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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读书提高编辑的文化修养

人与书，就如琴与弦。不管是多么漂

亮或珍贵的琴，如果缺少了琴弦，便奏不出

美妙的旋律与迷人的和弦，那么，这琴也只

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只有琴弦完整

的琴，才能音域宽阔、音色饱满，奏的流畅、

听的舒展……

人不读书，犹如农夫经营贫瘠的田地，

看似一生忙忙碌碌，但却总是看不到收获

的希望；投入不少，但却得不到什么回报；

而在一片肥沃的田野里，那遍地的花朵就

是农夫的快乐和期待，那丰硕的果实就是

他的幸福和自豪。

常读书的人，心里总是充满被感动的

快乐和禅悟般的轻松，他们像一个个不需

花钱便能走遍天下的旅行者，常常被骤然

间展现于眼前的美景妙境勾起胸中绵绵不

尽的诗意。

在当下，读书越来越成为一个奢侈而

寂寞的话题。尽管“腹有诗书气自华”依然

点缀着公众人物的铿锵演说，然而，我们对

于读书的关注更多地止于“知识就是力

量”、“读书改变人生”、“读书强健自我”、

“读书怡情养性”之类的功能性体认上。

在一种理想的社会中，教师、学生、学者、

作家、公务员，都应当是成为“社会良心”

的知识分子，没有哪个知识人群不需要终

身读书。

然而，当我们将“读书”二字植入现代

编辑专业成长的过程中加以考量，就会深

刻地意识到：较之任何一个知识人群，编

辑“读书”的价值与意义、过程与方法都表

达着鲜明的职业诉求。一言以蔽之，编辑

作为文化角色，其职业定位即文化的选

择、传承、重构与创造。编辑读书除了修

身养性的个体意义外，更重要的是，它从

根本上凸显出编辑的主体力量与编辑的

文化自觉。

以读书强化编辑的文化身份

传统的传播过程勾勒出由“作者——

编辑——读者”构成的链型轨迹和闭合回

路。所有关于交流与互动的探讨，似乎都

无法冲出这种既定的“三角框架”；三种角

度亦大体呼应着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创造

—选择—接受”。因此，在关于编辑文化

角色的描述中，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将编

辑定位于文化选择者。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

期，编辑作为文化选择者的通俗表达即

“守门员”与“把关者”。一条简短资讯的

发布，一种学术观点的表达，一种个人意

趣的倾诉，若要由“点对点”的人际传播进

入“点对面”的公众传播，一个无法绕行的

关卡即是编辑。简言之，只有获得了编辑

认同的文本才能进入公众传播的视野。

与其说这是编辑的文化地位，不如说是编

辑所拥有的文化权力。

如果我们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隐喻

为一条长河，那么，拥有选择权的编辑无

疑是一种“文化上位者”。“文化上位者”是

对编辑的角色期待，但是，这种“应然”期

待并不能天然转换为“实然”身份。打通

“应然”与“实然”的通途，唯有以“读书”为

核心取向的编辑专业发展。

吾生有涯，而知无尽。无论如何强调

编辑多读书，亦不可以穷尽天下好书。这

就注定了编辑读书必然走着“T”型道路。

一是尽量在横向上拓展人文通识的视野，

二是尽量在纵向上深化专业探寻。

以读书拓宽编辑的职业境界

编辑策划是编辑主体力量的释放，是

编辑创造力的表达，是编辑职业境界的深

刻表征。然而，编辑策划远不是策略、方

式、技术层面的问题，其源头仍要追溯到编

辑素养的全面提升。策划制胜，首先是思

想制胜。而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不能

将读书作为生活方式的编辑，他的思想能

有多么深刻的穿透力，他能发现多少问题，

他能创造多少有价值的精神产品。在传媒

生态变得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即时、越来越

互动的当下，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读书来砥

砺自己的思想，练就如鹰的“眼睛”，那么，

海量的文字就仅仅是信息的碎片，纷繁的

现象就仅仅是迷眼的“乱花”，而编辑作为

文化选择者的专业地位将被公众阅读的市

场相威胁，编辑可能变为一个没有文化追

求的“生意人”，一个“经理”。

能否在普泛式读书的基础上，寻找、坚

守自己的专业领域，这对于编辑个性的形

成至关重要。如果说“读什么”影响到编辑

的视域，那么“读到什么程度”将影响到编

辑的眼光穿透力，影响到他不同一般的思

维方式、话语方式与行动方式。以投石湖

面为喻，投石处乃一个编辑的专业地带，而

层层推开的波纹则是由近而远的人文、科

学、时政阅读。

读书是对自己的丰富，同时也是从

“我”走向“你”、走向“他（她）”的通衢。对

编辑来说，读书以会友的意义在于真正集

结最优秀作者、最突出意见领袖，梳理出

一 张 可 以 调 度 、可 以 组 织 的“ 人 才 谱

系”。 如果一个编辑没有自己守望的麦

田，个性魅力成为侈谈且不说，他（她）很

可能成为一个无根的文化飘泊者。

编辑工作没法作无米之炊，而且，

一本书能不能得到读者认可、好不好

卖，应该说大部分是取决于作者和书

稿本身，编辑只是“烧火夫”，起点辅助

作用，尽量把活做漂亮点，把饭煮得适

合食客的口味而已。亦即“戴着镣铐

跳舞”，在小空间里腾挪闪躲，扬其长、

避其短。

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原本是计划作为岳麓书社“评点历史

名人函牍”系列中的一册，所以书稿本

身也有这一系列的特征：其是从晚清

名人李鸿章的众多奏章中挑选出七八

十篇，然后对其一一解说、评析；一篇

奏章对应一篇解说评析文字，整部书

稿按奏章的时间顺序先后排列。

拿到这个稿子，我就觉得比较棘

手：一是奏章这部分，全是文言文，不

少篇幅还挺长，有两三千字，这对很多

读者来说，无疑就是阅读拦路虎；二是

篇幅比较大，又是简单地按时间顺序

编排，篇与篇之间无联系、无逻辑，才

几万字读下来，编辑的脑子里就已经

思路不清、一团糨糊了；三是全书的精

华部分自然应该是作者的评析文字，

但评析文字因为是根据李氏的奏章来

的，也就是说作者在写作这些文字的

时候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奏章内容的限

制，是在束缚中“跳舞”，从而也就并不

能展示出作者的最高水准。

怎么办呢？我针对性地作了一些

编辑处理。第一是从形式上着手，针

对奏章原文，在排版上想办法，使用楷

体，楷体显小，笔划细，同时字号也比

正文字号小，总之就是把这一内容板

块淡化处理，不要太占页面篇幅，不要

太醒目。第二是从内容上下手，打破

原有的编排，分成“为官”、“外交”、“洋

务”等几个主题，主题之下再按时间顺

序排。这样不仅整个书编排逻辑有

了，主线清晰了，而且自然地形成了一

个“时间链条”，比如在“为官”一辑里，

各篇文章组在一起，呈现出来的就是

李鸿章这个人，从曾府幕僚到两江总

督再到北洋大臣，这么一个仕途升迁

的路线。这对于读者的阅读感受来

说，是极好的“正能量”。为了达到这

个效果，我又请雷先生专门为每个主

题补写了一段概述性的文字，放在每

辑内容的最前面。

处理完书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

是书名。关于书名，我的思路是：首先

是要尽量淡化“评点函牍（奏章）”这个

特性，对于一本历史书来说，函牍或奏

章，这种原材料式的东西，不是好的卖

点；再，奏章是台面下的交涉，从“台面

下的晚清政治”“奏折中的李鸿章”这

些角度来拟书名，倒也是一种取巧的

方法；之后再琢磨了几天，总觉得“台

面下的晚清政治”“奏折中的李鸿章”

这样的书名，涵盖的面还是有些窄，尤

其是“奏折中的李鸿章”这个书名，一

下子把读者的目光聚焦到“李鸿章”这

个人名上了，人物有卖点，但卖点还不

够；最后，我定了“李鸿章与晚清四十

年”这个书名，虽然稍嫌平实，但是把

“李鸿章”和“晚清四十年”组合在一

起，人物卖点也没丢掉，还一下子有

了一种开阔的时代感。

最后一步是封面文案的提炼，这

是卖点最集中的地方。这个书的文

案，倒也不算特别突出，但特别值得

提一下的是“官场李鸿章模式”这个

概念。这个概念其实是我灵机一动

编出来的，书中并没有类似的总结或

概念提出。包括“当官既要做事，又

要自保。敢于做事而疏于自保，下场

往往很惨；精于自保而不做事，只是

滑头和饭桶……”这一整段话，也是

我自己的编撰，是基于书稿内容而作

的提炼和卖点强化。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出版后，

读者反响很好，我作为该书的“烧火

夫”，也觉得与有荣焉。

●第一实操

扬其长避其短，编辑其实只是“烧火夫”
以策划编辑《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为例现身说法

■黄海龙（光明日报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主任）

没有守望田的编辑是无根文化飘泊者没有守望田的编辑是无根文化飘泊者
■李天卿（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编辑）

一个编辑，不一定非得是个出色的作

家，也不一定非得是个精深的学者。但

是，作为一个优秀的编辑不仅要有作家的

文字功底和学者的知识视野，还要有很高

的文化品位，这是无可非议的。没有文化

品位的编辑，注定会错判、扼杀、糟蹋掉好

多人的创作成果，从小处说是对自己职业

的亵渎和对作者与作品的不负责任，往大

处说，是对人类文化的犯罪。

编辑的文化品位决定着出版的质量，

决定着文化传承的品质，更决定着怎样的

作者和怎样的作品得以流传于世，其作用

之大，不论怎么说都不为过。因此，笔者

强烈呼吁，编辑要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

不管是出于编辑的职业还是文化的良知，

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编与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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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称“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不朽”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河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大师的背影》作品研讨会10月22日在京举

办。知名评论家吴义勤、孟繁华、梁鸿鹰、何西来、程光炜、张陵、贺绍俊、何启治、陈福民、李炳银、

北乔，以及作家柳萌、李洱、袁厚春等参加了研讨会。在研讨会上，还举行了捐赠仪式，由该书作者

侯珏鑫向中国文学馆捐赠自己的七尺画作《青山如画醉东风》。

《大师的背影》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讲述了在20世纪70年代作者与到河南辉县接受“改造”的

郭小川、范曾、启功、浩然、韩瀚等众多文艺界、新闻界的大师级人物相处近5年的往事。

谈到《大师的背影》的写作和出版价值时，与会评论家纷纷表示，真实的东西才可以不朽，很多

人挖空心思要写传世之作，但怎么也写不出来，因为他们脱离了生活。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不

朽。在评论家李炳银看来，纪实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技巧、写作手法等都不能够与“真实”的生命力

相媲美。他呼吁当务之急是去访问历史亲历者，抢救活着的“资料”，留下真实的历史。

孟繁华称，《大师的背影》很有史记的笔法，“任何历史是书写者的历史，在辉县发生那么多事，

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单写这些人这些事呢？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历史不存在，所有的历史也是一

种书写。” （牛文丽）

《大师的背影》侯钰鑫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版/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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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堂 图书设计之妙，存乎一心
■谢 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美术编辑）

笔者从事书籍设计工作已逾20年，其

间所设计的图书林林总总已过千种，其中

不乏市场表现很好的畅销图书，如“第一推

动丛书”、《世界是平的》、“冰与火之歌”系

列等，自己也有了不少收获与心得。

预测并不等同于献媚和迎合

畅销图书在选题构成上已经具有明确

的读者对象，与普通图书不同的是：其读者

对象所涵盖的范围往往更为广泛。如何满

足如此丰富的读者群体对设计的审美需

求？如何让书籍形象被不同层次的读者接

受并作出购买选择？是设计师要解决的首

要问题。

“第一推动丛书”自初版以来，书籍设

计经过前后大小多次改版，其目的就是满

足不断成长起来的、不同时代的新老读者

群体对于设计形态的审美要求。从最初以

图片为主体的设计形式演化到最新版本的

以英文文字为主体的形式，无论形式如何

变化，在整体风格上都始终延续了初版严

谨、简洁和大气的基调。

对于畅销图书而言，设计语言的运用

和趣味的表达都应当从属和服务于文字，

而非脱离于内容之外的自娱自乐——书籍

设计作品中所体现的设计语言和符号，应

该被读者所广泛接受和认同。因此，从文

字到图形、从设计师到编辑、发行人员，会

围绕设计展开广泛的讨论，设计方案也会

一再修改。其中心就在于对读者审美趣味

的预测——无论文字、图形设计还是营销

广告语言的选择，都是对书籍内容的提炼

和升华的过程，所有的讨论都是基于如何

通过信息整合，达到书籍形态最大限度地

符合读者的审美预期的目的。但是，对读

者审美趣味的预测并不等同于献媚和迎

合，设计的价值在于创新，设计师对于信息

的取舍非常重要，以创新引导消费始终是

设计的根本。

畅销图书延伸产品设计也有讲究

越是市场前景看好的图书，在材料的

选择上越应该锱铢必较。可以使用简单材

质表现的就不需要盲目增加图书的附加成

本；一张特种纸如果能省下来几元钱，一本

畅销书所能节省的成本费用就相当惊人

了。当然，成本控制是以保证书籍的设计

效果为前提的。现代书籍设计已经逐步进

入到编辑设计的阶段，封面的设计和材料

的应用已经退居次席，一本书整体展现的

特殊气质和文本的准确表达被提高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彩色印刷和精美纸张不再是

衡量图书品质的最重要因素，设计理念的

进步为控制图书成本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而成本控制也成为设计价值体现的一个重

要指标。

特种纸和特殊印刷工艺为书籍的设计

和呈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这也是一把

“双刃剑”。特殊的工艺和纸张在带来视觉

美感的同时，其对于时间和人工的消耗与

畅销图书巨大的印量要求存在现实的矛

盾。以《世界是平的》为例，最初的设计中

有内文手工贴页的工艺，封面也选择了有

色的特种纸张，手工贴页的耗时和不同批

次的特种纸色差，使我们最终放弃了这些

设计元素。

畅销图书延伸产品的设计也很有讲

究。在设计“冰与火之歌”系列时，经过反

复思考和调研，我选择了在精装函套本里

增加金属徽标的元素，极大地提升了读者

的阅读趣味，甚至引起了读者对于徽标的

收藏热潮。

某些在内容上具有畅销潜质的图书，

尤其是引进版的图书，通过设计师依据国

内读者的喜好进行改造和提升，可以起到

“点石成金”的妙用。“科学之美”系列丛书

是我社的一个重点品种，以“小书本，大哲

理”为编辑思想，让科学变得轻松活泼。为

了扩大这本书的市场影响力，针对中学生

读者群体，我进行了设计上的整合包装，以

“魔方盒”的形式把每 10 个分册编辑成一

辑，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把玩性，带动了这个

品种的网络销售。目前，其已经成为我社

新的畅销品种。

Adobe数字出版套件助力出版业数字化变革

●前沿资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记者 潘启

雯）在数字出版发展如火如荼之际，由

Adobe 公司主办的 InDesign 及数字出

版套件媒体交流会 10 月 25 日在京举

办。Adobe中国公司业务发展经理马

骥、创意解决方案咨询顾问毛屹槟、工

程师张振华等就InDesign及数字出版

套件为数字出版带来的变革进行了深

入的阐述与分析，并就用户和读者使

用该套件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

交流和反馈。

Adobe 数字出版套件早在今年 3

月19日正式推向中国市场，可为国内

杂志、报纸和出版业者提供平台，通过

出版商或尖端移动市场直接向消费者

销售数字内容。该数字出版套件以

Adobe InDesign软件为基础，结合了应

用程序内的营销工具、灵活的商业模

式以及对深度分析报告的支持，使设

计和交付带有出版商品牌特点的创新

阅读体验成为可能。

有出版人指出，InDesign作为一款

版面设计软件贯穿纸质媒体到数字读

物时代，将见证着出版行业正在经历

的变革。Adobe顺应潮流，推出了基于

InDesign的数字出版套件，在传统杂志

和报纸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内容出版

的概念。无论是自由设计师、传统媒

体出版商、广告代理，还是需要制作、

分发且盈利的各种规模的公司，数字

出版套件均可为其提供解决方案，帮

助他们在平板电脑上为读者提供优化

的精美内容。据悉，Adobe数字出版套

件还可帮助用户生成适合不同终端的

App，包括 iPhone、iPad、Kindle Fire 以

及 Android 手机和平板电脑，除此以

外，Adobe 方面还透露今年将加入对

Windows8系统设备支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记者潘启雯）

一本意外走红的《社交红利》让“众筹

模式”受到出版业关注。10 月 24 日，

由众筹网发起的“众筹制造：让影响

力重回作者——出版业研讨会暨众筹

出版项目发布会”在京举行，众筹网

母公司网信金融CEO盛佳、北京时代

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

人，以及来自书业、财经、互联网领域

的媒体记者出席了本次众筹出版项

目发布会。此次发布会首次向外界

发布著名主持人乐嘉的新书——《本

色》，以及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

所副总裁罗明雄与国培机构董事长

刘勇联合出品的新书——《互联网金

融》，两书即将登陆众筹网进行图书

众筹。此次发布会，与会嘉宾还就

“众筹模式”重构传统出版业等行业

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编辑朗世溟认为，“众筹模式”的

出现对出版业颇为有价值，众所周

知，传统行业对首印数最难判断，优

秀的出版人通过经验和对数据的各

种掌握和判断，大概能判断出一个最

低销量，但仍有很大风险。众筹相当

于读者的一种预期投资，出版方、平

台方、读者三方合作，风险公担、利益

共享，这甚至颠覆了传统电商卖书的

销售模式。

盛佳表示，出版行业采用“众筹模

式”，不仅可以帮助出版商提前预测

市场风向标，还可以帮助上线书籍做

好相关营销，为书籍后续影响力的爆

发提前做好铺垫。众筹网涉足出版

行业是对互联网金融的深入尝试，接

下来会进一步挖掘这种模式作用与

价值体系。

IT人士和出版人共话“众筹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