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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年伊始，在省、扬州市、高邮市等领导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市政协牵头负责编纂的《史话高邮》正
式公开出版。此举是市政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指示精
神，发挥文化资源传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作用具体展示，是市政协高度重视文史工作，助力
文化高邮建设的生动实践。首发式上，大家一致认为《史话高邮》史料翔实、考证严谨，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集
资料性、学术性、通俗性于一体，彰显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效。特选编与会领导嘉宾和文化人
士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高邮市政协深入学习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学习落实全国
和省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精神，

充分认识做好人民政协文史资
料工作的重要意义，牢牢把握新
方位、积极践行新使命，奋力展
现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样子。在
文史资料征编工作中突出“专”

“实”“新”的特点，集众人之智，
汇百家之长，编纂出版《史话高
邮》。成绩可喜可贺，效果可盼
可期！

我感到本书的编纂工作主
要有三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借
鉴：一是做到了精心组织。高邮

市政协把书香政协建设作为履
职尽责的重要抓手，持续走深走
实，在编史修志中聚共识、显担
当，搭建工作专班，安排办公地
点，保证工作经费，确保了编纂
工作持续有序开展。二是做到
了承上启下。对上世纪八十年
代以来编纂的《高邮文史资料》
进行系统整理、充实、完善，同时
充分吸收现有高邮各类文史资
料的精华集萃，精心编纂了《史
话高邮》。三是做到“史”“话”结

合。该书以“史”为内核，以“话”
为媒介，“史”“话”结合充分彰显
了文史资料独特的历史价值、文
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希望高邮把此书作为向外
宣传推介、对内传承发展的重要
文化名片，进一步凝聚共识、献
计出力，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
苏的壮丽篇章、加快现代化建设
作出新贡献。

省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主任 邵建东

我代表扬州市政协对《史话
高邮》新书正式公开出版表示衷
心的祝贺！高邮厚重璀璨的历
史文化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
值得我们倍加努力地去发掘、传
承和弘扬。多年来，高邮市政协
十分重视地方文史资料的发掘

整理工作，已陆续编辑出版《高
邮文史资料》26辑。《史话高邮》
的发行，进一步丰富了扬州文化
内容内涵，为扬州文旅名城建设
增添了新亮点。

希望高邮市政协能够以更
大力度、更实举措，担负起新的

文化使命，以史为鉴，存史资政，
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市，为中国式
现代化扬州新实践作出更大贡
献，把扬州这个“好地方”建设得
好上加好、越来越好！

扬州市政协党组成员 尤在晶

近年来，我们深入学
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把握
新时代文史工作的新特
点、新要求，将文史资料
征编工作与政协工作深

度融合，把《史话高邮》的
编纂出版作为政协一项
重要工作来抓。《史话高
邮》的编纂出版既是市政
协深入推进书香政协建
设的阶段性成果，更是助
力文化高邮建设的生动
体现。下一步，我们将各

位领导、专家的宝贵意见
转化为政协工作的具体
实践，持续推动优秀地方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建
设文化文明交相辉映的
现代化新高邮贡献政协
力量。

市政协主席 徐永宝

高邮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双遗产”，历史

遗存众多。高邮也是中国文

学之乡，多少文人墨客在此留

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

作。还有很多在外的高邮文

化名家怀着对故土的热爱，书

写高邮，出版了不下上百种有

关高邮的文化著作。这样的

文化底蕴，是历史留给高邮的

文化宝库。

高邮市政协已经编印了

《高邮地名史话》《高邮当代人

物》等文史资料，广受社会各

界好评。但是，迄今为止，还

没有一本系统讲述高邮“来龙

去脉”“前世今生”，全面介绍

高邮历史文化的综合性读本，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感

到文史资料工作大有可为、大

有作为，人民政协有责任、有

义务去承担这一重要使命，打

造一本能够全面反映我市历

史文化的精品书籍。

《史话高邮》是一个对既

有史料系统收集、梳理、挖掘、

考证和编著的过程。既注重

“史”的真实性、全面性、准确

性，又强调“话”的故事性、可

读性、趣味性。我们期望，该

书既吸引广大文史爱好者的

目光、引发同频共振，也唤起

在外的高邮人的记忆、留住乡

愁，更让不太了解高邮的人对

高邮产生兴趣，心驰神往。

《史话高邮》是首部全面

展示高邮历史文化的书籍,编

纂时间紧、涉及范围广、时间

跨度长，收集、整理、考证面广

量大，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和问题，但是秉持优良传统和

干就干成的政协人，肩扛使

命、孜孜以求。经过近两年的

艰辛努力，终于付梓成书。这

主要有三个得益于：一是得益

于领导高度重视。编著出版

《史话高邮》得到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书记、市长亲自担任本书总顾

问，并分别做出批示，有关部

门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了各项

保障。二是得益于强有力的

工作专班。主席亲自挂帅，全

体政协领导组成编委会，一名

分管主席主抓，聘请熟悉高邮

历史、具有较好文字功底、有

文化情怀的5名同志组成编

辑部，负责具体工作。三是得

益于优秀的出版部门。经过

公开比选、认真比对、严格甄

选，我们最终选择了有经验、

有担当的凤凰出版社。

特别荣幸的是，江苏省政

协原副主席王荣平先生欣然

题写序言，中国书法家协会主

席孙晓云女士倾情题写书名，

为本书增色不少，添重许多。

我们深知，我们的工作还有许

多不足，编纂过程中难免出现

失误和差错，敬请各位批评指

正。我们将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使命感，为时代立言、为

社会存史、为事业立鉴，努力

推进政协文史工作不断创新

发展。

市政协副主席、《史话高

邮》编辑部主编 孙禹文

作为《史话高邮》直接参

与者之一，心情十分激动，感

慨很多。2022年 4月份，市

政协领导提出编纂《史话高

邮》的设想，计划编纂一本系

统、全面介绍高邮历史文化

发展脉络、文化特色和价值

的读本，让读者一书在手，了

解高邮的前世今生。这个创

意和决策很有远见、很有魄

力，也很有新意。市政协邀

请老领导以及相关部门部分

老同志，召开专题座谈会，就

全书的框架、脉络等广泛听

取意见和建议，组建编纂委

员会和编辑部工作班子，具

体提出《史话高邮》的编纂宗

旨和总体要求。

《史话高邮》是一项较大

的文化工程。我们参阅了各

类古籍上百种，相关通志、专

志40种，与高邮历史文化相

关的近当代著作60余种，市

政协《高邮文史资料》1—26

辑，以及报刊上大量追述、研

究高邮历史文化的资料和论

文。我们在参考、借鉴的基

础上，力求有所拓展、有所突

破。特别是对以往高邮历史

文化中一些阙疑或有争议的

问题，发挥团队整体功能，进

行深入细致的探究、比较和

辨析，取得了较多新的成

果。我们明确由一人统稿，

使得全书各卷风格上尽管存

在细微差异，但总体上仍保

持了和谐一致。在统稿和校

对过程中，做到细心再细心、

反复再反复，尽最大努力将差

错率降到最低。

《史话高邮》编辑部执行

主编 许伟忠

《史话高邮》既有上下七千年

的纵深透视，又有经济社会的立

体呈现；既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客

观描述，又有社会民生的形象展

示；既有“史”的准确全面，又有

“话”的生动活泼。这本凝聚着高

邮地方学者文化情怀的学术著

作，力图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为指导，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喜

闻乐见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个

有品有料有趣的高邮史。

看了王荣平先生的序言，以

及前面的几个章节，就被其独特

的风格吸引了，说历史不正襟危

坐，力求明白如话；讲故事不戏说

瞎说，凡事持之有据。细读此书，

深感学术大众化有路可走，有样

可树。书中倾注了高邮文史学者

弘扬传承地方文化的赤子之心，

寄托了高邮儿女守正创新加快发

展的雄心壮志，表达了高邮人民

建设美好家园的矢志不移。《史话

高邮》无疑是以史资政的好参考，

乡土教育的活教材，对外交流的

新名片。

扬州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

部长 李广春

近年来，高邮市委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支持市政协履职尽
责，在推动文化创新创造
上探索新经验、展现新作
为。此次新书正式出版

发行是市政协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主动作为、履
职尽责的生动实践，为增
强地方文化自信，展示高
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独特魅力贡献了智慧和
力量。《史话高邮》系统梳
理高邮历史文脉、全面展

示高邮历史风貌，在编纂
中突出精品意识，精选精
编最具有历史价值的史
料，充分彰显文史资料

“存史、资政、团结、育人”
的作用。

市委副书记 郑志明

高邮市政协组织实施了《史

话高邮》编纂工作，以梳理高邮历

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联系，总结

高邮文化发展规律，再现高邮历

史上的文化高地，为当代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高邮文化提供

滋养、夯实根基、探明趋势、勾画

蓝图。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

价值的事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特别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史话高邮》的编纂出版，有助

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精髓及其多样性，增进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有助于我们深刻把

握高邮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

“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增进

文化认同，激发爱家乡建家乡的

浓厚情怀；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

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充分

运用高邮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源，

推进文化强市建设。

省社科联原副主席 徐之顺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

到金”。《史话高邮》终以理想的面貌

问世，这不仅是编纂者们精心策划

和艰苦付出的成果，更是古城高邮

深厚绚烂历史文化的结晶。全书图

文并茂，雅俗共赏,分十卷，全面而

翔实地介绍和展现了高邮历史文化

发展的脉络，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高

邮通史。本次与高邮市政协合作的

《史话高邮》，不仅与凤凰出版社近

四十年的选题思路相契合，也为更进一步赓续高邮千年昌盛之文脉、

提升高邮历史文化名城助力添彩。 江苏凤凰出版社副社长 张远帆

《史话高邮》是一本有“高邮

传”性质的文史图书。此书的出版

是为城市文化起底，展示“喜业儒”

城市家风的善举。既能让我们及

后人看到高邮前世今生的时光，也

能在文史资料中找到推动文化建

设的办法，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凝聚

一种崇文习作的珍贵情绪，这对于

历史、当下以及未来都将是一种美

好的交代。

市社科联主席 周荣池

《史话高邮》的出版是一个链

条化的系统工程，来不得半点取

巧。作为一名美术编辑，特别要

说的是，此套书的设计力求稳中

有新，做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

合。封面以俯视的高邮地理面貌

——一湖二河三堤为主图形，并

作专色处理，而封面的水纹火印

压凹，书名的烫白处理及英文书

名的哑金烫压均为凸显高邮的历史文化与创新高邮的气质特

征。此书一套三册，封面水的色彩作了从绿至蓝的三色变化，可

以解读为变迁发展之意。

江苏凤凰出版社美术编辑室编审 姜嵩

《史话高邮》在高邮文化发

展史上是里程碑式的工程，给

高邮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增添了份量。该书是了解、治

理、建设、发展高邮的重要史

据，在史料性、人文性、审美

性、趣味性、创新性等方面给

人启迪。《史话高邮》识古今之

风云，展时代之风采，必将发

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

作用，让人们增强文化自信，以实际行动奋力书写高邮新的

历史、新的篇章！ 《史话高邮》顾问、文化学者 朱延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