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数字化成为全球
传媒必然走向的当下，
当网络在线阅读呈燎原
之势、亚马逊自助出版
试验成功、电子阅读器
及电子书大潮正汹涌而
来……面临今天出版业
的种种变革，“我们还需

要编辑吗”——是时代给出版业画的一个
巨大的问号。

事实上，在我27年的编辑生涯中，这
样的追问并不陌生。出版的每个层面一直
在改变，今天的书籍无论是购买版权、编
辑、排版、印刷，还是发行的方式都与三十
年前大相径庭，甚至连撰写的方式也在改
变。然而，在这过程中，“编辑”的在场性不
仅未见减弱，反而越加突显。今天的编辑，
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策划、选稿、审
稿、改稿、校稿、营销、谈判、广告、数字出
版、版权引进与输出、新闻发布和学术研讨
会等等，编辑都必须负起责任，如同全职保
姆，孕育一本书，从无到有，从萌发到成长。

“编辑人的许多特质是无法被取代的，
例如个人的品位、辨别能力、情绪反应、做
事的条理、决断力、投入的热情……没有任
何人或物能取代编辑的地位。”作者无法取
而代之，因为他们是局内人；电脑也不能取
而代之，因为它们没有感情。这便是这本
《编辑人的世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
9月版）提出的重要论点。

作为美国40年来最权威的编辑业务
教科书，也是美国作家公认的写作最佳指

南，汇聚了30多位美国当代优秀编辑的真
知灼见，《编辑人的世界》在多年以前就为
编辑的角色与工作找准了定义——编辑的
工作永不过时，只有创造有价值的内容，给
读者带来最好的体验，给读者一个掏钱买
书的理由，才能有效应对大量免费内容带
来的挑战。只有经过精心策划与撰写，才
能以创意赢得更多读者的青睐。未来的纸
质图书，必须凭借诸多用心与创意，除了馈
赠读者以阅读享受，还需要成为收藏或礼
物，以突显传统出版的优势。

在文化价值与商业效益的诉求之中，
回归内容本身，发掘文本价值依然是出版
业最核心的工作。编辑的品位、编辑操守
和奉献精神等重要特质永远需要保持。

舒斯特在1962年《给有志于编辑工作
者的一封公开信》中所说：“编辑不应该只
是一个能充实人生的行业，同时编辑本身
也是一种人文教育，你因此有机会和当代
最有创造力的一群人共事，你等于在修一
门你愿意付费的终身学习课程，不同的是，
你修课的时候不但领薪水，而且还可以在
知识和心灵上得到无法衡量的满足。”

为此，我选择了以出版为终生职业，在
商业大潮下始终怀揣文学梦想，在浮躁的
年代坚守着一方人文净土。而这本自
1962年问世以来经典不衰的《编辑人的世
界》，总让我手不释卷，每隔一段时间重读
都有新的感悟。编辑需要一读此书，世界
仍需要编辑——因为“没有任何人或物能
取代编辑的地位”。（作者系花城出版社社
长）

未来的纸质图书，必须凭借诸多用心与创意，除了馈赠读者以阅读享受，还需要
成为收藏或礼物，以突显传统出版的优势。

没有任何人或物能取代编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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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客与书

妖股何以在沪深股市生生不息
股民们通常把那些走势奇特、怪异的股票称为“妖股”。它们的走势往往与大盘相悖，完全不符合

基本的技术分析规律，不合常理，让人难以琢磨——明明基本面并不怎么样，股价却连连爆出涨停。
当年第一个冲上百元大关的“亿安科技”，所谓德隆系三驾马车“合金股份”、“湘火炬”、“新疆屯河”等，
都是沪深股市历史上著名的妖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妖股的涨跌停板曾寄托了一些利益集团的

“爱恨情仇”，更埋葬了不少投资者的眼泪与梦想。

在《与妖股共舞》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贺显南以“一位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了对妖股
乱象的冷眼思考：“妖股只是一种表现和载体，承载着投资市场非常复杂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是投
资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

妖股，说复杂，犹如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说简单，又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在贺教授看
来，尽力回避暴跌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踩准节拍与妖股共舞”。当然，与妖股共舞，需要具备敢于挥
手一搏的大勇气、敢于承受风险的大担当，更要具备驾驭投资规律的大智慧，以此洞察妖股的完整生
长周期，把握其产生、成长、演变和衰竭的蛛丝马迹，力求未雨绸缪，进退自如。

《与妖股共舞》贺显南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年5月版/30.00元

○编客：浩 淼/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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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加工的过程却并不轻松，因为时
不时会遇到所谓比较别扭的翻译，有的句
子的翻译比较“欧化”——几乎就是按照英
文句子的字面的一对一翻译过来似的，每
每遇到这样的翻译也会费些心思去琢磨怎
么把这个句子修改修改，好让那些别扭的
中文句子跟更通俗化，更像咱们中国人平
常说的话，以方便词典使用者，合乎使用者
的“口味”。但真要是自己将这样的句子

“再精细地加工翻译”一遍的话，其实也是
很有难度的，如果就轻易地放过那些“别
扭”的翻译实在又不“忍心”，只能是面对挑
战去修修改改了。

笔者列出几个这样的句子，仅从编辑
加工维度，并非从深奥的翻译理论翻译美
学等高深的角度，与广大读者共同探讨。

As a jazz performer she is
astounding, capable of expressing a
broad range of feeling and expression.
作为一名爵士乐表演者，她能够令人惊奇
地表达丰富多样的各种情感。

在 这 个 句 子 中 ，译 者 将 英 文 的“a
broad range of”翻译成“丰富多样的各种
……”，我个人以为，“丰富多样的”其实已
经表达出“a broad range of”的意思来了，
再加上“各种”的话，稍微有点重复的意思，
所以，个人以为，去掉翻译中“各种”也未尝
不可吧。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the paper
means it is unlikely to report the affair in
a balanced way. 这家报纸的政治立场意味
着它不大可能以持平态度报道这一事件。

在 这 个 句 子 中 ，译 者 把“in a
balanced way”译成“以持平态度”，但是似
乎我们在平时的说话中或口语表达中，可
能更倾向于说“不偏不向、以中立的态度”
吧。

Paradoxically, it is the parents who
try to protect their children most who can
make them unable to cope with risky
situations on their own. 十分矛盾的是，
家长越是保护孩子，孩子越是不能独立处
理危机。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危
机”：（1）指危险的根由：如：危机四伏 （2）
严重困难的关头：如：经济危机，人才危机。

从常理上讲，“家长越是保护孩子，孩
子越是不能独立处理危机”、家长为孩子做
得越多，孩子越是没有独立的能力是肯定
无疑的，而根据词典对“危机”的定义，“危
机”是很大的事情啊，一个成年人能“独立
处理好危机”都很不容易，作为未成年的孩
子要“处理危机”谈何容易？可见“危机”在

这里出现有点“大材小
用”了！

He left his family
well-provided for. 他 留
给家人足够的钱生活。

其实这个句子中的
“……足够的钱生活”是
不是简单地用个“生活费”就可以了？感觉
译者好像有点太拘泥于“well-provided
for”这个短语了，所以把它们一对一的翻译
过来，这样的汉语句子反而会造成很别扭
的译文。

The story gives a sensitive account
of Paul’s innocent yearning for love and
affection. 这个故事深切描述了保罗对爱与
温情纯真的渴望。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深切”
指：（1）深挚而亲切：如深切的关怀，深切的
怀念 （2）深刻而切实：如深切地了解。

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
将 sensitive 释义为“able to understand
art, music, and literature and to express
yourself through them”

可见作者是想要用“深切”一词来表述
英文单词“sensitive”的意思，但是，严格意
义上的对应sensitive的汉语词语实际上是
没有的，所以此处应该是意译了。具体用
什么词语来对应sensitive，那就是见仁见
智，没有绝对的答案了。

She fell and busted her knee. 她掉了
下来，摔断了膝盖。

bust是有“摔断、折断”的意思，但是从
逻辑上讲，“膝盖”只是不到巴掌大的一块
儿，要讲“摔断”好像不太合适，我们一般会
说“摔断了胳膊”、“摔断了腿”，但是要说

“摔断了膝盖”似乎还真是听起来别别扭扭
的，所以，如果此处用“摔碎了膝盖”应该就
比较合乎人们说话的习惯了。

The hill was very steep and they
were all gasping by the time they got to
the top. 那座山丘非常陡峭，他们到达山顶
时，都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丘”
指：小土山，土堆。所以“小土山、土堆”应
该是大不到什么程度，也高不了多少，也就
不会“非常陡峭”吧？能够得上“非常陡峭”
的最起码也得是座大山吧？所以说，在这
个句子里，英文的hill无论如何也不能翻译
成“山丘”吧。

The whale sent one final spurt into
the air and disappeared. 鲸把最后一柱水
喷向空中，然后沉没了。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的释

义，“沉没”是“没入水中”，所给出的例证
有：战舰触礁沉没；落日沉没在远山后面。

再者说了，鲸鱼本来就是在水中生活
的，最多也就是浮在水面或者在深水处游
曳 之 差 别 了 ，所 以 将 英 文 句 子 中 的
disappeared翻译成“沉没”是否有点不妥当
呢？

在编辑加工双语词典时，对类似上述
各种翻译的句子时，编辑要格外留意，有时
候要费点心思把那些“别扭”的句子修改修
改，让它们更合乎我们的表达和表达习惯，
让它们能够比较“尽善尽美”地展示给读
者。（作者系商务印书馆英语室编辑）

有时候要费点心思把那些“别扭”的句子修改修改，让它们更合乎我们的
表达和表达习惯，让它们能够比较“尽善尽美”地展示给读者。

当编辑加工遇上“别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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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潘启雯
电话：88817691—2322

E-mail：qiwen201010@163.com
排版：姚志英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
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
是绿肥红瘦！”2011年冬日的一个午后，好
友、知名畅销书作家蔡真妮博客上以“绿肥
红瘦”为题的博文，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
点击阅读，方知是连载的情感小说。细细
品来，一如绿肥红瘦般令人扼腕动容。

真妮从李清照的词中选了“绿肥红瘦”
这四个字当书名，暗喻了小说中两位女主
人公命运交织纠葛的状态，秋棠（红）因为
老公出轨而伤心痛苦食不下咽，最后消瘦
如风中残叶，叶霓（绿）因为身份不能转正，
烦躁郁闷而暴饮暴食造成肥胖不堪。在一
个男人的身前身后，两个女人一个瘦一个
胖，哪一个都没有得到平和与幸福。

问起真妮创作的初衷，她告诉我，因为
写了不少情感故事，长期以来，许多网友纷
纷写信向她咨询有关婚恋方面的困惑，而
屡屡提及的问题是“老公有了外遇我该怎
么办？”这些网友的故事激发了真妮把它们
糅合在一起写成小说的愿望，以小说的方
式向大家展现婚外情带给每一个人的伤害
和深远影响，同时告诫身陷痛苦中的女性
朋友，离婚不是末日，离了婚的女人一样可
以自立自强，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而插
足他人婚姻的年轻女子在得到了自己想要
的名分地位之后，并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
无忧，生活中要面临的挑战比比皆是。

婚外情伤不起，可生活的变故往往使
一些人陷入婚变的痛苦。幸福是每一个步
入婚姻殿堂的人最美好的愿望，若能为追
求婚姻幸福的人们在精神上提供些许的帮
助，是何等善举。于是我和真妮约定，让这
部《绿肥红瘦》成书出版，让更多困惑的人
们通过阅读和反思找到心的出路。

这部小说从真妮网上连载到修改，再
到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其间还发生了不
少趣事。

很多真妮的故交在网上看到连载的小
说，以为真妮写的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因
为真妮的先生从事的职业和经历与小说男
主人公浦诚忠十分相似，也是在学校里做
医学研究，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痛苦挣扎让
他们误以为是真妮自己的情感抒发。于
是，在小说连载期间，朋友们纷纷打去电
话，极其委婉地询问真妮的“家庭近况”，令
真妮既深受感动又哭笑不得。事实上，真
妮只是借用了自己生活中熟悉的一些元素
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她自己可是一个乐
观开朗的幸福女人，家庭和睦，还养育着三
个令人羡慕的儿女。

因为网上连载时，故事一直没有给出
结局，在网上看过连载的朋友们都非常关
心，不断追问真妮，故事的结局究竟如何。
还有人给真妮出谋划策，编导他们各自希
望的结局。多数人的心愿都是希望男主人
公和第三者不得善终。这也从一个方面反
映了中国女性对背叛婚姻的男人和插足他
人婚姻的女人普遍持有的态度。

真妮从2012年元月开始修改《绿肥红
瘦》。一天她发邮件告诉我，因为太过投
入，在图书馆里改着改着自己都忍不住哭
了起来。当时，坐在她对面的人甚感诧异，

不知真妮因为何故，向她
投以关切的目光。这时
真妮才反应过来，赶紧跑
到卫生间擦干了眼泪再
出来。俗话说，感动自己
方能感动他人，这也是写作的佳境啊。我
和大家一样，都期待着真妮交给我们一个
动人的故事。

依稀记得，收到真妮交来终稿之时，北
师大的校园里，绿意正浓，花开正艳。

不得不说，品读真妮的文字是一种享
受，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生动感人、发
人深省。也难怪故事在网上连载时得到诸
多网友给予的高度评价，细想来，真妮的话
是说到了读者的心里。初读文字，我理解
真妮小说中的人物设计，“红”指原配，“绿”
指第三者。但合卷之后，心头又产生了“第
二感觉”，红和绿这个关系在转化。原配由
自强自立而获得新生，第三者因为道路越
走越难而陷入迷茫困境。绿和红不仅仅是
特指某个人，而是一种状态，一种身心状
态。真妮姐听了，连说我的“第二感觉”很
棒，使小说原来的意境得到了升华，是很好
的思路。我不禁莞尔。

如今，真妮的这部小说终于和读者见面
了。借用真妮的一句话：谨将此书献给追求
婚姻幸福的朋友们。记住，路就在你的脚
下。（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初读文字，我理解真妮小说中的人物设计，“红”指原配，“绿”指第三
者。但合卷之后，心头又产生了“第二感觉”，红和绿这个关系在转化。

我的“第二感觉”赢得作者称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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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桂冠女诗人、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斯
卡的名作《一见钟情》里
有这样的诗句：当他们得
知，命运已经/如此长时间
的与他们嬉戏/他们该是
多么惊异！

也许在辛波斯卡眼里，一见钟情的缘
分，并不只是那一刹那的相逢，更需要命运
的默然安排，将种种可能性在漫长的岁月
里垒成炉碳，等待最后一刻的火花。对于
编辑和作者来说，这无疑是最常见的状态，
双方都在文字的山海间游荡，彼此有过数
不清的错过，背影屡屡重叠，直到互相面对
的那一刻，才发现这次相见来得如此迟缓。

也许，与一见钟情相伴的，永远是相见
恨晚。我与《搜索》作者文雨的缘分，要上
溯到2007年，虽然那时我们还并不相识。

那时文雨刚开始进行小说创作不久，
跟许多由网络进入文学领域的女孩子一
样，文雨早期选择的平台是晋江文学网；但
与那些女孩子不同的是，文雨没有去涉足
题材轻松写作也轻便的穿越小说或都市言
情，而是走了最人迹罕至的一条路：现实主
义，并把视角落在网民的生存状态上，正是
这种视角，翻开了《搜索》的第一页。

当文雨在电脑前冷静地刻画网络人性
时，我正在武汉最炎热的时节，在人流汹涌
的武昌火车站与一个女孩道别。她是我曾
经的同事，刚从我那时所在的单位辞职，下
一站是晋江文学网。这个叫胡雅吉力的西北
女孩儿，性情豪爽大气不输西北男人。胡
雅吉力喜欢养猫，她从异地去到武汉时，便带
着一只大白猫出现在我们面前，当她离去
时，许多行李被“无情”遗弃，只对那头圆滚
滚的白猫不离不弃，无论如何要将它带
走。因为托运检疫的问题，着实产生了一
些麻烦。

如此性情温柔的女孩，却终将成就一
部网络文学史上最冷峻的作品。当然，胡
雅吉力那时并不知道她将创造一桩网络文学
界的历史性事件。胡雅吉力不久后成为文雨
在晋江的责任编辑，成为文雨笔下“最诚挚
的朋友”。在胡雅吉力数以千计的作者群中，
她独独选中了文雨这个并不能给网站带来
很高PV的作者，作为最重要的伙伴。我想，
这大概与胡雅吉力身上西北人特有的性格有
关，她或许在漫天柔腻绮丽的文字里已经
疲惫和厌倦，而无可避免地被文雨清冷峻

峭的文风所吸引。哪怕，只有她一个人被
吸引。

2010年，已经成为晋江文学网重要编
辑之一的胡雅吉力，以极大的决心和热情，将
大改过一次、更名为《网逝》的《请你原谅
我》，推送给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会。很多人
以为这件事背后，有着某大公司的幕后推
动，但胡雅吉力和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这只是
一次大胆的赌博。唯一的筹码，是相信热
爱文学的人们，没有放弃现实主义作品；相
信鲁奖的众多评委，不会介意网上网下的
分野，不会死守一个所谓的主流文坛。结
果是令人惊喜的，文雨的作品进了鲁迅文
学奖的决选，这是迄今为止网络小说第一
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中国主流文学界的
大奖终评。

我向老同事表达了祝贺之情，也表达
了想成为这部作品实体书编辑的意愿。也
许我是最早表达这种意愿的编辑之一，但
也仅是之一。在蜂拥而至的编辑群体里，
我和我所在的团队，并不是最具竞争力的
一个。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迟到者，只能
抢上同一个车道，造成拥堵的局面。这时，
与胡雅吉力的交情，并不是我们胜出的理
由。胡雅吉力是一个充分替文雨考虑的朋
友，像她一如既往做的那样。她说，要想打
动文雨，只能靠你们自己。

我们靠什么才能说服文雨？在漫长的
沟通过后，时间已至2011年末，在飞往文
雨家乡的航班上，我们始终在思考这个问
题。我的拍档、知名策划人陈垦说，不需要
花言巧语，只需要跟文雨谈我们一直在思
考和做的事情即可。在此之前，我们策划
出版过《梵高奶奶的世界》、《迟到的间隔
年》、《亲历历史》、《此生未完成》等一系列
颇具好评的图书，这些书进入公众和媒体
的视野，无一不是因为一点：关注现实。我
们关注这个时代的变迁，关注人性中温暖
的部分，更关注能给人们带来深刻反思的
现实题材。我们总是截取现实社会的中的
某一个剖面，来表达作为出版人的态度。
在大家都做方便面速食品的年代，我们的
团队没有变更过自己的追求，希望能为这
个时代留下属于图书的记忆。

还好，文雨也希望为时代留下这种记
忆。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期许，正是命运所
赐予我们的缘分，在这个缘分的基础上，我
们“一见钟情”。（作者系上海浦睿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在大家都做方便面速食品的年代，我们的团队没有变更过自
己的追求，希望能为这个时代留下属于图书的记忆。

迟来的“一见钟情”

○

张
雪
松

●编客磨稿

1212B4中国
发现思想 传播智慧

@于殿利：我们说的“学者型
编辑”，不是要求编辑一定要有丰
厚的学术建树，而是要求编辑成为
学界同道人，要与学界有同样的语
言。这样专家愿意和你交流，你就
能够把握最新学术动态，把握学界
资源。很多有价值的选题，都不是
在作品完成之后再去抢的，而是在
作者刚有想法编辑就跟进，一直陪
着他把这个作品创造出来。

@安徽出版王亚非：做编辑，
或做个能成事的编辑，似乎应该既
要有功底，又要有视觉；既要有功
夫，又要有灵气。知识是功底，感
悟是视觉；刻苦是功夫，灵气是用
心。其实，做任何事，都应是这样。

@杨雨前：这几年国有出版集
团收购民营书商，由于各自的目标
和取向不同，所以很难长久，只有
股份制的方式才能够把双方的利
益捆在一起，谁的股权占多少不是
关键，重要的是聘用谁来经营。

@宋舒白：编辑工作是一个很
适合女人的工作。每出一本书，宛
如是培育一个小孩子，每天你给她
修枝剪叶，看着她一天天的丰满，
一天天长大——长成一本书——
印刷发行。就在这不断的重复中，
你有了阅读的快感（所出图书编辑
都是第一读者）和成就感；编辑还
是掌控每本书节奏的乐师，是用细
心和爱心弹奏出的细节乐章。

@岳麓曾德明：开会无聊中胡
思乱想到，把书的定价提高一倍左
右，印一千册，作者出版社销售商
都能接受，可以多出不少好书的，
就是读者吃点小亏，应该不犯众怒
吧。反正《书房一角》几本是这样
做的，试试水。

编辑·业务·互动

●微闲博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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