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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党的出版事业奋斗终生的著名编辑家、出版家，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三联书店原总经
理范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新闻出版界、文化界都感到我们痛失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出版
家。
今天出版界、新闻界、文化界的新老同志，怀着沉痛而又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这位大家为出版事业
奋斗的光辉业绩和光明磊落的刚正精神，既是对逝者的哀悼和追思，也是对活着的人的启迪和引导，
因为当一个人的生命到达终点的时候，他人生固有的人性之真善美才能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芒。
    范用同志是一生坚守在党的出版战线的抗日老战士。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年仅15岁的范用就走进了抗日文化队伍，参加了我党领导的读书
生活出版社的工作。
1939年就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从那时转战武汉、重庆、上海，直到调人北京，一直在出版战线工作。
可以说，范用同志把毕生的精力和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党的出版事业。
70多年的实践证明，范用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新中国当之无愧的出版家。
    范用同志在新中国书刊出版界业绩卓著，声名远播，是为我国新闻出版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编辑出
版大家。
他策划出版了一大批广受读者赞誉、影响深远的名家名作。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很少有读书人没有读过他编辑出版的图书。
范用同志在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工作的几十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抓住难得的机遇，主持出版
了一大批在中国图书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文学品位的经典图书，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
读者。
如销量以百万册计的《傅雷家书》、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杨绛的《干校六记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郑振铎的《西谛书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朱光潜的《诗论》等
图书。
他还自学成才，精于图书装帧艺术，亲自主持了70余种书的装帧设计。
他主持编辑、设计的这些图书产生了长期而广泛的影响，成为一个时代广享读者盛誉的标志性出版物
。
    范用同志积极倡导创办了《新华文摘》，主持创办了《读书》杂志，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
1979年创办的《读书》是“文革”后第一本思想文化评论刊物，成为20世纪80年代解放文化思想的一
个前沿阵地，引领文化思想界的潮流。
直到今天，《读书》杂志营造的追求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理念，仍为许多读书人所追慕。
《新华文摘》杂志，则以其思想性、权威性、学术性在期刊界独树一帜，受到思想界、学术界、文艺
界乃至广大党政干部的关注和信赖，成为在全国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型名牌刊物。
    范用同志不仅编书、卖书，而且离休之后自己也笔耕不辍，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
《泥土·脚印(续编)》、《叶雨书衣》等；编著有《爱看书的广告》、《买书琐记》、《买书琐记续
编》、《文人饮食谭》等书，留下了自己所历、所思、所想、所为之印迹。
    范用同志不仅是一位出版大家，对编辑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他一生光明磊落、品格高
尚，大公无私、胸怀宽广，淡泊名利、不图虚名。
虽经坐牢、批判而理想不变，评职称、评奖、评级总是先人后己，对于自己身后事也以不给组织添麻
烦为处理原则。
早在1989年，他就致信人民出版社，自拟好讣闻，并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去八宝山，遗体捐供
医用。
其高尚无私的品格可钦可敬，感人至深。
    在我们新闻出版界，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老同志，他们把新闻出版事业作为毕生选择，一生忠于职
守，艰苦奋斗，不计名利，甘于奉献，他们的精神和业绩，对推动时代发展和弘扬革命精神产生了重
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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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的邹韬奋先生、范长江先生、叶圣陶先生，到王益先生、黄涛先生、范用先生等，他们不仅是
新闻出版界的骄傲，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我们的新闻出版业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是和像范用一样的老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他们无私奉
献、鞠躬尽瘁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新闻出版、版权工作者学习和发扬。
    党的十七大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
出了全面部署。
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又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下，我国已经加快了由新闻出版大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的步伐。
光荣的使命正需要像范用同志这样勤奋敬业、无私奉献的出版大家，时代呼唤像范用同志这样既有文
化追求，又有人格魅力的出版家。
新闻出版界同志怀念范用，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力弘扬范用等老一辈出版家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和发
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多作贡献。
我个人的热切希望是有更多的真正的出版家成长起来，由此有三点感悟。
    一是出版家要多出传世之作。
要学习范用同志对于新闻出版工作深厚的感情、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执著的文化使命感，把心力放在
出版更多精品力作上。
    能不能真实记录当代历史，传承过去的历史，留下我们时代的永恒记忆，需要我们的编辑出版者具
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执著的文化使命感，把真的历史、真的文化留给后世。
当代中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空前伟大的时代，应该产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
理论家，这就需要我们编辑去发现、去推荐这样的人才。
大家知道，作为出版家的鲁迅、巴金，他们办刊时发现了许多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
范用同志也具有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他坚守文化品位，力推文化精品，致力于出版
当代中国最好作家的最好作品。
正因为如此，他广交文友，获取线索，登门求稿。
只要认定是对历史、对文化、对社会有重要价值的书，他就会冲破重重阻力、顶住各种压力去组织编
辑出版。
由此，才有了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以及《傅雷家书》等这些具有时代象征意义
出版物的问世，成为新中国出版史上的传世之作。
比如，《傅雷家书》一书出版前，傅雷长子傅聪依然有“叛国”之名，是范用排除各种阻力，使书稿
于1983年面世。
为了使该书顺利出版，他曾恳请胡耀邦同志批示傅聪回国讲学。
本书出版后短短几年，发行量以百万册计，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人，体现出一位编辑大家特有的
判断力、鉴赏力和决策勇气。
    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精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版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
动发展的功能，是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科学发展的主要任务。
前不久，李长春同志在参观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时指出，出版社要在推出优秀作品基础上不
断推出若干名家、大家、大师。
名家、大家、大师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脊梁，是一个国家精神的象征。
他们能不能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好作品，出版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有责任选择大家、大师，并把他们的力作出版给读者、推向市场。
正如上面谈到的，范用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出版大家。
我们要以范用同志那样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积极投身文化体制改革，以出版机制加强对文化
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坚持正确的出版方针，深人实际生活，深人人民群众，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
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真正从历史、社会、群众需要出发，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这是
出版家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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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出版家要成为作者、读者的挚友。
要学习范用同志视出书如生命，视作者、读者如亲人的敬业精神与职业操守，做扎根人民群众之中的
编辑家、出版家。
    作为一个出版人，范用同志不是一般的爱书，他爱得很深沉、很痴迷，他对选题、作者、书品都是
极为用心的。
单从对书的装帧设计的热爱，就从一个侧面典型地体现和反映了他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和内在热情。
他认为，书是有生命的，我们要像尊重人一样尊重每一本书。
书的内容以及封面、扉页、勒口、版式、正文、插图、纸张、材料等都是书的生命组成部分，一丝马
虎不得。
他曾说过：“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
”正是由于他的严格要求和坚守，三联风格的装帧设计成为现在出版界的一个独特文化标识。
范用同志热爱作者、尊重作者，大力培养年轻作者，喜欢和作者交真心朋友，注重作者与编辑之间的
情感交流。
夏衍先生曾经说过：“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
”《时光——范用与三联书店七十年》一书中就择登了夏衍、钱锺书、巴金、冰心、茅盾、胡愈之、
朱光潜、李一氓、柯灵、聂绀弩、汪道涵、艾芜、启功、新凤霞、鲁少飞、王元化、汪曾祺等给他写
的20篇书信影印件，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和范用同志的书情和友情。
范用同志更爱读者，强调书刊出版要始终牢记为读者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利于读者。
范用同志对年轻编辑更是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编辑出版人才。
    范用同志这种亲人般真挚的职业态度和职业情感中所包含的出版理念，不仅对新时期三联书店的发
展和传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使邹韬奋的精神延续到今天，为后来者树立了一种标杆。
他做出版工作有魄力，决断明快，认定要做的事，就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作为老出版人的杰出代表，他对文化和出版事业的坚守和热爱，他鲜明的出版风格，勤奋努力、无私
奉献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年轻编辑、每一个当代出版人学习和践行。
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
站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促进新闻出版业科
学发展的素质和能力，为推动我国向世界新闻出版强国迈进作贡献。
    三是出版家要做书先做人。
要学习范用同志淡泊名利、甘为人梯、坚持真理、胸怀宽广的人格魅力，不断加强文化精神涵养，努
力提升职业道德。
    范用同志一生对编辑出版事业兢兢业业，孜孜以求，一心一意地编书、办杂志，几十年如一日，不
辞辛苦，甘为他人作嫁衣，这是人所共知的。
范用同志是一个纯粹的出版家，他嗜书如命、爱书成痴，从知识中汲取了精神营养，提升了自己的职
业道德境界。
范用同志个性率真、坚持真理、敢于自省、胸怀宽广，没有任何功利和私心。
他曾放弃韬奋出版奖的参评机会；他曾坦言在那特殊年代人整过我、我也整过人，都要出以公心，自
我批评，并向大家鞠躬致歉；他生前对于身后事的处理留下不求名分，不要评价，无任何要求的遗嘱
，更现其高风亮节。
1989年，范用体检时疑患胰腺癌，曾自拟几句告别词：“匆匆过客，终成归人。
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给予勉励，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
感谓}你们！
拥抱你们！
”范用同志这种精神和胸怀，体现了一代大家、名家特有的人格魅力。
我们出版人要学习这种大家精神，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出版人的责任和使命，做书先做人，不断提
升出版人的精神境界和职业道德水平。
    范用同志离开我们了，但他对出版事业兢兢业业、追求卓越、乐于奉献、鞠躬尽瘁的品德，将永远
激励后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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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怀念他！
    (原载2010年9月20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作者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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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作者《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编委会)是范用纪念文集
《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收录《出版人的楷模和榜样》、《沉痛悼念范用同志》、《难忘范用》
、《深深怀念我们的好领导》、《怀念、感恩范用同志》、《范用忆旧》、《痛失巨星》、《受人尊
敬的好领导》、《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长者》、《怀念范用同志》、《怀念我们的好领导范用同志》
、《范用同志二三事》、《与范用相处的日子》、《深切悼念范用同志》、《怀念老友范用同志》等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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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习出版大家的风范(代序)
上编  回忆与怀念
范用：永远的出版工作模范
送别范用
学习范用同志的优秀品质
往事历历忆范用
范用与《出版史料》杂志
我的良师益友
范用和《新华月报》之缘
范用三面
我编《叶雨书衣》
追求完美出版的一生
出版人的楷模和榜样
沉痛悼念范用同志
难忘范用
深深怀念我们的好领导
怀念、感恩范用同志
范用忆旧
痛失巨星
受人尊敬的好领导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长者
怀念范用同志
怀念我们的好领导范用同志
范用同志二三事
与范用相处的日子
深切悼念范用同志
怀念老友范用同志
缅怀学长、同乡、挚友范用
一个纯粹的人
二十两黄金救出的书痴范老板
范用的穆源
我想让他说
范用书情
多么想留住您远行的脚步
“文史馆”中忆范用
一位纯粹的爱书人走了  李京明(整理)
下编  范用文稿选辑
只有一年
  附：范用散文《只有一年》刊发手记张国擎
为了读书
“大雁”之歌
琐忆抗战时期党领导的出版事业
我的读书观
相约在书店
一封感人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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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惊魂
办杂志起家
漫画家与范用
怀念书友家英
忘不了愈之先生忘不了《月报》
新中国第一批期刊
感念
一座有待发掘的宝藏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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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件事：在全社批斗“走资派”时，王(子野)范(用)首当其冲。
当时社内领导成员不少，但龙多不治水，真正干事的主要是他们二人。
不论是谁，对此都心知肚明。
当造反派责问时，子野同志总是支支吾吾：“记不清楚了，可能⋯⋯”而范用呢，总是抢着回答：“
是我，是我干的，跟别人无关。
”有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青年专家，因大学毕业后未服从统一分配，失业在家，范用就把他请来做
临时工，这竟被当做走资派招降纳叛的罪行来批判。
此事本来与范用无关，他也在批判会上认罪，把火力吸引过来，以便丢车保帅。
    第二件事：在“牛棚”中，范用认识了缪平，并与之结成生死之交。
缪平本名周学斌，原籍江苏盐城，出生于上海。
其父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包打听(探长)。
缪平在读高中时背叛家庭加人地下党，利用其社会关系保护组织和同志，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进入苏
北解放区。
上海解放后，返沪从事青年工作，不久调北京团中央所属中国少年报，任编委兼秘书长。
在那个“大跃进”年代，他对“三面红旗”的质疑比彭德怀元帅还早，所用语言也如出一辙。
他患肺病在疗养院休养时，白天向伟大领袖写万言书，晚上说梦话“骂”老头儿“热昏”，结果被同
室的人告密。
正好是胡耀邦同志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期，未对缪处分，只在中层干部中通报批评，材料不入档，但必
须调离团中央。
这时，人民出版社奉上面指示，正在恢复通俗读物出版社(后改名为农村读物出版社)，先筹建搭班子
，待条件成熟时独立，缪平就是在这时调进的。
不久，“文革”开始，范用和缪平都进了“牛棚”，两人在那里熟悉，并成为知己。
缪平后又遇家庭破裂，孤身一人被扫地出门，住在范用旧居附近的一间平房内。
范用之子范里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爸爸给缪叔叔送吃的东西。
“四人帮”被粉碎后，缪平乐极生悲，吃烤馒头片戳破食管，经北京多家医院治疗未愈。
由于无人照料，只好把他送到天津他的二哥处，因其二嫂在医院工作，便于护理。
不料缪平手术后，遇地震病房搬迁，造成伤口化脓病危，非常希望见独生女多多一面。
他二哥来电话后，我立即向范用报告，他叮嘱“我们一定要帮缪平实现这个愿望”。
他向单位要了一辆小车，晚饭后就在工体北门口等着。
我通过青年印刷厂一位朋友的女儿，半夜里才找到多多，上车时已近子夜，到天津时东方已经发白。
缪平终于见到他唯一的女儿，安然地闭上了眼睛。
范用不愧为缪平的生死之交。
在那个年代，一个领导干部不考虑个人得失，对一个“有问题”的下属能如此赤诚相待，实在少见！
    1974年底，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撤销，所有人员全部回京。
其中有一批老干部，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还住过“牛棚”。
当时机关里还有军代表，别的事不管了，但还掌握着人事大权。
有些老干部本来就不应该去干校的，因为“五七指示”中就有“除老弱病残者外”这一条；既然在干
校还可以劳动，为什么军代表要他们马上办理离休手续呢？
    在领导小组开会时，范用认真地问军代表：“为什么不安排一些老同志的工作？
”军代表回答：“办公室都满了，没有座位了。
”范用再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是的。
”军代表拉长了声音回答。
“好吧，这个问题就由我来解决。
”范用当场立下了“军令状”，然后就回五楼，清理那间他坐了十多年的520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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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办公室在五楼西头，总共才十四五平方米，正对着厕所。
有人跟他开玩笑：“古有太史公，今有闻屎(文史)公。
”他苦笑着先把墙上的字画取下来，再把报刊捆起来，放到斜对面我们大办公室的角落里。
然后向总务科要来两把马扎，放在长沙发的对面，让周静、柏宏文、高野夫、李蓬茵四位老同志坐下
办公。
不久，范用命我把《新华月报》从新华社接了回来(该刊在“文革”中曾一度停刊，周总理发现后令新
华社接办，版权页与刊号等都不更改)，他们就都参加了《新华月报》的编辑工作。
周静同志是人民出版社参加革命最早的老干部，受党的派遣，曾潜人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做情报工作
，对革命忠心耿耿，无怨无悔。
从《新华月报》离休后，他还被文化部聘为《新文化史料》主编。
柏宏文同志在抗战前是北平地下党领导的“社联”成员，当时尚未人党，因贴革命标语时被反动派逮
捕，关在草岚子监狱。
抗战初期经党营救出狱后参加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被日军俘虏，后被送到东北某矿山做劳工。
他从虎口逃出后一路要饭回到原来的部队。
高野夫和李蓬茵两位同志也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各有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史。
老高后来还被全国文联调去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离任后又被全国诗词学会聘为副秘书
长。
要不是范用坚持正义，据理力争，这四位老干部从干校回来后就不会再有工作的机会了。
  郑超麟何许人？
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
范用离休后，经常去看望楼适夷老先生。
他原是与范用在同一个楼办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之一，有关郑超麟的事迹正是由他给介绍的。
上世纪30年代，楼与郑遭反动派逮捕，成为同监的难友。
郑在国民党监狱先后坐过7年牢。
解放后因“托派”问题又坐了28年牢，直到“文革”后才恢复公民权，并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1996年范用出差时，第一次与郑见面。
关于这次见面和编辑《郑超麟回忆录》的情况，范用在《泥土·脚印(续编)》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郑先生住在一所简陋的居民楼里。
第一次见面，就给了我十分亲切的印象。
我在他面前是个后生小子，郑老却一点也没有架子。
    郑老说：我和你是同行。
原来早在二十年代郑先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什维克》，
党的出版机构叫“人民出版社”，而我去拜访他时，是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负责人。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通过不少封信，我竭力鼓动郑老撰写回忆录，因为他是早期党史的见证人，已
经很难找出第二个人。
郑老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建立少年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一张一九二三年拍摄的“少年共产党”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大会留影中，有周恩
来、王若飞、陈乔年、郑超麟等人。
    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出版《郑超麟回忆录》，只印了一千册，内部发
行。
    一九九八年我把郑老前前后后写的回忆录，以及《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加上
诗词《玉尹残集》、诗词近作汇编三卷《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数十万言交香港天地图书
公司出版。
为编此书，全稿我阅读了三遍：第一遍为初读，第二遍为编选，第三遍是看排印清样。
在北京植字排版，制成菲林寄香港付印，力图在郑老百岁大寿前出版。
出版社全力以赴，将第一册书赶送到上海，飞机中午到达，郑老却已在当天上午去世，距他心血结晶
送达上海仅差数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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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慰的是，郑老生前为文选写了一篇自序，也可说是遗言。
P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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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0年9月14日17时40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著名编辑家、出版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资深编审范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
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7岁。
    范用原名范鹤镛，1923年7月18日生于江苏镇江。
1938年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参加工作，并参加青年救国团等进步团体，1939年随读书出版社到重庆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桂林重新设立的读书出版社工作，1944年任读书出版社重庆分社经理
，1946年调任上海读书出版社，并参加救国会及活动，1949年任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联络员，1949
年8月到北京，先后在中央出版委员会、中央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出版部工作
。
1950年12月到人民出版社。
先后任出版部主任、秘书室副主任、总编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1960年4月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
总编辑，1982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职务。
1985年12月离休。
2009年9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
    范用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大家。
他毕生从事、热爱出版事业，成就巨大。
他曾策划编辑出版了绥青的《为书籍的一生》、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傅雷
家书》及杨绛的《干校六记》等一大批具有广泛与深远影响的精品力作；他也是我国著名的杂志人，
曾倡导创办了《新华文摘》杂志，主持创办了《读书》杂志。
《新华文摘》已经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大型文摘刊物；《读书》也已是一份拥有广大读者的著名人文刊
物。
范用同志勤于创作，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泥土·脚印(续编)》、《叶雨书衣》等
多部知名作品。
    范用同志品格高尚，淡泊名利，高风亮节，工作一丝不苟。
他性格刚强、决断明快、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
他认定要做的事，往往坚决果敢，全力以赴，一竿子插到底，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
他办事能力强，工作极有魄力。
他个性耿直，待人真诚，酷爱出书、编杂志，一心扑在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
他一生视书籍如生命，视读者为亲人，甘为他人作嫁衣，堪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为了缅怀这位编辑、出版大家，充分挖掘、整理他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书
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
    本书分为上编和下编，内容既有范用同志的朋友和同事回忆他的文章，又有范用同志本人的作品，
内容丰富翔实，真实地展现了范用同志一生的足迹。
    范用同志为书籍的一生，是那样的奇特；他对出好书的追求，是那样的执著。
他对编辑出版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他甘于奉献、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永远值
得我们学习。
    人民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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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
    ——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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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范用是我国名重一时的出版人，他曾策划出版了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傅雷
家书》；他也是我国著名的杂志人，曾创办了《读书》、《新华文摘》。
    《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作者《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编委会)是其纪念文集，收录《二十
两黄金救出的书痴范老板》、《“文史馆”中忆范用》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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