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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年的青春与记忆

魏玉山

　　今年，研究院 （所）成立３０年了，俗话说，三十

而立。作为一个来院 ２９年 （１９８６年到所）的老职工，

可以说见证了研究院发展的全过程，感受到了研究院前

行中的艰苦与快乐。我的青春时光也伴随着研究院的成

长而逝去。

从居无定所到扎寨三路居

１９８５年３月，经中央领导批示和劳动人事部批准，

已经筹备一年多的中国出版发行研究所终于获得了合法

的身份。建所初期，办公条件十分简陋，据先我们一年

而来的同事说，单位最初在东四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四

合院内租房办公，旁边就是上级主管机关———国家出版

局。现在大家都羡慕四合院，但当时的四合院冬天没有

暖气，夏天没有空调，冬冷夏热。冬天办公室需要生煤

火取暖，夏天用电风扇。１９８６年初，研究所整体搬迁到

东城区赵家楼北京军区招待所办公。当时租了招待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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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及四楼２间客房，除了办公以外，８５、８６年新分配来的十几个学生也

住在里面，午间休息时楼道中闪动着众多年轻人的身影，有人说像大学下

课一样热闹。是年７月，我是从东四南大街８５号国家出版局出发，沿着东

四南大街———西总布胡同———东总布胡同———赵家楼，步行到单位报到

的，由此成为研究所的一分子。赵家楼在现代史上有很高的知名度，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中，学生们火烧赵家楼就是这个地方，只不过原来的 “楼”已

经没有了。在赵家楼办公不到两年。

（第四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１９８７年末，单位又搬到朝阳区西坝河一个新建成的幼儿园办公。两层

楼高，加上一个不小的院子，办公条件大大改善，我们住到了为孩子们准

备的宿舍，男生一个宿舍，女生一个宿舍，好像回到了大学时光。当时的

西坝河还比较荒凉，三环也没有修好，附近的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刚刚建成

不久，展览不多人气也不旺。晚上寂静的很，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同事

们常常坐在二楼的平台上赏月聊天。在西坝河仅仅一年时间。

１９８８年初，单位再次搬到西城区西绒线胡同，是新闻出版署划拨的办

公用房，虽然只有８５０平方米，且与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共用，但毕

竟有了自己的办公楼，大家心里安定多了。首都发行所是一个内部书店，

只对机关团体或一定级别的人员开放。我曾混进去过几次，看到过许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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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书店见不到的内部发行的图书，包括少量的港台图书。但当时囊中羞

涩，也只能看看而已。搬到西绒线胡同之初，限于办公室不够，又在附近

的３１中学租借了一个小楼，部分用于办公，部分用于单身员工的宿舍。３１

中学历史悠久，曾经是教会办的，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家。我们租借的办

公楼是教会学校校长的住所，木质的地板和楼梯还保留了当年的韵味。我

在二楼办公，窗外就是一个小游泳池，夏天，既可以欣赏水中上下翻腾的

游泳健将的风采，也可以在午后游上几个来回，好不惬意。在西绒线胡同

办公整整１０年。

（右一为本文作者）

１９９８年秋，在新闻出版署领导的关心下，我们来到六里桥，与百年老

店中华书局共用一个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六里桥办公楼是新闻出版署划拨

给研究所的，拥有１２００平方米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六分之一产权，比起西绒

线胡同，可以说有了较大的改善。六里桥办公楼不仅面积扩大了，办公条

件也得到改善，每个人都配备电脑，并建立局域网，可以通过局域网连接

到互联网。在六里桥呆了７年，刚到时，办公楼南侧还是一片玉米地，离

开时已经高楼林立。

２００５年初，在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喜迁到

丰台区的三路居路。这楼原是一个 “半拉子”工程，据说原来是按照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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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中心立项建设的，主体工程完成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停下来。研究所

领导班子经过反复比较、讨论，最终下定决心购买此处用于办公，并得到

了总署和财政部的支持。这个办公楼近５０００平方米，不仅办公条件大大改

进，而且有了自己的食堂，解决了职工的早餐午餐问题。当然，随着事业

的发展，人员的增加，现有的办公室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不得不在几处租

房办公，不得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了。

从纸墨笔砚到鼠标键盘

研究院 （所）多次搬家，最累的当属资料室书刊的打包、搬运、拆

包、上架。记得每次搬家前几周，资料室的同事们就开始整理书刊资料，

（左二为本文作者）

其他部门的年轻人有时也要帮忙。书报刊是研究人员重要的生产资料，特

别在没有互联网、数据库的年代更是如此。为了写论文，需要查阅资料，

需要做卡片、摘抄，需要在稿纸上爬格子。记得刚入职时，单位有一个机

房，两台电脑，主要用于翻译图书的选题查重工作。机房要求条件高，有

空调，一般人员是不能入内的。另外有一个打字室，使用四通打字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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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领导机关报送的文件或是领导的讲话或是重要的文稿，一般的文章是不

能打印的。１９９６年以后，电脑陆续配备到科研人员办公桌上。当时互联网

还没有普及，电脑主要用于打字，相当于每个人一个打字机。使用的主要

办公软件是ＷＰＳ，主要的存储介质是五寸盘、三点五寸盘。直到现在，我

还保留着十几张这种软磁盘，可惜没有可以读取的计算机了。１９９８年以

后，基本可以做到一个科研人员一台电脑，科研人员基本甩掉了纸和笔，

用键盘鼠标就可以完成论文写作，到后来许多人离开电脑不会写字了，不

知道好还是不好。

２０００年以后互联网有了很快的发展，２００５年以后数字出版顺势而生，

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数字资源，很多资料可以在网上查找，特

别是百度等搜索以及知网等文献数据库的出现，人们去图书馆、资料室的

次数越来越少了，２０００年以后，我几乎没有再去过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

馆的借书证也不知所踪了。离图书馆、资料室远，离互联网却越来越近，

现在，离开网络似乎不会写论文，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从自己起火做饭到单位建立食堂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刚刚分配到单位时，单位人不多，也没有固定

的办公地点，吃饭成了员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家在北京的员工，每天上

班都带一个饭盒，里面有前一天晚上或当天早上准备的饭菜，中午在单位

的电蒸箱统一加热。为了认准自己的饭盒，或是用不同颜色的细绳捆扎或

是贴上名字，即使这样，难免也有人拿错，打开一看，不是自己带的饭

菜。好在大家吃饭时也是互通有无的，谁带的菜好吃，也会请大家一起品

尝。至于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单身汉，吃饭更成了问题，在赵家楼、西坝

河及３１中期间，早餐到单位附近的早点摊买点包子米粥之类东西，中饭晚

饭成了问题。吃过赵家楼的饭店，但是很贵，吃不起；吃过隔壁人民美术

出版社的食堂、附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食堂，但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交

一定的管理费不说，还有诸多不便，无奈我们都选择自己起火。为了做

饭，每个人买了一个煤油炉子、菜米油盐、锅碗瓢盆等，中午、晚上都自

己买菜做饭。在办公室的楼道或宿舍内起火做饭，办公室里氤氲饭菜的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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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及炉火没有燃烧尽的味道。８０年代末，肉蛋米面等凭票供应，没有票是

买不到的。肉价很低 （当然我们的收入也低），买两毛钱的肉可以炒菜。

当时煤油是紧俏商品，不是每天都有的，市里面三个石油商店，一个在灯

市口，离我们住的赵家楼最近，一个在交道口，离后来居住的西坝河较

近，一个在缸瓦市，离西绒线胡同较近。为了买到煤油，我们最远骑自行

车去酒仙桥的石油商店。在西绒线胡同甲７号集中办公以后，煤油炉子取

消了。先是在首都发行所食堂，后来请送餐公司送餐，虽然解决了自己做

饭的问题，但是吃的并不可口。搬到六里桥办公后，单位统一供应午餐，

职工不用自带饭菜了。因中华书局的食堂迟迟没有使用，我们先是由送餐

公司送餐，每隔一二周换一个公司，以调剂口味，后来在旁边国家统计局

食堂就餐，但都不尽如人意。三路居办公楼装修时，建立职工食堂纳入了

装修计划，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员工们既不需要自己带饭，也不需要送餐公司

送饭了，彻底解决了职工的用餐问题。

３０年很快就过去了，回想起１９８６年７月初，我冒着酷暑，拎着一个

大学时代的书包，大汗淋漓地到赵家楼报到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与研究院的情缘

黄晓新

　　一晃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三十岁了，到了她的 “而

立之年”。三十载筚路蓝缕，几代人栉风沐雨，开启山

林，终于迎来了今日的春华秋实。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作为一个新

近加入者，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不禁回忆起自己虽不

在其中、但与研究院多年来的情缘。

１９８５年春，研究院的前身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

初建时，我刚刚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的岗位考上

母校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我的导师、图书情报学院的孙

冰炎教授是该院刚创办的图书发行专业的负责人，加上

我的研究方向是读者研究，读者和阅读是图书情报学、

出版发行学共同研究的对象。学生时代的我受俄罗斯文

学家、目录学家鲁巴金的影响，试图从社会学方面来研

究阅读行为，因此而写了几篇这类习作。我向研究所创

办的 《出版与发行》杂志投了稿，以后 《出版与发行》

先后发表了我几篇探讨阅读社会学的文章，给初出茅庐

的我以鼓励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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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冬，我到北京来搞研究生毕业调查，曾专程来研究所，一个同

学介绍牵线，我认识了研究所的青年人章宏伟同志，他是浙江温岭人，当

时刚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分配来不久，高高的额头上架着一副宽边

眼镜。他思想很活跃，身上涌动着改革开放年代的澎湃激情，不满足于现

状，总想做点事，我们很谈得来。第一次来所，看到在我们心目中仰望的

研究 “圣地”，原来屈居于赵家楼那个小胡同，而且还是暂借地，心中不

免有几分悲凉。

１９９１年８月，作者随时任新闻出版

署副署长、 党组副书记刘杲同志在青海

考察 （右一为本文作者）

１９８８年夏，我从武大研究生毕

业，听说要被留校任教，我受不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诱惑，“不识

抬举”，执意要到校外工作，后被刚

刚成立不久的国家新闻出版署来人考

察相中，到北京当了一名公务员。当

我再次来到研究所时，研究所已搬到

西坝河一家幼儿园办公，记得当时章

宏伟同志和我一样都住在单位办公室

里，他用煤气炉子亦或是电炉子弄些

饭菜欢迎我，我们一大群年轻人聚在

一起热闹了一回，充满了那个年代简

单而明亮的快乐。

１９９３年９月，我被署里选派到坐

落于日本东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

太文化中心交流访学，回国后曾写了

篇 《访日随想》发表在 《出版发行研

究》杂志上，那时研究所已搬到六部口的西绒线胡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内办公。当时 《出版发行研究》杂志的主编是吴功伟同志，他曾做过多年

的教育工作，人非常热情，他总是鼓励我多写文章、多投稿。在这前后，

我认识了杂志社意气风发、喜欢钻研的北京小伙张立，特别佩服他学中文

出身、但后来自学计算机技术却十分精道，成为专家。由于年龄相仿，又

“臭味相投”，我俩很快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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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秋，我搬到东直门察慈小区居住，魏玉山同志住在我楼下。那

时，他的女儿正在牙牙学语，记得是从家乡请来的一位保姆照看她，我几

次上下班都在电梯里碰到这保姆抱着孩子，一问，原来是这孩子特喜爱坐

电梯，追求由此给她带来的 “上上下下的享受”。如今，听说魏家女儿已

长成大姑娘，并已赴东洋留学读研究生了，真令人感叹唏嘘。１９９９年初，

时任文化部市场司司长刘玉珠同志找我策划主编 《文化市场实务全书》，

其中，书刊市场一节还是请玉山同志撰写的。

１９９７年冬，我任新闻出版署市场办一处处长，这时全国 “扫黄打非”

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我处承担了上传下达的 “快报”“简报”的编写任

务，当时的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快报” “简报”要 “像雪片一样的飞”，

我处还有大量的讲话、总结、报告、新闻等的起草任务，还要与中央各新

闻单位广泛联系、组织记者采访等等，人手少、事务多、任务重，经署领

导协调，抽调一批下属单位得力的同志来我办帮忙。其中，研究所的赵从

旻同志借调到我处，从旻同志在我那里发挥重要作用，她协助我起草报

告，对１９９７年颁布的新 《刑法》中关于查处非法出版活动和盗版的适用

条款的不明确提出意见和建议，经署老领导、全国政协委员刘杲等同志的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与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桂晓风和时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领

导余敏、郝振省、宋英亮等同志合影 （右三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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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又经高层领导的协调沟通，我们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多次协商、

研讨，最终促成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填补法律漏洞。当时，从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军事部转业的空军记者荣庆祥同志也临时安排在我处帮忙、待分

配，记得他一边工作、一边和我讲了好多在部队采访中的奇闻轶事，给我

们当时忙碌的工作增添许多轻松和欢快。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的一天下午，桂晓风副署长应时任党委书记、副所长余

敏同志的邀请，在市场办负责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已搬到六里桥的研究

所调研，我也带处里的同志混迹其中。呵呵，这场座谈和联欢好像是 “蓄

谋已久”的，座谈过后，我们和所里同志又唱啊、跳啊，大家都难得地放

松，既沟通了工作，又交流了感情。当时所里的郝振省副所长、宋英亮副书

记也一改往日的矜持，出面 “与民同乐”，使大家看到领导同志们的 “另一

面”。之后不久，我还与郝振省副所长成了安贞桥胜古家园的上下楼的邻居。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３年，我自愿赴疆挂职工作三年，去之前，我向领导提

了一个小小的请求，即我长期在机关做出版物市场的监管工作，清市场，

办案件，破坏不法分子的 “有生力量”，得到很大的锻炼，援疆回京后希

望换做点新闻出版发展繁荣的工作，以使自己的人生更丰富。到疆后，正

好碰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决定要编辑出版大型文献丛书 《新疆

文库》，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主要领导即根据我所学，让我具体组织实施并

参与主编 《新疆文库》出版工程，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通过这一

工作，的确让我无论是从历史学、文献学、出版学的专业实践，还是从各

民族各方面编辑出版力量、专家队伍的组织领导方面都得到全新的锻炼。

三年的时光没有虚度，三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新疆文库》编辑出版的良

好开局也得到领导和各方面专家的充分肯定与好评。新疆给予我众多荣

誉，包括评我为 “优秀援疆干部人才”，又为我记二等功，还经总局同意

提拔我的职级等，我感念新疆，感恩组织。

２０１４年８月，我援疆工作结束回京，总局领导找我谈话，嘱托我要继续

协助新疆把 《新疆文库》编好，拟安排我到研究院任职，我毫不犹豫一口应

承。因为这是组织的信任与重托，也完全符合我献身新闻出版、干点具体实

事的初衷和理念。

就这样，我加入了研究院的队伍。我常想，冥冥之中也许有某种感

应，经过多年的友情发展，使我终于能成为研究院光荣的一员，与新老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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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３日，作者带领我院口述出版史工作团队拜访原新闻出版署

署长宋木文同志 （左起冯建辉、 翟丽凤、 宋木文、 黄晓新、 庞元、 尚烨）

友们一道共事。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三十年来，在总局的领导下，

在各兄弟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经过几代人的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研究院各项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２０１０年 “所改院”以来，

不论是办公条件、科研经费，还是人才队伍、科研成果，都和往常不可同

日而语。我虽加入研究院迟晚，但因为交往和情缘，作为旁观者，也算是

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她三十年的艰辛历程和发展轨迹。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不能忘记研究院在初创时期那些艰苦难忘的

岁月，不能忘记那些为我们挑水栽树的前辈和先贤……

作为一个长期为研究院 “敲边鼓”的后来 “加入者”，我当惜福知命，

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和全体同仁一道，服务大局，用心敬业，脚踏实地，

建设 “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闻出版新型智库”，竭尽全力跑完属于我

们这代人的里程，书写研究院新的辉煌。



为总体组同事们画像

张　立

　　一晃３０年过去了，用两鬓飞霜已不足以形容岁月留

痕。头发花白，双眼微眯，逝者如斯，内心还真有一种

戚戚焉！

值此３０周年之际，诸多回味，杂陈在胸。留点什么

给这３０周年做纪念呢？就说说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

程总体组的这些年轻人吧！

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是写入国家 “十一五”

文化发展纲要的重大科技专项。２００７年６月，启动可行

性论证；２００９年３月，总署党组确定研究院 （所）为工

程总体组牵头单位；２０１０年２月，总体组在机械大厦租

用专门的办公场所，开始独立办公；６月，工程总体技

术方案和分包方案通过评审；２０１１年１—３月，在公开

申报基础上，总署重大办组织四次商务谈判，确定分包

承担单位和分包预算，总金额１９６亿元，参与单位２４

家，共有 １８个分包、２６个课题；２０１１年 ７月 ２５—２７

日，总署召开工程研发启动大会，工程研发工作正式开

始。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工程已陆续进入初验评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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