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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9汇文 体

由市新闻出版局承编，凝结着
全体编纂人员前后近 10 个寒暑辛
勤付出的《上海市志 ·新闻出版分
志 ·出版卷（1978—2010）》（以下
简称《出版卷》）近日由上海古籍出
版社出版，并于昨天下午在上海图
书馆举行座谈会。《上海出版年刊
（2020）》（以下简称《出版年刊》）、
上海出版信息库同时发布。

《上海市志·新闻出版分志·出版卷（1978—2010）》上架
《上海出版年刊（2020）》和上海出版信息库同时发布

上海出版插上信息数据的翅膀

《出版卷》有亮点
《出版卷》是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的组

成部分。按照《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

的通知》要求，《出版卷》和 2000年出版的《上海
出版志》相衔接，主要记录 1978年至 2010年间

上海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历程，按内容分为三大
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图照、序、编纂说明、概述和

大事记，是全卷阅览提示；第二部分设出版管理

机构和社团、图书出版、期刊出版、音像电子数
字出版、编辑、印刷、发行、版权产业与版权保

护、对外交流与合作、教育与科研等篇章，细述
1978年至 2010年间上海出版业的改革发展，

为全卷主干；第三部分为上海出版人物，包括人
物传略、人物表等。此外，还有反映上海重大出

版工程和重点图书出版的专记及一些相关文
件。全书 185万多字，收入图照 120多幅。《出版

卷》及编纂过程中积累的档案资料，既是对以往
历史的整理和记录，对今后研究改革开放新时

期上海出版史也具有意义。
上海出版协会理事长、《出版卷》副主编胡

国强介绍：编纂工作在 2011年秋启动，市新闻
出版局成立的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在各参编单

位配合下，完成 147家参编单位材料收集等前
期工作。2019年春，编纂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

段。编纂工作改由上海韬奋纪念馆负责，馆长赵
书雷兼编纂办公室主任，同时成立人员精干的

撰稿和统稿队伍，克服机构改革、人事变动、资
料缺失等种种困难，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展开紧

张高效的条目补写和统稿工作。2019年底，拿
出 100万字的初稿，形成《出版卷》框架雏形。

2020年春，新冠疫情暴发，编纂工作没有停
顿，先后形成修改稿、征求意见稿、评议稿、审定

稿、验收稿。其间，多次听取出版界和方方面

面 的 意

见，请专

家帮忙审稿，
反复推敲、修

改。为弄清一
个事实，常常

几经周折。辛
勤付出终于

有了回报。

2020 年底，
《出版卷》验

收稿通过市
地方志办公

室组织的专
家验收。当时

市地方志办
公室领导还

希望再增加一些反映上海重大出版工程和重点图
书出版的专记。因原编写大纲没有这个安排，临时

组织撰写时间已不允许。“情急之下我们向各大出
版社求援，收集了一批历年的总结材料和已发表

的文章，确定选题后按出版卷体例一篇篇改写，最
后形成 24篇专记，近 10万字，丰富了《出版卷》的

内容，成为出版卷亮点之一。”胡国强说。

    “桃花扭头红，杨柳条儿青。”昨天，

在上海人民滑稽剧团，滑稽青年演员王
静瑛拜上海说唱表演艺术家龚伯康为

师，没有繁复的仪式，师徒俩现场合作
了一段《金铃塔》（见左图），那份默契让

人感受到上海说唱的薪火相传。拜师现
场，龚伯康对爱徒反复强调：“若要唱好

戏，先要做好人；若要做好人，先要树好

德。”
龚伯康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海说唱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嗓音刚柔

融合、中气足、气息长、吐字清、咬字准、
快得出、慢得下。演出中常用贯口、绕

口、快口等技巧，善用方言和南腔北调，
能利用戏曲等手段在说唱中塑造人物，

他说唱的《金铃塔》《浦东说书》《一百零
八将》令诸多戏迷为之倾倒。

王静瑛是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的优

秀青年演员。她自幼喜爱滑稽艺术，学
艺刻苦认真，悟性颇高，一招一式规范

妥帖。她演唱的方言绕口令《金铃塔》深
受好评，她以交响音乐伴奏演唱《金铃

塔》，得到了肯定和好评。
现场，龚伯康送给徒弟一副上海说

唱演出用的“三巧板”，希望徒弟能用好

这块“三巧板”，敲出时代节奏，唱出时
代声音。相比“学”得像，龚伯康更期待

王静瑛能青出于蓝。“光‘学’没用，要懂
得‘化’，将学到的艺术融合自身的嗓音

特点、表演风格化成自己的东西，才算

继承。”早就曾尝试过多种说唱演艺方
式的龚伯康，最怕的是学生墨守成规：

“我这个年纪还在寻求上海说唱的各种
可能，更何况是年轻人。”

不仅于此，在龚伯康看来，上海说

唱要跟上时代的脚步，除了形式上的多
元探索，也要在内容上接天气、接地气、

接人气———就是要引领正确的价值观、贴
近老百姓的生活，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的语言，创作能引发共鸣又朗朗上口的作
品。在师父的言传身教下，王静瑛也表示，

要与师父一起，让上海说唱历久弥新。

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人
民滑稽剧团）书记兼主任王汝刚直言：

“上海说唱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门口
口相授的艺术，王静瑛在上海说唱方面

颇有天赋，如今能拜艺术名家龚伯康为
老师，也能点对点地传承和发扬上海说

唱，让一代又一代人看到本土曲艺独特

魅力。”
本报记者 朱渊

让上海说唱薪火相传

龚伯康收徒现场唱响《金铃塔》

《出版年刊》留印记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发源

地和中心，1912 年至 1949 年间，全

国 80%以上的出版机构集中在上
海，90%以上的近现代学术著作在上

海出版。
作为上海出版史料建设工程的

组成部分，《上海出版年刊（2020）》反

映 2019 年间上海出版、印刷、发行、
数字出版、阅读活动的总体面貌，是

年度大事记、资料库和数据的集成。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
长徐炯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出版年

刊》也由《出版卷》衍生而来，《出版年
刊》希望从当下日常做起，日积月累，

为将来的志书编纂打好基础。徐炯
说，《出版年刊》具体翔实地描绘了上

海出版创新突破、转型发展的努力和
探索，也是今天的上海出版人为未来

留下的一个足印、一道车辙。出版信

息库则拓展了方志的记载方式，提供
多维度检索、知识图谱、在线编辑等

功能，提升已有史料的使用价值，帮
助出版志不断迭代完善，为出版信息

插上了数据的翅膀。
“上海出版的蓬勃发展，积累了

比较完备的数据和资料。数据库技术
为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深度利用赋

能，孤立的数据连缀起来，研究分析
价值呈几何级数增加。”上海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社长朱文秋说。
预计今年底开馆的中国近现代

新闻出版博物馆是国内首座新闻出

版专业博物馆，除拥有较大规模馆
藏、为研究者和观众提供专业服务

外，还将建成蕴含丰富、查询便捷的
文化信息库，为行业发展、领导决策、

教育科研提供支持，并逐年发布上海
出版各类信息，成为向世界展示上海

出版业变化演进的窗口。据悉，《上海
市志 ·新闻出版分志 ·出版卷（1978—

2010）》已在上海书城上架销售。
本报记者 徐翌晟

■ 《上海市志·新闻出版分志·

出版卷（1978—2010）》和《上海
出版年刊（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