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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气神是中国强国富国的

精神源泉之一，台州人的骨气和硬气是台
州人走向外面世界的底气。从临海走进人
民出版社的张秀平，在新中国出版的最
高政治和学术殿堂当编辑 45 年，终生坚
守为他人“做嫁衣”，就是具有这样底气
的临海人。

2017年终岁末，寒冬腊月，人们的哈
气立即会变为白雾，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冷
的季节！元旦前夜，张秀平从人民出版社的
大楼出来，仰望星空，北京城里万家灯火，
大街上行人渐少，家家户户正准备欢庆元
旦，此时的她，满脸焦急，步履匆匆，她要赶
回家中准备行装，明天一早与孙儿会合乘
最早的航班赶到台州临海老家：千里之外、
年已九旬的老母亲患急性肺炎已经数次报
病危，此时正急切地盼望着、等待着见女儿
最后一面……元旦当日中午，张秀平赶到
病房时，母亲呼吸急促、已口不能言了，但
眼睛突然发亮，7天后，元月8日，母亲与世
长辞，张秀平遗憾不已，悲痛不已！人世间，
养育深恩，朝霭春晖，报之何时？

此前，她因近 2000万字的《中国国家
历史地理·陈桥驿全集》即将下厂印制，一
连数月，她一遍遍做最后的确认和核改清
样，日以继夜，在母亲报病危时也无法分
身、只能让丈夫华天惠先往照顾。她独自在
北京家中冷锅冷灶，每天煮一锅粥、三个鸡
蛋，分三次吃。元旦前，终于核对完最后一
卷清样交到了出版部。

著名少儿科普作家、出版人，叶圣陶之
子叶至善赠她诗句：“字斟句酌犹未妥，案
头积稿又成垛”。这是张秀平 40多年的工
作常态。终生坚守在编辑工作第一线，编
辑、复审、策划出版图书 400多本（种），直
到退休后近10年的今天，她手头还有已经
列入出版计划的选题近 100个。著名宋史
专家朱瑞熙称赞她为作者们做了“举世无
双的嫁衣裳”。她总结自己的编辑人生，也
认为：“青春尽付书稿中。”

2
张秀平是临海城关镇人，1963年考入

临海第一中学少体校（现复名为台州中
学），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少体校田径班训
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日制正规的中
小学教育，给她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训练
基础，她还经常在课余时间读书看报，家里
订不起报纸，她就在班里或到校阅览室看
报，寒暑假则到位于临海城关大寨路口的
邮电局阅报窗看，一站就是一个小时。天
下的、脚下的新闻，文化的、时政的专版，
都是她的关注。她还在当时的语文老师常
相申推荐下，首次接触到《中国历史常识》

《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历史知识读物，从此
痴迷其中；又得到图书馆的管理老师章琴
鸾的帮助，在 1966 年-1969 年无书可读、
无事可做的三年里，借阅了临海一中图书
馆的所有藏书。

读书使人聪明，读史令她更加明智。历
史书里的王朝兴亡更替和历史人物命运的

大浪淘沙、曲折沉浮都是她关注的重点。她
有很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如果没有后来
的变故，她或许也能考上这样那样的高中
或大学。

她回忆，初中时代，她对家庭大小诸事
就具有独立的见解。比如，1962年她父亲
所在的临海染织厂要精简职工，她就劝父
亲重操裁缝旧业，自谋生路，“凭手艺吃饭，
历朝历代都饿不死”。但她的母亲因在台州
疗养院做炊事员需要起早贪黑太辛苦要辞
职时，她就极力反对。家里的传统炉灶，费
柴费时费能源，她就建议父亲按照报纸介
绍的“省柴灶”修改，获得了“低耗、节能、高
效”的效果。再比如，60年代初期的“三年
困难”时期，她为了收获家中为度过荒年而
开荒种下的番薯和洋芋头，经常给父亲“放
哨”、躲过了鼓楼大队农民纠察的不合理

“堵截”。再比如，父亲为了养活他们兄妹，
经常做一些“拆衣”生意（就是拆旧还新），
她都参与其中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此时的张秀平，虽然只有十三四岁，但
清苦的生活已经使她在读书和读史中成长
了。多难必兴邦，勤奋出天才，寒门子弟一
定会闯出一片新天地。

31969年，张秀平参加了内蒙古生产建

设兵团。在兵团历经战士、缝纫员、出纳员、
统计员共 6年后，她被推荐入兰州大学历
史系历史专业学习，1977年，张秀平毕业
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人民出版社位于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号。这是一座始建于 1958年的苏式小
楼，楼高 5层，虽不起眼，但楼的东侧是人
民出版社，是新中国最大的政治理论、学术
著作的出版社；楼的西侧是人民文学出版
社，就是被文学艺术界称赞为“新中国的文
学从这里起步”的地方！这栋楼里诞生了经
典无数，是北京当之无愧的文化地标之一。

但1977年的北京，尚是十年“文革”后
的百业待兴之时，出版人才青黄不接。与张
秀平同批分配来的11个大学毕业生中，10
人都是原籍北京的知青，只有张秀平是来
自浙江的临海人。怎样走进出版界，怎样在
人才济济的人民出版社做编辑，怎样薪传
文化出版的使命和责任？此时的张秀平，跳
动着传承的脉搏，但台州人的骨气和硬气
也在血液中流动。

她先是实习校对科，一边实习，一边就
“盯上”了人民出版社庞大的资料室。资料
室里有一个书柜，存放着不少港台版和进
口的外文版图书，为开阔眼界和学术视野，
她多次向当时资料室的负责人郑曼（著名
作家、诗人臧克家的妻子）借阅。郑曼是浙
江路桥人，却未向这位小老乡“网开一面”。
直到张秀平结束实习，因工作需要查阅引
文，才如愿读到了柜中藏书。

实习结束分到历史编辑室，她又承担
了历史编辑室“文革”前出版的留存样书的
整理，得益于在兵团当统计员的经历，她将
散乱的样书分门别类，在书脊贴上编号，另
设小本，让取用者留条登记。她又搜集每本
书的作者、单位、联系方式等信息，为以后
的选题开发和组稿方向奠定了基础。

张秀平在人民出版社编发的第一本重
印图书是邓拓的《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
题》，是邓拓生前亲自编选的关于研究中国
历史的论文选集，收录了作者在新中国成
立后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历史论文，作者
对中国历史的奴隶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
发展长期停滞”问题以及近代中国资本主
义的萌芽和发展问题，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重印需要征求作者本人意见，此时邓
拓已经过世，张秀平就联系了邓拓的爱人
丁一岚。丁一岚当时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台长，她是新中国成立时，与齐越一起在天
安门城楼上现场转播开国大典的播音员。
丁一岚得知人民出版社要重印邓拓的历史
论文集，十分欣慰，连声道谢。此后，张秀平
又结识了邓拓的女儿邓小虹，她们都是北
京市的政协委员，共同参政议政，为北京市
的发展尽职尽力。

张秀平独立编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
清史研究专家王思治的《两汉社会性质问
题及其他》。王思治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著名的“三王”之一，（王思治、王汝丰、王戎
笙，都是历史研究大家），《两汉社会性质问
题及其他》是王先生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此
书出版以后，张秀平和王先生成了忘年交，
她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石勒的再评价
问题》就是由王思治先生推荐到《民族研
究》发表的（1981年《民族研究》第1期）。

1983年，张秀平又编辑出版了北京大
学中国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先生的《岳飞
传》（增订本），邓广铭先生对张秀平的审
读意见十分肯定，特别是关于增加孝宗年
代对岳飞冤案的平反的建议是完善了书
稿，赞赏不已、并马上补写一节附录。《岳
飞传》（增订本）出版以后，在出版界引起
了很大的反响，普遍认为是作者的“考索
之功”和“独断之学”，是“以非凡之史才写
一流之史学”。张秀平又在《读书》和《中州
学刊》发表了《读增订本〈岳飞传〉》《历史
研究与爱国主义精神的结晶——〈岳飞
传〉增订本读后》。

1984年，邓广铭先生亲自介绍张秀平
加入了中国宋史研究会，她是该会首批会
员之一。

此后，她又责编了河南大学周宝珠主
编的《简明宋史》、湖南师范大学陶懋炳撰
著的《五代史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马植
杰撰著的《三国史》、复旦大学赵克尧许道
勋撰著的《唐太宗传》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田昌五撰著的《古代社会断代新
论》……

1985年，张秀平在“文革”后新来的大
学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主持“祖国丛书·
年鉴”编辑室工作的任命。《祖国丛书》是
当时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倡
议出版的，计划首先出版 1000本，由人民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
社承担，三家出版社都要成立专门的编辑
室。为一套丛书成立一个编辑室，是新中
国出版史上第一次，张秀平是这个第一次
的亲历者。

人民出版社承担《祖国丛书》综合类、
五四以后的文学家选题，在张秀平的主持
下，完成了《可爱的祖国》《中国的针灸》《中
国的兵器》《中国的服饰》《中国的茶》《中国
的酒》《中国的陶瓷》等26种书籍。之后，她
又经历了综合编辑室副主任、文化编辑室
副主任、历史编辑室副主任的磨炼，2002
年终于成为人民出版社东方编辑室主任。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张秀平在人民出版社老编辑、老专家的怀
抱里长大了，成熟了！

42002年，经历了出版改革以后的张秀
平，被任命为人民出版社东方编辑室主任。
体制的创新和机制的调整，给独当一面以
后的张秀平插上了起飞的翅膀，如同枯木
逢春、厚积薄发。

她马上就策划了《现代稀见史料书
系》《战后国际关系稀见史料》《20世纪著
名群体人物传记书系》及多卷本《中国历
史》《中国人口通史》《南宋史研究丛书》

《中国边疆研究丛书》《北京专史集成》《中
国政党学研究丛书》《中国特色政治发展
道路研究丛书》《中国慈善事业研究丛书》

《城市学研究丛书》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丛书和畅销书。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俗称黑皮书，主

要有王明的《中共 50年》、张国焘的《我的
回忆》（上下）、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
（德）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华夫）的《中国
纪事》、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
命》、陈公博的《苦笑录》及郑超麟的《郑超
麟回忆录》（上下），因为这些图书作者的政
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些著作都是以
外文或在港台出版。在国内则是由范用等
老一代出版家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
出版，内部有控制范围地供有关领导和党
史工作者参考，但对现代史和党史的研究
起了很好的作用，因封面是灰色，又俗称

“灰皮书”。
为了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历史的

复杂性和曲折性，更加深入地考察现代史、
革命史和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
件，纠正或补充若干历史细节增加人们对
历史复杂性的认识，张秀平按照程序报送
了出版《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的设想，得到
批准后，又约请当时的中共党史研究室主
任石仲泉撰写《前言》，说明了出版这套丛
书的史料价值。丛书一套8本10册、以东方
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因封面系黑色，又称为

“黑皮书”。从“灰皮书”到“黑皮书”，真实地
反映了人民出版社范用、张秀平等两代出
版人对文化积累、出版使命及实事求是、勇
于社会担当的思想追求。

张秀平是学历史的科班出身，对于历
史是人民创造的，时势又造就了英雄等的
基本观点的认识是深刻的。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曾经策划并责编的《唐太宗
传》《唐玄宗传》都列入了人民出版社的

《帝王传记系列》，经常重印再版，经济效
益显著。

进入21世纪以后，张秀平敏锐地认识
到新的世纪，万物更新。人的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也与时俱进。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国家与国家之间，
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各
阶级、各阶层也发生了变化，新的阶级、阶
层、新的人物群体关系，或以“圈”称；或以

“群”分，这是不争的社会事实，这些经济基
础的变化，势必影响到读书界，人们的读书
趣向也在发生潜意识的变化，他们不再满
足于个体人物传记图书所提供的个人奋
斗、成长的信息与经验，而是希望从更广阔
的社会背景上去寻求人物群体之间、群体
人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深层关系。

社会是人物生存的环境，家庭是社会
的细胞，学校是人类知识的渊薮，但社会、
家庭、学校对人物成长的影响并非铁板一
块、千篇一律。同样文化背景、同样家庭出
身的兄弟姐妹，父子夫妻，或因价值取向不
同，人生道路千差万别。就是价值取向相
同、但由于机遇不平等，人生结局也不尽相
同。群体人物的幕后、深层的人际关系，吸
引着读者，也呼唤着群体人物传记图书的
出版。她马上就组织出版了《宋氏三姐妹》

《贺氏三姐妹》。两书投放市场后，人们普遍
认同，社会反响强烈。一年之内，《宋氏三姐
妹》重印了3次；《贺氏三姐妹》重印了2次。
接着她又出版了《周氏三兄弟》《宋氏三兄
弟》《毛氏三兄弟》《陈氏三兄弟》《蒋氏父
子》《蒋氏五兄弟》《荣氏父子》《贺龙姐弟》

《周恩来与邓颖超》，组约了《张氏父子》《林
氏三兄弟》《蒲氏三姐妹》等，《丛书》以创新
的体例、高雅的内容、精美的装帧、独特的
开本、标新立异的风格，开始在图书市场上
独树一帜。

5
张秀平 18岁离开临海，经内蒙古、甘

肃，最后扎根北京，她的人生足迹遍布大半
个中国，但她始终乡音不改、台州人的骨气
和硬气一直未改。

台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之一，
台州人以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而闻名。张
秀平的父母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就有创业经
历，开过织布的手工作坊，母亲在家中织
布，父亲则从临海经营棉纱的老板处赊购
棉纱，织好布卖完再还账，有时也从上海直
接贩纱，比临海贩纱便宜数成。他的精明能
干和吃苦耐劳，在当地颇有名气。

张秀平在家排行老二，却是长女，有 4
个弟妹，她从小就带弟妹，性格中自有一股
台州式的人生哲学：执着、坚韧、不达目的
绝不放弃。“我爬山从不走回头路”“跟人学
变狗毛，做事贵在独立和创新”，她这样说。

早在1996年，她主编的《中国100系列
丛书》就获得了第六届中国图书奖；1997
年，她责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
卷）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2001年，《张爱
萍传》获得解放军文艺奖；2006年，《西夏
通史》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还有吴玉章学术奖、文津图书奖等各种省
部级奖项30多项。特别是她退休前后策划
编辑出版的《中国国家历史地理·史念海全
集·谭其骧全集·陈桥驿全集》共 23卷、洋
洋3000多万字，是代表中国国家历史地理
最高学术水平的论著。

《全集》从立项到出版，历时 15年，更
是创造了当代图书出版内容之多、时间之
长的历史纪录！张秀平为了顺利出版《全
集》，多方设想筹措经费，在连续两次申请
国家出版基金未果后，她又撰写了《关于改
进国家出版基金重点扶持项目的评审办
法、重视中国历史地理学大师、学术泰斗全
集的出版并给予资助的建议》作为全国政
协的提案，此提案由民进中央提交后，得到
了办案单位国家出版总署和财政部的高度
重视，特别是柳斌杰署长的《一切为了多出
精品力作》的讲话，掷地有声，为出版基金
的评审做了指导性的定位，当年的国家出
版基金从7亿元增加到了9亿元。

2013年，在有关专家的推荐、论证后，
《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书系》在第三次申请之
后终获国家出版基金的重点资助。张秀平
为出版大师全集的15年的坚守，终于有了
结果！像这样的坚守，她一以贯之，迄今已
45年！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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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陶子骞 /整理

好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编辑
就是这个阶梯的搭设者。

临海人张秀平，一辈子择一事，在
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四十五年，编辑出版
了400多种精品力作，见证了我国出版
事业由小变大、由大到强的进程。她退
而不休，仍然做着编辑工作，今年72岁
了，还承担着多个编书项目。这份终生
的坚守，一般人做不到。

一本书出版了，往往被人们竞相阅
读，享受着赞赏与鲜花，而编辑，则默默
无闻，不为人知。但一本好书，是由作者
与编辑共同完成的，编辑是内容创造的
核心岗位，如果把作者喻为“台前”的
话，那么编辑就是“幕后”工作，就是“为
人作嫁衣”，需要静得下心，咬得菜根，
坐冷板凳，黄卷青灯，只讲奉献，不求名
利。“功成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原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称张秀平是
一位“有担当有作为的优秀编辑”，首先
在于她耐得住寂寞，有为职业理想献身
的精神。她自己也说：“终生的坚守，青春
尽付书稿中”，坚守与献身的背后，是对
编辑工作融入血液、浸透骨髓的热爱。

一个人爱上一个职业，干起来就虽
苦犹乐。艰辛和磨难，都会被热忱消解
和攻克，这种快乐，是只顾耕耘、不问收
获的过程之乐，是一种自得其乐。不问
收获并不代表没有收获，对编辑张秀平
来说，她的收获水到渠成，数十年辛勤
劳作，厚积薄发，写出了一部50余万字
的近作《我的编辑生涯四十五年》。这本
书既是作者丰富人生的忠实记录，也是
新中国同龄人70年艰难曲折的成长史；
既是图书编辑与作者交往的亲历亲闻
亲为，催生著作出版的过程，也是编辑
责任和担当的真实写照；既是编辑叙事
学的实践和总结，也是新中国学术史、
文化史、出版史的鲜活史料。自然，张秀
平的人生收获不止于此，她获得30多项
国家级和省部级图书大奖，也为她的编
辑生涯增辉添彩。

作为一位不可多得的编辑家，张秀
平的成长，自有其聪颖天资、横溢才情
作支撑。她从小聪明，在书中，她回忆
道，“我从小记忆力好，一般的小学课
文，只要读上一二遍马上就会背诵”，小
学、中学、大学都成绩优异，对知识的接
受能力强，并善于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她大学念的是兰州大学历史系，如果毕
业后不是从事编辑工作，完全有能力从
事史学研究，写出有影响的论著，成为
一个著作等身、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
但当个好编辑，同样需要广博的知识、
深邃的眼光、灵活的思维、严谨的学术
态度。“编辑高于作者”，很多时候，一本
书，发人之所未发，靠编辑的独具慧眼。
而这双慧眼，没有深厚到比肩甚至超过
作者的专业学术根底，是难以炼就的。

读书使人聪慧，读史可以明智。小
时候从识字开始，张秀平就爱好读书，
初中时迷上了老师推荐的《中国历史小
丛书》，这为她后来大学读历史专业开
启了兴趣之门。入职后，她从事历史文
化著作的编辑工作，在单位里勤奋好
学，是有口皆碑的。编书先读书，她博览
群书，博闻强记，在出版社图书资料库
里看到丰富的图书资料，“犹如在沙漠
里渴望甘露绿洲”。如此这般的痴迷、沉
醉，让她在历史文化知识的海洋里尽情
遨游，积淀了丰厚的学养。她的日常工
作与生活，时刻与书为伴，不是读书就
是编书，手不释卷。她活到老，学到老，
身体力行终身学习的理念。“腹有诗书
气自华”，她年逾古稀，却作文时汪洋恣
肆，文思泉涌，洋洋洒洒，但不失严谨细
致；做讲座时口若悬河，好例佳句，脱口
而出，语速飞快，如竹筒倒豆，而且精准
无误。老太太的优雅气度和眼力、脑力、
笔力以及口表能力，都与她的年龄不相
称，显年轻。

当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最有利的地
方，莫过于能结交许多高朋。张秀平为
人坦荡，心地耿直，真诚待人，善于向比
她资深的编辑同行和专家学者学习，在
业务上直抒己见的同时，总是求同存
异，由衷地尊重别人。这是一个编辑之
所以优秀的重要品质。她因此得到了众
多专家学者的信任、支持和学识上的帮
助。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她总是念念不
忘，心存感恩。所有这些，都使得她拥有
很多良朋益友。在学术研究上，她以编
辑之身，被吸收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中
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岳飞研究会的
会员，这估计在出版界殊为难得。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能坚持到
底，而且成就卓显，无疑是幸福的。张秀
平比共和国小一岁，一路走来，打上了
时代变迁的烙印。她兄弟姐妹多，幼时
受父母眷顾，得以上学读书。后来的求
学和兵团生活，每每幸运地遇到良师点
拨、提携。她的职业生涯，定格在京城，
又恰与改革开放同步，因自己的努力和
出色，在单位里频频获得施展才华的机
会。她通往职业巅峰之路，除了自己的人
生选择，还由“天时、地利、人和”铺就。

一生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