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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上有贵人相助是幸运的，在我的
职业生涯和生活中常常遇到重重困难，也每
每在迎刃而解后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信念
的坚定。这一路遇到许多贵人相助，而对我
影响最深、成为我心中那束光的人一定是
她——享誉世界的植物生理学家匡廷云。

1998年9月，我去北京参加书展，恰逢
国家937计划公示。其中唯一一位女性首席
科学家就是匡廷云院士，她研究的光合作用
属于我的专业方向生物学，不免有组稿的冲
动。怀揣着无尽的崇拜，我辗转找到了联系
方式准备碰碰运气。拿起电话前，我是充满
顾虑的，那时我还只是个年轻的小编辑，给
这么一位大科学家打电话，会不会太冒失
了，那时我甚至希望这电话打不通，就算我
也努力过，将来不会后悔……经过一番思想
斗争，我还是拨通了与匡先生交往的第一个
电话：“匡院士您好！非常冒昧给您打电话，
我是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傅梅，现在
北京参加书展，您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想为
您的项目做点贡献，项目成果出书的事我能
来请教一下吗？”我绝对是语无伦次的，没想
到电话那头的匡先生，同样用兴奋的语气回
答说：“江苏的编辑啊，你都知道我的项目入
选937了，消息够灵通啊，你过来吧！”我的心
脏一通小鹿乱撞，简直不敢相信，激动的心
情不亚于得知高考分数的那一刻。

我迫不及待地跑到位于香山的中科院
植物研究所拜访匡先生。第一次见大科学
家，真是忐忑不安，一路上就给自己打气，她
既然这么爽快答应我，一定是平易近人的。
见到她的时候我一下子被她的优雅惊艳了，
漂亮的服饰，慈祥美丽的脸庞，小巧玲珑的
身材，她上前握着我的温暖的手，一下就拉
近了距离。当时的匡先生也沉浸在项目入选
的喜悦当中，对我第一时间找到她非常高
兴，热情地和我聊这个项目，聊项目的申报
过程，聊答辩时令人兴奋的细节。对于我的
出版诉求，匡先生说没想到一直和她合作的
中央级出版社都没有找来，我一个地方科技
出版社的编辑竟然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于
是欣然答应了我的请求。幸福突然降临，要
知道能组到院士的书稿而且还是国家重点
项目，在我心目中是多牛的事。

经过5年的艰苦编写打磨，《光合作用原
初光能转化过程的原理与调控》终于在2003
年正式出版，入选了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
书，并在2004年荣获了第十四届中国图书
奖。直到今天，这本书仍是生物学及相关领域
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促进该领域的发展起到
了非常大的影响。对我来说，这本书给我的编
辑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照亮了我的前行
之路；对匡先生来说，这是她第一次和地方出

版社合作，我们不仅没有要任何资助，还为她
提供了非常细致周到服务，自此建立了她对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及对我个人的信任。

之后的岁月里，我的生命中有了对匡先
生的牵挂，每当我去北京，都想着去看望她，
她也总是在百忙中抽时间请我吃饭，每次都
要去不同的富有特色的餐馆，并且坚持请
客。有一次趁她不注意我偷偷付了钱，她还
很不高兴，总拿这事敲打我。就是在这样看
似平常的交往中，我受到了非常大的裨益，
可以说与匡先生的交往对我的工作和人生
态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010年，我担任责编的国标初中生物学
教材遴选主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时我首
先就想到去找匡先生，我知道她会帮我，但
内心充满矛盾——匡先生一直从事前沿科
技研究工作，非常忙碌，哪还有时间和精力
主编初中生物学教材？可我还是叩开了匡先
生的大门，令人感动的是，她一直心系基础
教育的建设和未来学科接班人的培养，立刻
欣然应允，并在教材编写中给予了大力支持
和充分的指导。匡先生的加持让我在工作中
又一次迈过一坎，这套教材顺利通过了教育
部审查，并在2021年荣获了首届国家基础教
育教材建设奖，对苏科社教育出版的成长发
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年，我与匡先生的感情也在书稿往
来中不断加深。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她始
终对祖国饱含深情，敬业精神让人感动，即
使已到耄耋之年，也从未停止过工作。在平
日周末都在实验室忙碌的情况下，她还会出
席一些活动，点拨和培养青年科学家；积极
参与科普创作工作，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
望。生活当中，匡先生同样光彩照人，温暖可

爱。她的家永远充满着温馨浪漫的气息，最
不可思议的是，家里的装修都是她亲自设计
的，蓝色的欧式沙发、棕色的钢琴、充满艺术
感的油画、活泼可爱的摆件、生机盎然的植
物……我最喜欢她家的阳台，特别是花丛中
可以安静休憩的一隅，于是我总是忍不住拍
张照片，幻想自己将来也有这么一处幸福的
角落。每次去匡先生家里，她都贴心地为我准
备各式茶点，还耐心地给我讲都是什么风味，
请我一一品尝。她对服饰也特别讲究，从来都
是以精致示人。我好奇她哪里有空去逛街，她
却笑着说，我都是在路过的街边小店淘来的。
她对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对生活无比热爱
的态度，时时激励着我，对工作不敢怠慢，对生
活充满着热情。这些年工作的不断进步，冥冥
之中都有着匡先生的激励，就连平日里对穿
着的留意，也掺杂着对她老人家的崇敬。

转眼间，我与匡先生已经相识25年。这
25年，匡先生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大的打击，
她的先生和唯一的儿子先后因病离世，匡先
生自己也先后被确诊结肠癌和肺腺癌，并接
受了手术治疗。然而这些不幸都没有打垮
她，她总是以乐观示人，可我知道，坚强如她
又是多么的不易。最让我感动的是，匡先生
两次应邀来参加凤凰作者年会。2020年我第
一次邀请她，那时她刚刚从疾病中恢复，我
十分担心她的身体，但是又希望她能感受到
出版社对她的崇高敬意。她接到邀约一口答
应说：“傅梅你放心，我一定会来的。”尽管并
没有获得凤凰奖章，尽管大病初愈，她依然
精神抖擞盛装出席，给足了苏科社面子。
2021年，我第二次邀请匡先生来参加凤凰作
者年会，这次她是作为“金凤凰”奖章获得者
来参加。在活动现场，匡先生讲述了她同我
相识相知、携手出版的故事，点点滴滴，历历
在目，一瞬间仿佛我又回到了1998年的夏
天，不禁热泪盈眶。

在科学界，匡先生因为从事光合作用的
研究，一直被称为“追光的人”，而在我的心
里，她是照亮我人生的一束光，是我心中的

“女神”。回想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从一个小编
辑成长为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社长，
她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最近，匡先生和我正
筹划出版新的著作，展现光合作用领域最新、
最前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那会是一本
光合作用专著的升级版，非常值得期待。

今年是匡先生90大寿，她老人家身体健
朗，精神矍铄。前些日子她兴奋地告诉我，在
她和其他共29名院士的呼吁下，国家自然博
物馆新馆即将投入建设，我听了也非常高
兴。祝愿匡先生健康长寿，为国家的科学事
业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系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

主持人语

祖国之大，大到东北已降暴雪，江
南还如炎夏，节气却到了立冬。

本期编辑故事具有某种偶然性，
偶然在于我正好收到了两位凤凰出版
集团同仁的稿件，更巧合的是他们都
曾是我的邻居：傅梅曾经是我住在百
子亭时的邻居，姜小青则是我后来在
金贸花园的邻居。我见证了他们娃娃

的茁壮成长。
不仅如此，本期内容编辑告诉我

的截稿日期是11月9日，而这一天正
逢姜小青社长的新书《诚斋文录》的首
发式。中国古籍出版领域20余年来的
许多“要人”纷纷来到扬州，庆贺新书
的发布。大家精彩的发言，共同回顾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古籍出版领域
以来的历程。姜小青的这本书既可作
为古籍出版的教科书，也可作为工作
手册，有极大价值。

傅梅是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社
长。凤凰科技社是凤凰出版集团内拔
尖的出版社之一，两个效益俱佳。凤凰
科技社成立45年来顺风顺水，在教材
建设、学术出版、大工程方面稳扎稳
打，这十年更是出版了《中国长城志》

和《中国运河志》两部巨制。这似乎对
傅梅社长提出了新挑战，把一个陷入
泥潭的出版社拉上来并重新走上正轨
非常困难，但在不断攀升的业绩基础
上突破天花板似乎更难。傅梅此文深情
地回顾了她与著名科学家匡廷云院士
25年的交往经历，似乎说明了一点：只
要有光照，便无阴暗处；只要有了光，能
量与明亮便会照亮前面的每一步。

从这两位出版人身上，我们可以
看到凤凰出版集团长久以来暗暗形成
却未被概括的文化品质：长期持久地
认真做事，目标坚定不为所动；不做表
面文章，厌恶夸夸其谈；专业为王，团
队为要。

——徐 海

2002年底，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
今年刚好是以凤凰社名义出书的第20个年头，经查
出版社书目，以凤凰社社名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王兆
鹏、刘尊明主编的《宋词大辞典》，时间是2003年9
月。兆鹏兄收到样书，在10月15日给我的信中说：“印
制颇精美，只是‘江苏古籍’金字招牌换了后，新社名要
被人认同还有段时间。”此书的编辑工作完成于更名
前，受更名影响，未及付印。书稿是我在吴小平、卞岐指
导下，沿他们策划、编辑出版的《唐诗大辞典》《元曲大
辞典》思路，向王兆鹏约稿的，日前翻检出兆鹏兄1996
年11月15日的来函，谈对我邀约编纂《大辞典》的回
复以及体例中所要考虑的问题。现在想来，这种快乐的
时光，在出版社更名后的15年里，真是少之又少。

出版社更名后，我由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
成为凤凰出版社古籍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除“古籍
部”，也没有其他部门）。出版社人员从原古籍社60多
位职工中，结合各自意愿留下18人，其他分流到集团
各出版社。我当时考虑一些延续性项目需要人手，特别
如《全元文》这样的大型在编项目，便擅自做主在上报
名单中多加了一位编辑，但也未实现。2004年4月，集
团授权“古籍部”社级经营权限，2006年初，我被任命
为凤凰出版社总编辑、法人代表。日前，有出版史研究
性刊物，鉴于不少出版社更名，准备组织出版社更名
的专题稿件，向我约稿，我不敢贸然答应，一是怕不知
内情，所述有违事实，二是自己也不愿再回首曾经的
经历。2018年10月，我卸任凤凰社社长兼总编辑，友
人问及15年的感受，答复六个字：不值得，不后悔。

出版社更名后，首先面临定位、选题、人员三大问
题。出版社更名并不鲜见，如古籍出版同行中，就有山
西古籍出版社更名为三晋出版社，但其古籍专业出版
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变。我们更名遗留下来的问题要复
杂得多，大家都弄不清为什么要更名。当时，我们班子
在出版社未来定位上，并无多高思想境界，但有三点
共识，一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历史和优势应该继承，
二是江苏需要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三是留下的员工
都是自愿且能够从事古籍出版的。因此我们决定，坚
持古籍专业出版方向和定位。

最初几年，学术界对此是有些疑问的，当我们向
作者约稿时，他们大多会问：既然你们仍做古籍出版，
又为什么要改名？这期间，就有学者对与“古籍部”签
订出版合同有疑虑，把几乎与江苏古籍出版社签约的
选题撤走。对此，我说过一句有些极端的话：凤凰社的
古籍专业选题，要“专”到集团所有出版社都不能做，
或许才有存在下去的理由。比如，2004年，周勋初先
生为鼓励我们坚定继续从事古籍出版信心，将已经基
本完成编校的《册府元龟》（整理本），交给当时还称作

“古籍部”的我们，2007年，该书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
奖。更名后的头几年，出版社年销售不到一千万元，集
团内许多出版社一个编辑室的年销售额，可能就是我
们的好几倍，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始终有被重组的担
忧，但内心又有所不甘，所以，除了加快如《全元文》等
一些在编项目的出版进度，在经济状况十分艰难的情
况下，又签约《册府元龟》《清词珍本丛刊》《阳明后学
文献丛刊》《金圣叹全集》等大型古籍整理选题，并举
行了古籍学术界专家座谈会征集选题，当时一个想法
就是要尽快把凤凰社古籍专业出版的声势造出去。我
曾在公开场合说过，自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如果
要说还有什么理想，那就是恢复江苏古籍出版社社
名。不但嘴上说，甚至也付诸行动，但结果可想而知。

如今的凤凰社，在古籍专业出版道路上，越走越
扎实，越来越被学术界和出版界认可，已经成为能够
承担各类大型、甚至超大型古籍整理图书编辑出版，
并具有自己优势内容生产板块的专业古籍出版社。

在出版社定位问题上取得共识后，面临的另一个
困难，就是缺少选题。由于受更名影响，出版社几乎一
年多没有正常开展编辑业务，造成选题断档，留下来
的18人中连负责印制的也没有，致使更名前已完成
编校的书稿也无法付印。为解决选题缺口，当时我们
想了几个救急的办法，一是将更名前出版的几部大型
古籍整理图书稍加改造，以影印的方式作为新书出
版，如《清诗纪事》《冯梦龙全集》等。《清诗纪事》由著
名学者钱仲联主编，全书22册，近1千万字，1987年
至1989年陆续出版，是江苏古籍社当时规模最大的
单体古籍整理项目，1994年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
奖。我们将其扫描、拼页，改成16开4册，附加若干勘
误及索引，整套定价，于2004年影印出版。2003年12
月4日上午，倪培翔兄到苏州钱府送该书合同，钱先

生躺在床上签字盖章后，培翔即返，尚未登车，接钱先
生门人罗时进教授电话，先生去世，享年96岁（我成
了与钱先生签约的最后一人，签字时间是12月 2
日）。《冯梦龙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魏同贤
主编，也是22册，1993年出版。我们也是通过对内容
稍作归并，重新分为18册，于2007年影印出版。另
外，为了尽量增加图书品种，节约成本，对一些即将到
版权期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进行重印，如《宋诗话全
编》等。第二个办法就是把几个系列性选题再继续下
去，这些选题成熟度高，不需要再花时间去论证，例如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学人文集”、“历代诗话全
编”等系列。《中国地方志集成》启动于上世纪80年
代，是由巴蜀书社、上海书店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
联合出版的超大型古旧方志集成性项目，根据协商，
各社承担十个左右的府县志。我们更名前，从1991年
到2002年，十年出版府县志五辑，分别是江苏、江西、
安徽、湖北、湖南，共计371册。2003年下半年，我们
决定首先将这个项目接续下去，2004年就出版了95
册的山东府县志，其后每年一辑或多辑，至2014年全
部完成，十年从未间断，共计出版915册，其中府县志
14辑 602册、省志24辑 151册、善本方志2辑 162
册。另外还出版了《范仲淹全集》（2004年）、《金圣叹
全集》（2008年）、《辽金元诗话全编》（2006年）、《宋金
元词话全编》（2008年）等，这些延续性选题对凤凰社
古籍专业选题进一步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再就是着手
开发出版相对比较快的新选题，从“一大一小”着手，所
谓“大”是规模较大的影印项目，如《清经解 清经解续
编》（13册，2005年）、《清词珍本丛刊》（24册，2007
年）等。所谓“小”，就是传统文化普及性选题，如由当代
名家选注的《历代名家精选集》（20种，2006年）等。

上述做法，初步解决了受更名影响缺少选题的情
况，也使我们认识到，出版专业化的定位必须有专业
选题作支撑，方能可持续和走得更远，自此，制定古籍
专业化选题就成了凤凰社最重要的工作，一个不到
20位编辑的出版社，“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出
版规划项目、“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项目”分别达到20、19和50余项，在全国也是排在前
列的。当然，这也超出了出版社自身的编辑出版能力，
有的项目至今尚未完成。但在当时，就是想通过多多
益善的专业重点选题，来确立和带动出版社古籍专业
出版的定位和发展的可持续。得失之间，对于当时的
在场者，是很难明辨的。

第三就是人员问题。出版社更名后18人的局面
一直维持了近三年。2006年，因为有了出版社经营
权，我们首次单独招聘编辑，其后每年参加集团统一
招聘，逐步解决人员紧缺问题。结合我们对专业选题
的思考，在招聘中除对求职者专业背景有要求外，还
考虑其是否具备多渠道获取选题资源的能力，所以，
我们尽可能扩大招聘对象学校范围，录用了许多知名
高校的毕业生。这些来自不同高校的年轻人，通过在
专业选题编辑出版中的锻炼，如今许多人已经成为凤
凰社古籍专业出版的中坚和主力。

当年更名阶段最早留下的18位员工，陆续到了
退休年龄，出版社历史上一段特殊经历也将随之渐行
渐远，并终将被忘却。谈这个本不愿回顾的话题实在
不是件愉快的事，何况“文不逮意”，只能就此算作一
个总结了。

（作者系凤凰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追光的人”照耀着我的编辑生涯
□傅 梅

不值得 不后悔
——凤凰出版社更名前后

□姜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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