人，历经36载寒暑完成的。

1978 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
约请萧涤非先生主编 《杜甫全集
校注》，在山东大学组建《杜甫全
集》 校注组。他们跑遍全国各地
搜集有关资料，光复印杜甫的注
本就有1200多本，还沿着杜甫的
行踪遗迹进行两个月的考察。孰
料著稿将半，萧先生竟于1991年
4 月溘然长逝，工作一度停滞。
但 《杜甫全集校注》 是重大项
目，不能半途而废成为烂尾工
程！2009年初，张忠纲被任命为
全书终审统稿人。原来的同伴老
的老，去世的去世，他找了自己
的 4 个博士生来做了 5 个寒暑，
2014年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曾荣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
奖特等奖，如今又喜获首届宋云
彬古籍整理图书奖。“我想先师萧
涤非先生也可以含笑九泉了。”张
忠纲说。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
先生评价说：《杜甫全集校注》是
清代杨伦 《杜诗镜铨》 问世 200
年来，杜甫全集及研究成果的首
次深度整理和全面总结，是对杜
甫这位集大成式的诗人作品进行
的集大成式的整理，堪称当代集
部整理的典范之作。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是一项需要古文字和古文献专业
知识、对古代历史思想技术有深
刻理解和思考，也需要付出极大
耐心的艰巨工作。年逾80的裘锡
圭先生，带领十几位中青年学
者，用了 6 年时间，重新整理 40
多年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数
百支竹简木牍、50 多种帛书帛
画。从重新拼缀开始，释读文字、
改订讹误，使得这一涉及思想文
化、数术方技、天文地理，被喻为西
汉初期“微型图书馆”的珍贵文献，
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清晰呈现在
世人面前，获得宋云彬古籍整理图

书奖。
同获图书奖的，还有点校本

《史记》修订本。
袁行霈表示，这次获奖的几

部大书，都是两代甚至三代以上
的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选题的
重要性、整理的难度、学术的坚
守都值得认真总结、传播。马王
堆简帛是出土文献的代表，《史
记》 是正史的第一部，杜诗的集
部是重中之重，三部大书展示了
中国典籍整理的三个重要方面，
是当代传统文化研究的精华。

凤凰出版社林日波获得青年
编辑奖。他的获奖感言充满了古
典文献熏陶出的焕然文采：“为他
人作嫁衣裳”，诗的底子虽有些悲
辛意味，但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
局内人，我却欣欣然地接受。“坐
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
铅 ”“ 此 生 应 寂 寞 ， 随 分 弄 丹
铅”，事易时移，没有王国维的落
寞，也没有朱自清的寂寥，作为
责编的我，有的是看校样时“弄
丹铅”的欢喜，朱墨灿然，映照
着千百年之下后生小子与古圣前
贤思想的偶一交汇。当下数以万
计的古籍编辑勾画裁剪、弥封补
缀，使一部部经典与日俱新，合
力交织出一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锦绣衣服。

获得青年图书奖的是 《光宣
诗坛点将录笺证》，作者上海大学
教授王培军在获奖感言中表示：
这本书出版于10年前，是我的博
士论文。我那时坚信其价值和意
义，所以也就充满了年轻气盛的
人所常有的那种饱满的信心和热
忱。有几次，我甚至想到英国的
大史学家吉本在其 《自传》 中所
说的：他的那部传世之作大为畅

销，出现在每一张书桌上。10年
以来，阅历渐次加深，读书比那
时要多，知识思想不无增进，人
也正式步入中年，不复当初的无
畏，回视《笺证》，就没有那么满
意了。今天获此奖项，我在自豪
和高兴之际，不可避免生了惭
愧。所幸的是，我本人还说得上
春秋尚壮，学问也还处在为学的
中途。希望在自己的学问成熟以
后，再来为此书作订补，或者另
注一书，不那么粗疏，借之也可
以抵消我今天的惭愧。

获得编辑奖的俞国林，入职
中华书局16年中，主持并直接参
与编辑的国家级古籍整理项目 10
多种，如 《全元诗》《南明史》

《孙 诒 让 全 集》《皮 锡 瑞 全 集》
等。他策划出版的沈曾植、莫友
芝、陈三立等近现代学人年谱长
编，社会反响良好。他还以业余
时间整理出版了 《吕留良全集》

《吕留良诗笺释》等著作。他代表
中华书局主持的“古籍整理规
范”起草工作，最终由广电总局
批准发布，成为行业标准。

俞国林的感言很幽默。他感
谢中华书局，“给了我一个可以工
作的位子，得到了票子，书局10年
前在黄村盖房子，让我买了一个房
子，还有在中华书局娶了妻子、生
了孩子，五子登科，本来以为今天
能够获得第六个子——杯子，没想
到是这样的形状，且称为柱子。这
个奖杯很有分量，这个奖金也很有
数量，因为有10万块，所以感谢推
介委员会从万千人中把我推介出
来，还要感谢评审委员会在一轮一
轮评审中没有把我淘汰掉。随着
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随着宋云
彬古籍整理奖的评选，优秀的古籍
整理图书、优秀的古籍整理编辑定
然如泉水般涌现，我们唯有不忘初
心，继续前行。”

薪火相传肩重任

前贤遗泽今化雨

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宋云彬外孙李平为
林日波 （中） 颁奖

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
中、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副 总 经 理 李 岩 为 俞 国 林

（右） 颁奖。他们是三代中华
书局人。

获得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的书籍

我们需要“热历史”

江 弱 水 所 著 《诗 的 八 堂 课》
（商务印书馆出版） 对诗的意义进
行了新的探讨。有这么一个词儿，
史诗。诗与史，是相辅相成的。多
数人接触到的史，是一种有客观公
正的面貌，是一种“冷历史”。事
件与数据，是历史研究的两大要
素。相较于这样的“冷历史”，诗
更像是“热历史”。所谓的“热”，
便 是 温 度 ， 是 诗 人 个 人 的 “ 体
温”。有的诗，写的是小人生。看
似柴米油盐，风花雪月，与历史无
关，但细细品味，字里行间无不蕴
含着那个时代的特质。还有的诗历
史色彩较为浓厚，更多的是描写时
代的变迁。但哪怕写的是同一桩历
史事件，“冷历史”重在逻辑与证
据，后者则偏重于诗人的个人感受
与情绪。史与诗，不可偏废。 一
冷，一热，相辅相成，才能让我们
在感受到历史之严谨的同时，也能
感受到鲜活和微妙，体会到其内蕴
含的生动与温度。客观公正的历
史，往往流于证据与数据，并无主
体意识。而诗则反其道而行，在数
据与证据之外，补充了情感，让这
个 时 代 的 历 史 ， 终 于 变 得 像 个

“人”。 （郭华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