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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大项目成功出版要素
——以“当代外国文学纪事”丛书为例

■姚翠丽

图书大项目通常是一个出版单位的重

点项目，有规模大、参与者众多、难度大、出

版周期长等特点。这样的项目要想成功出

版，离不开出版方的高度重视与专业化运

作，以及作者团队的有效组织和密切配

合。本文以商务印书馆“当代外国文学纪

事”丛书为例，从项目负责人与责编的角度

回顾“纪事”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关键性

环节，分析其成功的要素，希望能为大项目

的编辑与高质量出版提供借鉴。

“当代外国文学纪事（1980-2000）”丛

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它是由

我国学者所撰写的国内第一套多国别、

编年式大型文学工具性丛书。丛书对

20 世纪最后 20 余年间亚、欧、北美、拉丁

美洲近 30 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历程进行

了全面梳理，全景式、多视角、多维度展

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当代文学动态和

基本状况。该项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

多个院系的百余位作者参与编撰，商务

印书馆出版发行。丛书分 10 卷，从撰写

到出版达 10 年之久，总字数约 1000 万

字。“纪事”丛书出版后，因其高质量的

内容和精美的装帧受到国内学界的重

视与好评。其中，《拉丁美洲卷》与《美

国卷》分别获得北京市第十四届和第十

五 届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优 秀 成 果 奖 二 等

奖。该丛书还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出版的重要成果被选入“伟大的历程 辉

煌的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体现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与文化担当，是图书大项目出版

成功的案例。这个案例的背后有许多值

得总结的经验。

出版方的重视与专业化运作

商务印书馆对“纪事”丛书项目的出

版非常重视，将其作为“馆级重点”立项，

并为此指定项目负责人，成立项目小组，

启动高效、专业的编辑出版程序。

实行项目负责人制

出版项目负责人，是出版方负责某图

书项目编辑与出版工作的人。一般来说，

项目负责人需要具备以下特点：

一是对项目比较了解，甚或是丛书选

题的申报人，责任意识强；二是对项目涉及

的专业领域和知识范畴比较熟悉，有一定

的评判力和鉴别力，能够与作者进行专业

对话与沟通；三是有多年的编辑经验，熟悉

出版流程的每个环节，能有效沟通与协调；

四是对项目抱有热情和信心，有执行力、有

冲劲儿；五是敬业，能吃苦，能承重。

对“纪事”丛书来说，项目负责人的工

作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选题立项后，与总主编保持联

系，跟踪书稿进度，约定交稿时间；二是在

正式收稿之前，预审稿件，发现问题并形

成文件，与总主编沟通，商定解决方案；三

是统一制作、签订丛书10卷的合同，包括

署名方式协议、合同文本所附带的授权委

托书等，因每卷书都需要有项目组其他成

员签名的全权委托分卷主编代理书稿事

宜的法律文件；四是做项目进度计划，预

定出书时间，然后倒推预计每个环节所需

时间；五是定期作项目总结与汇报，请领

导就重要事项做决定或疏通障碍、协调人

员；六是根据项目进度和实际需要与主编

团队开会，并召集项目组会议，讨论具体

问题；七是与美编沟通并确定丛书装帧设

计方案，参与封面选材，统一审阅封面文

字；八是跟踪、推进并监督印制环节,确保

图书如期出版；九是配合后期营销策划活

动，提供赠书、书影、易拉宝、宣传页、活动

稿件等一应文案；十是带头把自己责编的

几卷书做好，并与项目组其他成员保持沟

通与必要的提醒。

回顾“纪事”丛书出版过程，项目负责

人在各阶段的具体工作之外，都另备相关

文件。如：与总主编和分卷主编的联系记

录，预审稿件后整理的反馈意见，与统筹

进度相关的“工作一览表”“督进会议纪

要”“进展情况和展望报告”，与主编会议

相关的“主编会议待讨论问题汇总”“最终

商定的体例细节操作方案”等。每个文件

背后，都是一个或一系列切实行动，是从

编辑实务出发的应对措施、备忘、汇总、反

馈、探讨、落实，所有这些都是项目负责人

工作的一部分，这些琐碎的细节都是为大

项目整体服务的。事实证明，项目负责人

制在大项目出版中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

在前期筹备阶段，可以集中信息、统一细

节、节省编力、提高效率。

适时对接，预审稿件

“纪事”丛书于2013年3月免检结项。

2012 年初，作者方与出版方达成协议：在

项目正式结项之前先启动出版程序，开始

文稿的编辑工作，以提高图书出版时效。

当时只有两卷成稿，其他卷尚未完成。出

版方提前一年对接项目，对初成书稿进行

预审，这实际上是个验收过程。把握好这

个关键环节，对保证收稿质量和后期的编

加速度非常重要。

最初交来的两卷书稿是《美国卷》与

《拉丁美洲卷》。项目负责人，同时也是

这两卷的责编分别对书稿进行细审，发

现细节和整体结构上的问题，形成退改

意见，提交给总主编与这两卷的主编。

同时，建议作者方由这两卷所发现的问

题，对其他八卷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作统

一修改。2012 年底，总主编将根据编辑

多次反馈意见修改完成的10卷书稿统一

交来后，项目负责人又对 10 卷书的电子

稿做了全面对比审读，主要就前言、后

记、各大部分的顺序以及各卷词条编写

体例细节上需要统一的问题，汇总成一

个文件，提交给总主编。总主编高度重

视，主持召集了丛书各卷主编与出版方

编辑参加的“主编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作者方与出版方就编辑预审提出来

的由点到面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逐一讨

论，商定解决方案，会后作者方整理成会

议纪要，出版方又根据会议纪要整理出

一份清晰可行的体例细节操作方案。这

个方案对各卷封面与署名页（定名、署名

方式、编撰人员姓名排序方式）、目录分

级、序言与后记、正文词条（呈现形式、叙

述方式）、各部分称谓、三个附录的顺序、

索引抽取的级别与形式、版式设计与装

帧要素与风格，以及按此细则修改之后

的交稿时间等，都做了具体而详细的协

定。这次主编会议及其所达成的修改细

则，对丛书体例的统一与书稿质量的提

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预审书稿、反馈问题、商定修改细

则，至退改完成，耗时大半年，此过程中虽

然没有产生编加进度，却为丛书整体的编

辑工作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专业的出版环境与编辑团队

商务印书馆素有“工具书王国”与“学

术出版重镇”之称，具备学术类工具书出

版的专业环境与编辑团队。在预审“纪

事”丛书书稿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即作家

词条内容的重复现象。因为每卷按年代

顺序编写，作家词条随其作品的发表年代

而出现，因此有些多产作家会在多个年度

里重复出现，导致作家词条中作者介绍

内容的重复现象比较普遍，少则 2 次，多

则5~19次。同一作家同样的介绍内容重

复出现，不仅大大增加了篇幅，也不便查

考，不符合工具书的规范。这个问题从

发现到提出解决方案，都依托了专业的

编辑环境。审稿小组成员目光犀利，发

现问题；有经验的辞书编辑帮着出谋划

策，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将词条

中的重复内容以“参见”的形式呈现，以

尽可能少的文字呈现同样的内容。为

此，各卷责编委托技术部门将重复的词

条内容全部抽取出来，形成一个一目了

然的文件，返给相应卷的主编进行定版，

再将定版的内容植入或替换进词条内容

最先出现的位置，其后再出现则用“参

见”。如此处理之后，《美国卷》缩减了13

万字，《拉丁美洲卷》缩减了 25 万字，《德

语卷》缩减了18万字，既符合工具书的规

范，提升了书稿质量，也降低了出版成本

和读者的购书成本。

作者团队的有效组织与密切配合

上百名作者历时6年，终成其稿。此

过程之漫长与艰辛，作者非坚持无以成

就；人数之众多，“主持人”没有非凡魄力

与方法无以成就。总主编金莉教授毫不

松懈地鞭策与激励、各分卷主编强烈的责

任感和对项目组成员的严格要求、编撰团

队所有成员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是成

就这套精品好书的前提。

“纪事”丛书的成功，也是作者团队与编

辑团队全过程密切配合的结果。从预审稿

件，到三审、三校乃至付型，再到丛书发布会

的举办，都体现了双方团队的无缝衔接与密

切合作。在漫长的编辑过程中，从总主编到

分卷主编，无论行政与科研担子多重，都会

在第一时间答复编辑提出的书稿问题。4年

来，主编与责辑多次面谈书稿，或亲自送稿、

邮件往来、短信/微信频传、电话沟通，在这

一来一往中，作者与编辑之间加深了了解与

信任，也成就了学术精品。

“纪事”丛书出版的成功，离不开出版方的高度重视与专业化运作，以及作者团队

的执行力与密切配合。这几个要素看似是普遍性的，然而在具体的编辑出版实践中，

却需要把握好每个关键环节，从时机到方法和方案，而每个细节的处理都需要付出巨

大的努力、毅力、耐心、细心与智慧，都关乎到项目最终的成败。希望这个案例，能带

给业界同行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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