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尺寸教材，国之大者
40年来，苏教社始终坚持传承文明、弘扬文化、深

耕教育、播种未来的宗旨，不断探索创新，出版了一大
批具有深远影响的优秀图书和教材，为中国的文化教
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上世纪90年代出版省级教材，到本世纪初启动
课标教材的编写与推广，苏教社的教材建设始终紧跟
教育改革的步伐，不断创新完善。苏教版国家课程教
材在全国29个省份的2000多个地区使用，每年使用
人数4000多万。9种教材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尺寸教材，国之大者。”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文科
资深教授丁帆回忆新世纪初编写苏教版高中语文教
材的经历，当时，教材编写组聚集了两拨人才：一拨是
江苏顶尖中学的一线权威教师，另一拨是南大中文系
相关专业的教授。“我参加过无数次全国性的教材编
写，也主持过许多大学教材的编写，却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较真、如此严谨地对待教材编写的拼搏队伍。我
想，除了精诚团结外，更重要的是，大家是把它作为一
件教育史上的大事来做的，是把人性中的真善美植入
教材理念中，试图在中国青少年世界观形成的最关键
时刻，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弥补其他人文学科
所不能企及的教育作用。”丁帆说。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锡中教育集团总校
长唐江澎也是教材编写组核心成员之一。“几年编下
来，才真正领教了编写教材的艰难。每一句话都要经
得起上百万人的推敲，不可不慎。回想起来，每一个
选文，从众里寻他千百度，到字斟句酌细研磨，从导语
到题目，从注释到插图，都可以讲出长长的故事。”

40年来，苏教人对知识的尊重、对文化的坚守、对
教育的执着，体现在每一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体
现在每一次与作者的沟通交流中。

说起三十多年来与苏教人相处的往事，特级教师
王栋生历历在目。接触最多的编辑是吴宁，“其人重
诺守信，勇于负责，从不纠缠，遇到困难，通个电话就
能解决。如合作遭遇不测，他会负疚地说‘我欠老兄
一笔债’，而如责任在作者一方，他则会大度地一挥
手，说‘后面还有机会’。”和余立新相处时间最长，“无
论顺逆，他总是非常真诚。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辛
苦奔波，都有些心疼。有时大家感到一些事难办，不
愿折腾，但是为了余立新的面子，我们承担了，主要不
想让他受太多的委屈。”

“苏教社这个名字，镌刻在万千读者心中，它是江
苏乃至全国出版界的一颗璀璨明珠。”江苏凤凰教育
出版社社长樊明感慨万千，“回望过去的40年，苏教
社的发展历程是一部生动的奋斗史，从最初的萌芽，
到如今的枝繁叶茂，每一步都凝聚着苏教人对教育事
业的真挚情感和对文化事业的执着追求。”

著者编者，共创奇迹
《草房子》《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

手》……四十年来，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原创
精品生产领域深耕细作，不断推出名家精品，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读者。

“和苏少社结缘的四十年来，我们始终风雨同舟，
不离不弃。”曹文轩表示。《草房子》《青铜葵花》《山羊
不吃天堂草》《红瓦黑瓦》《根鸟》《樱桃小庄》……四十
年间，一部部代表作问世，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出版
政府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等重要奖项，为苏少社创下单本年发行量突破100
万册、年度总发货码洋突破 1 亿元的出版奇迹。

而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最主要的几个文本，在曹文
轩看来，都是因为苏少社输出了英文版权。《青铜葵
花》在美国上市的时候，一举入列《华尔街日报》《纽约
时报》《出版者》三大主流媒体排行榜。“凤凰于我，恩
重如山，即便远足千里，依然听得锵锵和鸣，此天地之
大音，我当是召唤，亦当是鞭策之声。”曹文轩为凤凰
手书寄语，情深义重。

从1975年算起，黄蓓佳与凤凰的合作已延续了将
近五十载。1996年，女儿面临“小升初”，这让黄蓓佳
对教育问题和孩子成长话题有了诸多感慨，长篇小说
《我要做好孩子》应运而生，赢得了很多大奖，至今仍
被各地列为学校阅读课的必读书目。此后，《今天我
是升旗手》、“5个 8岁”系列长篇小说、《亲亲我的妈
妈》《你是我的宝贝》《艾晚的水仙球》《余宝的世界》等

作品陆续出炉。迄今黄蓓佳所有的儿童长篇小说都
在苏少社首发。她说，与苏少社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
的亲近，她们之间彼此熟悉，彼此了解。

40年来，苏少社已经成长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出
版重镇，拥有强大的作者资源，与许多优秀的作家、画
家相伴；同时，苏少社还通过承办“曹文轩儿童文学
奖”培养新人、挖掘优秀作品，通过承办“东方娃娃”原
创绘本大赛主题作品奖，为主题出版积累优秀素材。

此外，在教育出版方面，苏少社专注少儿艺术类
课程建设，出版新课标《艺术》教材；在期刊出版方面，
《少年文艺》《儿童故事画报》《东方娃娃》《七彩语文》
《兴趣阅读》《凤凰动漫》《我爱学》等少儿期刊享誉全
国；在外向型出版和融合出版方面，实现非华语海外
输出近800种，如“童心战‘疫’·大眼睛暖心绘本”系
列输出19国版权，主题读物“童心向党·百年辉煌”输
出6国版权，“小凤凰FM”入选国家十四五出版规划，
入选2024年度出版融合发展数字出版优质平台。

苏美书美，和鸣锵锵
1984年建社之初，苏美社鲜明地提出了“不赶时

髦、立足创新”的方针，从全民族文化积累和汇集人类
优秀成果的角度去填补空白。

他们将出版难度最大、资料很难搜集而国内又十
分急需的原始美术、民间美术、现代美术作为自己创
业的出版框架。为此，社里组织人员几上敦煌鸣沙
山，足迹遍布云、贵、川村寨边陲，踏勘出版资源，将那
些鲜为人知、浸润着民族智慧的美术遗产列入出版选
题，《敦煌》《敦煌石窟艺术》《老房子》等几十种重点图
书，成了一个个开拓奋进的闪光路标。

“我们出的书要在后人的书架上拿不下来，要在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一页。”1988年前后，国内出版
业滑坡，陷入低谷，但美术社没有将那些投入大、资金
回笼周期长的重点图书缓一缓，而是加快重点图书的
出版。其中最具远见的是，筹措1000万资金投入大
型重点工程《敦煌石窟艺术》系列面册的出版。为了
记录敦煌艺术的奇丽、辉煌，美术社派出编辑携带摄
像机去到现场，编织构思，最后选定借鉴电影蒙太奇
手法进行拍摄。

《老房子》是一套关于中国民居的摄影画集，出版
这套书的目的是期望把民族历史、传统审美习惯、地
方文化格局和民间习俗的艺术剪影留给后人。为了
编好这套书，美术社组织摄影师到皖南、晋北、闽西、
川东等偏僻山乡拍摄资料，抓拍那些还未拆毁的“老
房子”。这套书出版后，在香港书展上引起轰动，许多
老侨胞和港澳同胞看到自己熟悉的故乡老房子，激动
得老泪纵横。

1996年推出的《老城市》系列反响很好，更引发了
全国范围内老字号系列丛书的风靡。该套丛书成功
的关键在于强大的作家阵容和创新的编辑体例，邀请
了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参与，广泛收集尘封已
久的档案馆，民间收藏者的老服片，照片所定格的历
史瞬间与作家的文本叙述互为衬托，从不同的角度对
老城市进行诠释，成功地将读者带进有趣而又有人文
气息的领域，突破了严肃的史志模式叙述。

苏美社原社长顾华明谈到这套书的创意灵感，
“也许主要来自罗兰·巴特的开放式、流动的、无定向
性的文本叙述方式。记得在法国看过一件当代艺术
作品，把编好的情节故事分别写在扑克牌上，现众可
以任意参与洗牌后再来阅读，故事居然首尾相连，跌

宕起伏。绝无雷同，这对我的阅读经验刺激很大。”
《老城市》系列中的经典《老南京·旧影秦淮》，提供了

三百多张南京老照片，由作家叶兆言著文。30年过去，
当我们再次翻阅这本书，会觉得许多图像既真实又陌生，
不管真实或者陌生，都成了南京魅力的一部分。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的书论著作《书法有
法》在苏美社出版，成为该社书法类畅销书，二十余年
来几经再版，畅销海内外。

建社40年来，苏美社致力于用最美的书来推动大
众图书的艺术化销售。近年来，出版社与孙晓云合作
推出“中华国学德育经典系列”、《中国赋》等重点主题
书写系列、《三字经》《百家姓》等书法临本系列近20
种图书，与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合作推出《说戏》《素
昆》《念白》《铭记》等，让“苏美书美”越发深入人心。

文道承传，薪火相继
198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更名为凤凰出

版社）成立。建社之初，确立了建成一个能较好地完
成古籍整理及文史学术出版的专业出版社的定位。

在1985年的香港书展上，年仅一岁的江苏古籍出
版社一举成名。它出版的《康有为〈大同书〉手稿》成
为唯一被精心用有机玻璃罩密封的一部珍贵典籍。
那部书只印了500部，每部价值900元，选用高级宣纸
珂罗版精印。康有为《大同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
重要文献，一分为二存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
为了使南北合璧，社里多次派人南北会商，不惜投资
25万元之巨、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赶在书展之
前面世。

建社四十年来，凤凰出版社立足江苏，面向全国，
谋划精品，始终不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
始终坚持古籍专业出版的方向和定位，业已成为全国
古籍出版和文史学术出版的重镇。

出版社充分挖掘和利用江苏地方出版资源，在丰
富的江苏文化历史遗存中，最先规划出版了一批既具
有鲜明江苏特色，又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
位与价值的文集全集，其中尤以“江苏地方学人文集”
为重点。这一系列遴选江苏历史上的学术大家，系统
搜集与整理了一大批江苏学人文集，如《金圣叹全集》
《袁枚全集》《范仲淹全集》《嘉定钱大昕全集》等。乃
至在当代学人文集方面，也有如《韩儒林文集》《洪诚
文集》《周勋初文集》《卞孝萱文集》《任中敏文集》《莫
砺锋文集》以及《程千帆全集》等陆续问世。

出版社聚焦江苏学界的一批知名学者及出版资
源，推出了一批江苏境内学人与学术机构的重要成
果。《清诗纪事》由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主编，该书是
出版社成立之初出版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古籍
整理著作，曾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4）。
2006年出版的《册府元龟（校订本）》，由南京大学周
勋初教授主持完成，次年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18）的《李太白全集校
注》，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郁贤皓教授积数十年精
力而成的心血之作。

为全面梳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提炼江苏历
史文化精神，传承发扬江苏地域文化，由江苏省委、省
政府直接领导，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的“江苏文脉整
理研究与传播工程”于2016年正式启动，计划用10年
时间编纂出版《江苏文库》3000册。截至目前，凤凰社
承担的书目编、文献编、精华编、史料编、方志编已出
版120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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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四十年，与我们走过的岁月

江苏自古英才荟萃，斯文鼎盛。思想文化
艺术上的深厚积淀，为江苏出版业的蓬勃发展
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1984年，为顺应改革要求，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前身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教育、少儿、文史、美术
编辑室，分别组建教育、少儿、古籍、美术四个专
业出版社。2024年，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江苏
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凤
凰出版社同庆建社40周年。第五届凤凰作者年
会现场，特别举办了四社建社四十周年庆典。

四十年来，四社立足各自专长的领域，不断
推出精品佳作，以一本本好书，丰富和滋养着我
们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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