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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尤开元 

蒋曙晨 

    2002年2月1日，北京举行了第七届中国韬奋出版奖颁奖大会，人民出版社编审尤开元

同志荣获这一届中国韬奋出版奖。 

    尤开元1927年11月7日出生于安徽蚌埠。1945年1月，考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庆新知

书店，开始从事革命出版工作。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他到武汉联营书店（三联书

店）工作，继而到上海新知书店和上海时代出版社工作。因书店出售进步书刊，他被国民

党政府两次逮捕，经过党组织营救而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上海调来北京，任出版总署翻译局翻译组组长。他努力学习马列

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报刊，一直争取入党，终于在1950年8月如愿以偿，光荣地参加了中

国共产党。 

    1952年初，尤开元作为中国专家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从事编辑出版和翻译

工作，并兼做专家组党的工作。1953年定为一级翻译。在此期间就读莫斯科大学马列主义

专业，1958年学习期满，以优异成绩毕业。他在学习期间，担任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书记。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访苏时，于17日接见中国留苏学生。他作为中国留学生的党组织

负责人，在毛主席接见前和接见时，都做了大量联系、组织工作。接见时，他在会场前排

落座，很清楚地聆听了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 

    尤开元从事编辑出版和翻译工作已50多年，是一位集编辑、出版和翻译于一身的资深

专家，为党和国家的出版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0年，尤开元在苏联工作期满回国，即调入人民出版社马列编辑室工作，先后任翻

译组组长、编辑室主任，主要负责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辑、翻译工作。他审读了中央编译局

编译的《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等6本书和《列宁选集》（1～4卷）等重要译著。经他编

辑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有关研究著作约百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一版50卷中的后1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注释选编》、《马列著作编译资料》（18

册）、《马列主义研究资料》（40册）、《马克思家书集》、《恩格斯家书集》、《列宁

年谱》（1～4）、《列宁回忆录》等。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于1963年出齐，在我国曾起了很大作用。尤开元发现它是依

据《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翻译出版的，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的很多著作没有收入，且译文

质量较差，参考资料也不足，于是多次向中央编译局领导建议，应由我们自己编译一部文

献全、译文准、资料丰富的新版《列宁全集》。1982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编译局

转报的我国自行编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计划。尤开元闻讯后非常兴奋，对这一宏

伟的出版工程倾注了极大心血，终于完成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组织、编辑、复审

等繁重任务。这一新版《列宁全集》共60卷，比第一版增加了21卷，总篇幅增加60%，共

3   000多万字。由于他的突出贡献，受到中央编译局和领导机关的多次好评。 

    在出好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有关研究著作的同时，尤开元还策划出版了大量既有社会

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图书，其中有《列宁回忆录》和《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举世悼

念周恩来总理》，以及由英文译成中文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和《基辛格》等。《基辛

格》一书中有大量美国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资料，外交部和有关外事部门都说，这些

书“帮了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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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开元还自译了许多马列著作。他在苏联工作期间，就自译和合译出版了中译本马列

著作20多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合译）、列宁的《一九零五年的报

告》（自译）、《反对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庸俗化》（自译）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

主义经济问题》（合译）。由于他翻译出版马列著作的显著成绩，出版总署、莫斯科外文

出版局曾多次予以表扬，并授予“优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尤开元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他自译和参加翻译的书有《马克思恩格斯传》、《马

克思恩格斯文选》、《马克思主义史》、《苏联通史》等，受到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的

欢迎。同时还把《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在苏联和东欧影响甚大。 

    尤开元很注意对青年编辑和出版工作人员的培养、帮助。他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外，还

要求老同志帮助新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编辑室的青年同志，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合格的编辑出

版人才。经他培养、帮助的青年编辑，有些同志现已成为出版社的骨干力量。 

    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号召机关处级以上干部集中学习马列著作。这年3～8月，在

中央党校国家出版局分校学习期间，尤开元被指定为辅导员，为学员讲授《资本论》、

《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大家说：过去很难学懂

的理论问题，经过半年听课都弄清楚了。党校领导也表示非常满意。 

    1986年，他应邀到南开大学中文系编辑专业授课，讲了《如何才能做好编辑工作》，

受到欢迎，讲稿后来收入《编辑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他还为民族出版社的编辑讲授

了《翻译书籍的编辑加工工作》，也受到好评。 

    1987年，尤开元光荣离休，可是他不愿在家休息，应人民出版社返聘，继续从事马列

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还身兼培养年轻编辑的任务。1994年，他接(下转70页)(上接71页)

任人民出版社所属东方出版服务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编辑出版了许多受读者欢迎的政治

理论、文化科学、文学艺术图书。 

    由于尤开元同志一贯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地认真工作，努力学习，1992年荣获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再获中央组织部颁发的“全国离退休老干部先进个人奖”，并多次

被人民出版社、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次他又获得第七届韬奋出版奖。同志

们都对他表示祝贺，向他学习！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        

 (ID:349) 

【您是第位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