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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个编辑，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一开始投身编辑工作就进入了中华书局。
这可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出版社，成立于1912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1949年后，中华书局先后出版过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古籍整理类图书，聚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作
者队伍。
记得刚刚入局不久，看到中华出版的图书，作者都是钱锺书、王力、王季思、周祖谟、胡厚宣、王仲
荦、唐长孺、唐圭璋、缪钺、邓广铭、周一良、张政娘、罗尔纲等大名鼎鼎的学者，我当时就想：原
来他们都是中华的作者啊！
我何时才能认识他们啊！
不久，机会就来了。
1985年，中华书局决定在第二年创办一个新的学术书评刊物——《书品》，由我负责编辑工作。
这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个舞台，更重要的是给我提供了直接和这些大师接触的机会。
因为《书品》是专门品评和介绍中华版图书的书评刊物，而中华版图书包括文、史、哲各个方面，也
就是说我应该和方方面面的学者打交道，而不像在编辑室仅仅只和某一方面的学者打交道，我可以直
接约他们为《书品》撰稿。
在编辑《书品》的七年中，我先后和许多大师级学者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我除了经常去拜访他们外，还和他们特别是外地的学者保持书信联系。
就这样，这本小小的杂志先后刊发了许多著名学者撰写的重要文章，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1992年底，因工作需要，我调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负责参与创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的工作。
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就设在中华书局，办公地点并没有变，只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小组的机关
刊物，是一本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的大杂志，较之《书品》，任务更重了，接触面也更大了。
也就是说，这个舞台更大了，我可以和更多的作者接触了。
事实也确是如此，我在编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近七年当中，又同更多的学界名家建立了友谊。
其实，办杂志是很辛苦的，但也最能锻炼人，也最有收获。
我能同这么多的前辈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这收获不仅体现在，由于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在编辑工作方面有了一些进步和成绩，除了较好地完
成了编杂志的工作，还先后主编出版了六卷本的《学林春秋》、三卷本的《学林往事》和二十册“名
家心语”丛书。
更重要的是在这么多年的接触当中，他们的人格、信念、学识和甘为学术献身的精神都给我以深深的
教育和影响，是他们在教我做人和做事。
只是余生也晚，我同他们认识时，大都已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先生了。
自然规律最是无情，接下来的就是“哲人其萎”的事实，很多大师先后驾鹤西去，使我们不得不面对
一个缺少真正的大师的时代。
我自然就会回忆起同前辈们接触中的一些往事：百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拿到我给他
赶制出版的《婪尾集》样书时的欣慰之情；我陪九十几岁高龄的顾廷龙先生去中国历史博物馆查阅吴
大激信札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103岁的周有光先生同我谈起当今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时不仅了然于胸
且颇有见地；生病住院的邓广铭先生还惦记着回家给我写《我和宋史》；迎来百岁华诞的吴宗济先生
谈起他在“干校”时的经历：张岱年先生那间小小的书房兼会客室；杨向奎先生说起那些趣闻逸事；
钱锺书先生轻声地告诉我他是第四次读《大藏经》；季羡林先生面对五十家出版社的激烈竞争只是淡
淡地说-了一句“君子一诺”：胡厚宣先生临终前还在赶写《我和甲骨文》；张政娘先生毫无保留地将
自己要写的文章题目连同资料送给求教者：启功先生娓娓道来他“投笔从戎”的经历；史念海先生要
我多催着点他才能写出文章来：周一良先生告诉我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写；马学良先生深情回忆他的老
师李方桂和丁声树；程千帆先生谈到匡亚明老不禁动容；王世襄先生席间如何指导厨师做菜；周祖谟
先生那中关园280号住宅：杨志玖先生对马可波罗的一往情深；赵俪生先生对我的表扬和批评；李慎之
先生的侃侃而谈足以启人心智；赵守俨先生的开明领导让我干劲倍增⋯⋯这些往事在我的脑子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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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有多少遍，前辈们的音容笑貌总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知道，那些逝去的大师都是不世出的人物，尽管我在他们生前抢救出了《学林春秋》、《学林往事
》和“名家心语”丛书，但他们的离去，确是我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无法弥补的损失。
为了能让今天的年轻人多了解这些大师们的贡献和风采，我想我应该把我同他们的接触如实地记述下
来。
由于自己才疏学浅，对他们的学术贡献知之甚少，文中只是记录了我看到的大师和听到的大师的谈话
，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他们的一个侧面，故将拙作定名为《大师的侧影》。
在最初考虑出版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华书局，因为我是中华培养出来的，我写的这些人和事也都
和中华密不可分。
副总编辑徐俊听了我的介绍后，当即表示接受出版，令我十分感动。
真是亲不亲，“娘家人”。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些年来我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之所以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是与这些大
师级的学者对我的帮助和教育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学问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做
人和做事。
谨以此书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师的侧影>>

内容概要

自然规律最是无情，接下来的就是“哲人其萎”的事实，很多大师先后驾鹤西去，使我们不得不面对
一个缺少真正的大师的时代。
为了能让今天的年轻人多了解大师们的贡献和风采，作者把同他们的接触如实地记述下来编成本书，
内容包括《给钟敬文先生出最后一本书》、《我和顾廷龙先生的友谊》和《我和邓广铭先生的一些交
往》等32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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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世林，1984年调入中华书局，1986年参与创办《书品》杂志，并任责任编辑。
1992年调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后改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参与创
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并任责任编辑。
1999年调入朝华出版社。
2000年入新世界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
主编有《学林春秋》(六卷)、《学林往事》(三卷)、《家学与师承》(三卷)、《名家心语丛书》(二十
部)、《情系国计民生——政协提案的故事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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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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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7 任继愈先生帮我组稿28 性格耿直的赵俪生先生29 温文儒雅的饶宗颐先生30 我和刘叶秋先生的一
段交往31 启人心智的李慎之先生32 我的良师赵守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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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做编辑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向学者约稿，就像记者可以采访名人一样。
我和钟老的相识，就是因我主动去拜访他并向他约稿，时间是1998年的开春，那时我正在紧张地主编
《学林春秋》一书。
当时我已经组织了很多位老先生的稿子，但后来一查却缺了钟老，这就等于说在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
中缺掉了“民俗学研究”这十分重要的一环，因为钟先生一向被人们尊称为“中国民俗学研究之父”
。
尽管他那时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了，我还是叩响了他家的宅门。
没想到初次见面，钟先生便对我的想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20世
纪马上就要过去了，需要有人来抓。
就拿我所从事的中国民俗学研究来说吧，已经走过了整整八十个年头了，我确实有一些话要说。
你这次来约我写这方面的稿子，我一定会写的。
”就这样，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稿。
过了也就是两个多月吧，我便收到了他撰写的两万四千多字的长文——《我与中国民俗学》。
他在文中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民俗学研究中所走过的坎坷历程，涉及到该学科经历过
的每一个阶段。
钟先生做了大量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全身心地参与和开拓，就没有中国
民俗学研究事业兴旺发达的今天。
钟先生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已经七十多年了。
虽然所经历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进步，但一下子达到豁然贯通境地的事情是没有的。
学问、思想的进步，主要要凭不断地积累，而不是'弹指楼台'。
我现在所悟到的一些道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常对同志们说，我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意见，是多年来学习、探索的结果。
现在有些青年同志，他们在态度上有些急躁，希望一夜之间学问就成熟了。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却不是正常的态度。
它忽视了学术成长的必需历程，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种虚幻之花。
我要以过来人的身份，诚恳地告戒他们：只有服从规律，才能获得成功！
”这语重心长的话语，揭示了积累和成功的规律。
是钟老留给广大后学的宝贵的治学经验。
记得当我把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学林春秋》送到钟老手上时，他拿过书认真地翻看后，对我说：“
真是出得又快又好！
有时候干事情，不一定人多就好。
你编这部书就你一个人吧，要是一个集体，反而不见得能编好。
人多意见不容易统一，你想这么编，他想那么编，劲使不到一处，有时还互相掣肘。
一个人虽然力量有限，但当你把力量发挥到极致，力量就是很大的。
”我知道钟先生是在鼓励我，其实他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以九十多岁的高龄，仍然在指导多达十几名博士生，还要关心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还要挤出时间写文
章。
对比到了2001年的夏天，听学术界的朋友说，明年有关方面要给钟老庆祝百年华诞。
其时，我正在主编一套学术丛书，名日“名家心语”，已经出版了几位老先生的著作，反响很好。
何不干脆请钟老编一本，以祝贺他老人家的百岁华诞。
我向他谈了我的想法，他听后非常高兴，说他也正有此意。
真可谓是一拍即合。
不过，因他老人家此时身体已不太好，不久即住进友谊医院，故嘱我同他的两个博士生董晓萍和杨利
慧联系具体编选事宜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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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明确提出希望能收入一些钟老新近创作尚未发表过的作品，他欣然同意。
现在看来，这一要求对一位年近百岁且又患病住院的老人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可他却真的这样做了。
如收入书中的《祝贺中大“现代社会与民俗文化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一文，就是他老人家
在病房中口述的；《对“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训”研讨会成员的讲话》一文，是他抱病在医院的
会客室为参加会议的人做的专题讲话稿。
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我经常是下班后把稿子拿回家晚上接着看；校样打出来后，我和杨利慧博
士两人各拿一半，看完后互相交换，为的是能抢出一些时问来，好给老人带去安慰和快乐。
在此期间，钟老的病情又有发展，但他的神志很清楚，十分关注该书的进展。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劳作，该书的样书终于在2002年1月9日送到我的办公室。
我一接到，只是快速地翻阅了一遍，便叫来快递急忙送给杨利慧博士。
我已同她在电话中说好，她一拿到书就马上赶往医院交给钟老。
杨博士是当天下午五点多钟赶到医院的。
晚上八点左右，她打电话告诉我：“钟老看到了新书《婪尾集》，非常高兴，非常喜欢。
他特别嘱我带话给你，对你为该书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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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师的侧影》：这些年来我的编辑出版工作与这些大师级的学者对我的帮助和教育密不可分，特别
是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学问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做人和做事。
谨以此书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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