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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图书市场中，以“小学生古文”为

主题的图书竞争异常激烈。济南出版社（以

下简称“济南社”）的《小学生小古文100课》

却成绩斐然。自问世12年来，累计销售1000

万套，码洋超过2亿，且近5年来，每年发行

量稳定保持在数十万套。这一产品为何能

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实现常年畅销呢？

课程开发：打通教与学两端

2012年，济南出版社携手全国语文

名师、“小古文”课程首倡者朱文君成功

打造文言文读本《小学生小古文 100

课》。编著者朱文君老师从2006年启动

小古文课程至今，始终活跃在一线教学

岗位，书中的每一篇小古文、每一个练

习和对话都源于真实的课堂，经过师生

的互动与碰撞打磨而成，因此具有极强

的实用性与生命力。

打通教与学的两端——“让没有教

过文言的老师会教文言，让没有读过

文言的学生会读文言”，是朱文君始终

倡导的理念，也是这套小古文产品区

别于市场上同类产品的逻辑内核。在

内容选择上，朱文君老师同样展现深

刻的教育洞察。她在《小学生小古文

100课》的序言中强调：“我们在选文的

时候，不仅注重文辞的经典和优美，也

着意选取那些孩子们感兴趣、有共鸣，

并能够立体反映作者生活、情趣和志向

的文章，让孩子们看到一个丰富的活生

生的人。”

自我迭代：从一套书到一套课程

济南社总编辑助理、小古文品牌主

理人贾英敏介绍，2015 年，经过更多一

线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济南社出版了修

订版，更换了一些篇目，同时做了第一

次增值：增加了朱文君老师的示范课视

频光盘。2019 年，光盘渐渐退出历史

舞台，改为手机扫码形式，同时做了第

二次增值：增加了100课小古文童声范

读音频。为了防止盗版，开始使用一书

一码验证方式。2022 年，在此基础上，

又做了第三次增值：增加了朱文君老师

主讲的100课小古文音频课。同年，济

南社出版了 10 周年彩绘版《小学生小

古文 100 课》，在大开本、彩绘插图、全

文拼音、范读讲解音频之外，还编写了

《亲子共读帮帮书》，为教师和家长提供

细致入微的教学指导。至此，小古文

100 课不再只是一套书，而是成为一套

立体课程。

持续拓展：打造“小古文家族”

在“课程化阅读”理念指导下，在由

“小古文”走向“大语文”的时代驱动

下，济南社围绕“小古文”打造了分阶

阅读产品线。考虑到《小学生小古文

100 课》只适合一到三年级的孩子，为

了丰富各学龄段学生对小古文阅读的

需求，济南社推出了适合学前孩子的

《口袋里的小古文》、适合三到五年级

学生的《小学生小古文100课·中阶版·

典故小古文》和适合五到七年级学生的

《小学生小古文100课·高阶版·名家小

古文》。至此，小学全学段（及小升初）

的小古文课程打造完成，形成了完整的

“小古文家族”。

这套产品的拓展和品牌打造还不

止于此，济南社计划在这一细分领域进

一步打造“读小典”品牌系列产品，将孔

子、老子、孟子、庄子请进“读小典课

堂”。以创新的表现形式和创意的内容

呈现，给小学生打开一扇通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大门，引领孩子们经由“小

古文”走向“大文化”。同时以现代科技

赋能传统经典阅读，打造“数智伴读小

助手”等，陪伴孩子读好古文、学好传统

文化。

营销发行：严格控价维权

对于《小学生小古文100课》的营销

策略，据济南社营销总监孙昌海介绍，

社里在原有传统销售方式的基础上，突

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实行线上线下全

渠道布局，传统电商销售和新媒体营销

矩阵相结合，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立

体化、个性化的营销格局。

在传统销售渠道建立区域代理制

度。经过十多年的筛选和积累，该社

已经在全国建立了 150 多家信誉好、

业绩强、忠诚度高的优秀代理商。他

们配合出版社，针对小古文怎么学、老

师怎么教的问题，每年和各地教育局

联合举行进校园现场教学示范和教师

培训活动，培育了一大批忠实的小学

生读者和能教会教小古文的教师群

体。线上营销渠道，在全

面布局天猫、京东、当当

等传统电商平台的同时，

也及时组建新媒体营销

矩阵，充分利用抖音、快

手、小红书等新媒体传播

的特点，进行直播带货、

视 频 号 营 销 、社 群 团 购

等。据悉，新媒体渠道销

售额已发展到约占全渠

道销售额的1/3。

针对线上店铺低价引

流、乱价竞争、未授权私自

上架等行为，济南社实行

严格控价维权策略，并建

立了多平台协商机制，重

金聘请业内权威的第三方

维权公司，由专人负责，实

时监控店铺售价，一旦发

现有恶意低价竞争、扰乱

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立

即对店铺进行下架或投诉

处理，维护版权和品牌权

益。发行人员也和各平台

客户建立了专门反馈乱价

行为的业务沟通群，所有

发行人员24小时在线，尤

其是在“6·18”“双 11”“开

学季”等平台大促的重要

时间节点，紧盯店铺低价

引流、以次充好、恶意乱

价等行为，及时与各平台

协 调 ，快 速 处 理 客 户 投

诉，力求当天解决，提高

维权效率。

文化服务：从课程到比赛

济南社同步创建了小古文教师交流

群、家长交流群等，与读者、用户进行实

时交流，收听反馈，做出回应。开通了全

国第一个助力小古文公益学习的平台

——“跟我学小古文”微信公众号，分享

小古文读写资源和教育资讯，帮助更多

老师和家长陪伴孩子一起学习小古文。

此外，从2014年起，由朱文君老师

发起、济南社主办的全国小学生小古文

公益读写大赛，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10

届。10年来，吸引了全国30个省级行政

区、1000余所学校组织报名，2000余位

老师指导学生参赛，累计收到小学生朗

诵和创作作品35万余件。小古文读写

大赛为小学生提供了展示和交流小古

文学习成果的平台，也成为万千小学生

共同奔赴的一场心灵之约。

因此，“济南版小古文”不仅仅只是

一套书、一套课程，它已经成为一个由

作者、编辑、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

的“有朗读、有写作，有配套线上课程、

有教师指导、有家长辅导，有成果展示、

有交流分享”的贯穿全流程的小古文课

程服务项目，是“济南版小古文”独有

的、公益的增值服务。

保持优势：从产品到品牌打造

面对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小古文”

竞品甚至同名产品，济南社在调研后越

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作为全国“小古文”

课程的首倡者，“济南版小古文”更应成

为全国“小古文”课程的引领者。所谓

引领，就是从产品打造转向品牌打造。

而打造品牌，不仅要具备有影响力的畅

销品，还要与读者发生深度链接，提供

高质量的增值文化服务，更要有高质量

产品的持续开发。

对于小古文品牌的优势与未来，朱

文君在《小学生小古文100课·高阶版·

名家小古文》一书序言中提到：“小古

文”系列、“读小典”系列的最终目标是

为小学生搭建一座语言的桥梁和文化

的桥梁，桥的一头是浩瀚的典籍和灿烂

的文明，另一头则是科技高速发展的未

来，鉴往知来，并与当下的时代、当下的

生活发生链接，把经典的语言和思想化

为孩子自己的语言和思想。这是小古

文品牌畅销不衰的支撑，也是济南社未

来持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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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特别策划

男编辑策划“女性”图书是什么职业体验？？
编者按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致敬女性力量、关注女性权益的特殊节点，我们关注到一群略显“非典型”的参与者——从事女性

主义图书策划的男性编辑。本期采访的三位男编辑，在受访过程中展现出高度一致的信念：少说多做，用行动代替语言，专注把事情做

好。他们以编辑的职业精神将女性主义转化为大众可触达的文本。在编辑过程中，他们有怎样的感受，又对女性图书有怎样的看法呢？

脑海中都是做女性图书的乐趣
■受访人：何啸锋（浦睿文化社科编辑室编辑）

□采访人：王媛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
市
场
聚
焦

□曾经负责了哪些女性相关图书？

■我2016年一毕业就做编辑了，一直

做的是哲学和社科图书，我对女性主义的兴

趣来自朱迪斯·巴特勒，读到她的书的时候

简直惊为天人，彻底颠覆了我对性别和性取

向的看法。2022年我幸运地在豆瓣上认识

了志同道合的廖玉笛（浦睿文化社科编辑室

主任），她当时买下了一系列女性主义作品

的版权，其中包括朱迪斯·巴特勒的4本著

作，正好缺人手，我们就一拍即合了。后来

我陆续负责了《生而为女》《女性的力量》《傲

慢的堡垒》《她们自己的文学》《依然疯狂》

《写给所有人的女性主义》《消解性别》《谁在

害怕性别》等女性主义图书。

□策划的第一本女性图书是什么？

■《生而为女：开膛手杰克案女性被忽

视的生活》。当时是被动分配给我的，我自

己其实没什么想法，这本书写得非常好，翻

译得也非常好，我做书的过程很开心。非

要说点什么，可以讲个小细节。当时设计

师跟我说：“我想把这个系列都做成色彩鲜

亮的，女性本来就很苦难了。”在我看来，这

句话也是我做女性主义图书的初衷。

□有正在做的女性主义新书吗？

■美国女性主义思想家凯特·

曼恩的《厌女的逻辑》。这本书是

《应得的权利》的姐妹篇，原书是

2017年出版的，三辉图书在2020年

买过版权，当时打算放在他们的丛

书“女书系”中。他们那么早就规划了女性

主义丛书，眼光是很超前的。2024年三辉

图书停止经营后，我便联系了原出版社牛

津大学出版社，购买了该书的版权。

□编辑女性主义图书前后，您对女性

主义的了解有无变化？

■在成为编辑之前，我对女性主义的了

解停留在理论上。我更多认为女性主义和现

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样，是一种看待问题的

视角。严格来说，我的转变不是编辑工作带

来的，而是对女性主义作品的阅读带来的。

近10年来，创作女性主义作品的不再是学者，

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房思琪的初恋乐

园》，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女性主义不是

纸上谈兵，而是在真真切切地影响生活。

□作为男性编辑，从事女性主义图书编

辑工作时，是否会有特殊的经历或挑战？

■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作为

男性编辑”，我就想不到了。我

脑海中都是做女性图书过程中

的乐趣，但这些乐趣对于女性编

辑来说也是一样的。

□是否遇到过“女性主义图

书由女编辑负责更好”的质疑？

■我没有遇到过。虽然可能

是一种刻板印象，但我觉得女性

确实更加善良和具有同理心，不

会对他人品头论足。我参加过6次图书市

集，至少接待了几百位女性读者，还没有遇

到过有人质疑这一点。评价一个人要看他

做什么，而不是看他说什么。只要谨言慎

行，别说一套做一套，我相信读者的眼睛是

雪亮的。

□从您的观察来看，近年来女性主义

图书有怎样的趋势？

■女性主义图书的热度肯定会减弱，但

女性主义不是一套时髦理论，它已经发展了

两百多年。女性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主要是论战性的作品，第二个阶段是

搭建理论体系，第三个阶段则深入生活的方

方面面。我很喜欢女性主义的一个术语，

Consciousness Raising（意识觉醒），我认为

我们当下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所以我对女性

主义图书的未来是比较乐观的。

做书本身会带给大家答案
■受访人：小Ｋ（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

□编辑的第一本女性主义图

书是什么？当时有什么想法或担

忧吗？

■《情绪疲惫的你》，这本书一

开始是一位女同事策划的。她当

时已经把这本书做得差不多了，甚

至封面都设计好了，但书还没有下

厂她就离职了，我就把这个项目接

过来做。当时只是想赶紧把这个

书做好。我担心如果我不接，这个

书后面会没有人管，也没有什么声量。我

接了这本书之后，也在努力做一些宣传营

销工作。另外一点是，这本书原书名是有

“女性”两个字的，我担心修改后的书名会

不会无法精准命中读者群体。

□最近有正在做的女性主义新书吗？

■最近正在做的新书有两种。《父权：男

性统治的伊始与终结》这本书的作者探讨了

不同文化史与政治史中的父权制根源。《凭

什么是男人：暴力与不平等的人类史》探讨

了父权制从何而来、为什么占据主导地位的

是男人。这两本书都计划今年年中出版。

这两本书的策划过程其实也有机缘巧合，我

平时会关注海外的新书动向，当时意外地发

现了这两本书。我可以说是为这两本新书

操碎了心，无论是编辑、设计、翻译，还是宣

传推广等，很多事要亲力亲为。

□编辑女性主义图书前后，您对女性

主义的了解有无变化？

■做编辑之前，我一开始了解女性主义

的契机是，我本身读文科，大学读的是中文

系，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遭遇过性

别歧视。一开始我对女性主义的

兴趣只是出于面对不公正的最原

始的、朴素的正义感，这是一个种

子。另一方面我因为大学毕业论

文的缘故，对女性主义的了解有了

一个初步的、系统性的框架。我才发觉原来

那种原始的、朴素的正义感背后是有理论支

撑的。成为编辑之后，我对女性主义的理解

是有变化的。哪怕到现在我都不能说自己

非常了解女性主义，有待学习的东西还有很

多。我觉得要持续出版女性图书，就是因为

我们的知识还需要不断被更新，很多观点对

我们来说比较陌生，读书的过程让我们有机

会补充自己知识的不足之处。

□是否遇到过“女性主义图书由女编

辑负责更好”的质疑？

■遇到过，但我能理解这类质疑。作

为男性，我笃信的一个观点是男性最好在

女性议题上闭嘴。我会尽量避免谈自己的

意见，因为我觉得我的意见其实并不重

要。但这不意味着我不愿意为之努力，而

是我努力的方式是扮演好一个幕后工作

者。比如我作为编辑可以看到很多读者并

不知道的海外相关的新内容、新书，我把这

些东西带到大家面前，我觉得也算是做出

了努力。这也是我做女性主义图书的初

衷。我也希望我自己默默做这个事情就可

以，不用别人知道。虽然身边很多男性朋

友可能会鄙夷我，但也有男性朋友来问我

能不能给他推荐一些女性主义图书，我觉

得这点也挺有意思的。

□您如何看待和回应这种质疑？

■在做女性图书这件事情上，一方面

从我作为编辑的职业素养来看，我相信我

有能力把书做好。另一方面，我对女性主

义拥有热忱和信念感，我觉得只要有信念，

坚持去做一件事，总能把它做好，起码不会

做得太坏。所以我只要能把事情做好就可

以，因为我做的书本身会给大家答案。

□从您的观察来看，近年来女性主义

图书有怎样的趋势？

■我认为女性图书的热潮已经过去

了。两三年前是女性主义图书的大热时

期。当然女性主义图书会作为一个品类留

存下来，但是很难像之前热度那么高。一

个原因是，买女性主义图书的读者其实是

同一批人，当这类书出得足够多，大家会有

所挑选，女性图书品类中也存在竞争，不是

出了书就一定好卖。还有一个原因是头部

好选题、容易引起大众共鸣的选题已经做

完了，剩下的一些细分领域、比较有深度的

选题，会筛选掉一些读者，所以剩下来的选

题没有那么好做。

做好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好
■受访人：康 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文史出版中心编辑）

□曾经负责了哪些女性相关图书？

■我做编辑4年了，目前主要负责李小

江老师主编的“乾·坤：性别研究文史文献集

萃系列丛书”，以及李小江之前出版的一系

列性别研究图书的再版工作。2024年底我

责编出版的《史学的性别》是李小江老师生

前在国内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

□策划的第一本女性图书是什么？有

什么感受？

■我策划的第一本关于性别议题的图

书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志生的《唐虢

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当时我刚入

职，得益于我们出版中心主任侯海英和陕

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的紧密关系，侯

老师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做。我上学期间就

对性别研究议题感兴趣，所以很高兴地接

下了这本书。从这本书开始我深入了解了

李小江和本土性别研究，认识了像李志生

老师这样有趣的作者。

□最近有正在做的女性新书吗？

■最近在做郑慧生教授的《上古华夏性

别与婚姻》，康正果老师的《风骚与艳情：中国

古典诗词中的女性研究》，预计今年5月出

版。这两本都是“乾·坤：性别研究文史文献

集萃系列丛书”中的书。2024年，我们想再

版李小江老师的著作，她推荐了

她之前主编的丛书中的这两本，

认为很符合“乾·坤”书系的风

格，经过认真审读后，开始着手

再版工作。

□在编辑女性图书的过程

中，您对女性研究有怎样的了解？

■我对女性和性别研究深入的理解得

益于李小江老师和侯海英老师。李小江老

师一直特别希望男性参与女性研究和性别

研究。李老师认为，男性与女性对待这一

议题时观察的角度不一样，男性参与这类

议题可以带来更多视角以及更多维度的体

会。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带来更多的人参与

女性研究与性别研究。李老师认为，我们

做女性研究，不是只让女性朋友做女人的

研究，而是希望更多的人去参与，这也包括

作者和编辑。

□作为男性编辑，编辑女性图书时，是

否会有挑战或觉得难以理解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可能因为我经验尚浅，所

以还没有经历什么挑战。也没有觉得难以理

解的内容，比如我前几天看《风骚与艳情》书

稿的时候，作者在描写南朝时期的艳情诗，有

些尺度不好把握，我交给我们女同事看，她们

都觉得没什么。我觉得我在编辑相关稿

件的时候，因为不够了解，所以会更谨

慎、更努力学习。面对批评或者不理解

的言论，我都会认真思考。而不会因为

它是女性的内容就羞于触碰，如果这样

的话，该觉得羞耻的是我。而且值得感

恩的是，我遇到的为性别书写的作者都

特别好，这其中不仅有女性，也有诸多男

性作家，都值得我们敬佩尊重。

□是否遇到过“女性图书由女编

辑负责更好”的质疑？

■我目前没遇到过，我觉得只要做好

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好。而且编辑出版工作

需要不同背景和性别的人共同协作。男编

辑与女编辑可以相互学习、补充，共同为女

性图书的质量和影响力努力，而不是基于

性别来划分工作，这种合作有助于实现女

性研究追求的平等与包容。

□从您的观察来看，近年来女性图书

有怎样的趋势？

■我觉得女性图书的火热不是蹭热

点，而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近年出版物内

容的关注角度不仅仅是转向女性个体，其

关注的视线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逐渐

转向我们身边每个普通个体的生命，因为

天然的亲近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

更愿意关注我们身边的小人物的个体生命

史。对于编辑而言，做出能推动人类平等

发展、有价值的图书才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