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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素人写作的出版现象

在文学类图书出版中，发现新人、培育新人格
外被看重，自然也有很多佳话。十月文艺出版社推
出的长篇纪实文学 《妈妈的心有多高》是一部自来
稿。社领导、编辑和作者不断交流、修改，最终成
就了一个残疾母亲的出版梦，奉献出了一部感人的
励志作品，一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
奖获奖作品。

今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久别重逢》再次
获得市场欢迎。围绕新人新作及育儿嫂范雨素等人作
品的文学价值，《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
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请以十月文艺的出版经
验谈谈如何更好地发现、培育新人？

胡晓舟：十月文艺这几年推出了不少新人新作。
2021年出版了莫华杰的《春潮》，2022年出版了周留
征的 《开创者》，2023 年出版了范雨素的 《久别重
逢》，还有林健、戴寅的《海军，海军！》及杨怡芬的

《离觞》等。这些作品可能不是作者的第一部作品，
但都是他们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十月文艺一直有发现和培养新人的传统。知名历
史小说家凌力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就是
由十月文艺出版的。当时的编辑刘文等人陪着这位新
人作者沿着清末捻军起义的路线实地考察，多方查找
资料，这成为编辑和作者同行共进的一段佳话。后
来，十月文艺出版的凌力代表作《少年天子》获第三
届茅盾文学奖，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十月文艺出
版的。

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曾说，文本面前人
人平等，新人作家自有光辉。作为文学编辑，鉴别有
价值的文本，发现有潜力的作者，并进行专业维度上
的有效交流，帮助作者更快、更好地找到自己独特的
文学表达方式是工作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你怎么看待范雨素等人
的创作？

胡晓舟：范雨素等人的创作属于传统文学出版上
所说的“新人新作”是无疑的，如果要更进一步定
位，可以说他们所书写的是来自基层工作的经验和生
活经历，以此为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和创作。无论何种
形式何种题材的书写，是历史小说也好，是企业的奋
斗历程也好，是个人的命运流转也罢，都属于虚构小
说艺术范畴，都是现实的反映，包括个人经历、情感
混合艺术想象的产物。哪个作家发表作品前不是素
人？哪个作家不是生活在俗世红尘中？作者的学历、
职业不应成为作品的标签。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你怎么评价这些作品的
文学价值？

胡晓舟：范雨素等人的作品所表现的，肯定有引
起读者共情的生活体验。文学作品的特性之一，就是
引起读者共情，滋养和慰藉我们的心灵。一句“问君
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千百年来勾起
多少读者的深沉共鸣。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帝王，还是
当下社会的普通打工者，他们的作品如果没有文学审
美上的价值，是无法打动读者，引起共鸣、共情的。
十月文艺提倡温暖而开阔的现实主义，特别关注根植
于现实生活、体现现实主义精神和力量的作品，希望
在当代原创领域精耕细作，开掘更多接地气、有温度
的文学选题。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范雨素等作者以自身经
历经验为基底创作的作品为什么会赢得那么多读者？

胡晓舟：范雨素等人的创作最大的价值首先是真
实、真诚和诚恳，这是真正的文学力量。2017 年，
范雨素以一篇《我是范雨素》刷爆网络。这位来自湖
北襄阳的育儿嫂被卷入流量的“沙尘暴”，但范雨素
没有迷失自己，6年来仍旧在皮村打工、写作。《久
别重逢》这本书，她从2013年开始构思，2014年进
入创作，2015年完成初稿，写成了自己第一部，也
是此生打算只写一部的长篇小说，向读者做了倾情的
文学呈现。

单纯的生活记录是无法成为文学作品的，十月文
艺出版的作品必定有其文学审美价值。范雨素的这部
小说以个人家族史为线索，在碎片、跳跃和诗意的文
学叙述中，写出了女性视角下的生命与历史之歌。书
中海纳百川的想象力和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交织，具有
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十月文艺会继续出版类
似作品吗？

胡晓舟：我们即将出版的一部作品有个小故事。
一位作者王柳云找到编辑部，说你们给范雨素出过
书，也给余秀华出过书，应该也能给我出书。王柳云
说她一边打工一边画画，同时写了部自传性质的纪实
文学。几经波折，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托付我们出
版。小说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一段段文字，编辑帮助
进行连缀和加工。

我们不会刻意出版某一群体的作品，还是会从文
本出发，广泛关注，遴选符合出版思路的选题。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视频化、碎片化时
代，文学出版如何出新、如何打动读者？

胡晓舟：这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市场细分更加明
显，读者也有多种选择。但无论如何，文学作品一要
真诚，直击人们的心灵；二要具有文学的审美特性，
能够引人共情。曾经看到一句诗，“文学在时代中绽
放，时代通过文学被铭记和传唱。”一个伟大的时代
不缺乏好题材、好故事，不缺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发现和推出风格迥异的好作家、各
具特色的好作品。

文本面前人人平等
新人作家自有光辉
——访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

□本报记者 洪玉华

素人出书“破圈”，出版人做对了什么
□本报记者 洪玉华

“矿工作家”陈年喜、“农民作家”单小花、“外卖诗人”王计兵、“煤矿诗人”榆木……在一个月前中国作协举办的“作家活

动周”上，45位今年新加入中国作协的会员代表受邀参加活动，其中来自基层的这几位代表尤其受到媒体和社会关注。

近年来，基层劳动者创作出书的故事，经常被媒体以素人写作、草根书写为话题进行深入报道。此次“作家活动周”上，他

们以中国作协会员身份集中亮相，更是引发社会对这一特殊文学群体的关注。

从出版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素人作者的基层书写受到关注，其背后不可或缺出版的力量。

杨本芬 范雨素 裴爱民 王计兵 胡安焉

素人出书渐成潮流

素人，即平常人、普通人。2015
年前后，素人真人秀节目的出现，让
这个词广泛传播开来。在出版业，近
年来出现了不少来自基层的素人作
者，我们不妨做个简单梳理。

2015 年，只上过一年半学的农
村老太太秦秀英出版了图书《胡麻的
天空》（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矿工陈年喜出版首部
诗集《炸裂志》（太白文艺出版社）。

2020 年，80 岁的退休工人杨本
芬推出处女作《秋园》（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

近 3 年来，素人出书更是渐成
潮流。上述3位作者在第一本书出版
后，陆续推出新的作品。秦秀英出版
了她的第二本书《世上的果子，世上
的人》，陈年喜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和
3 部非虚构作品，杨本芬则推出了

《浮木》《我本芬芳》《豆子芝麻茶》。
此外，还有更多的素人作者推出

第一本书，这里仅举影响较大的几
例。2022 年，曾火爆全网的育儿嫂
范雨素推出自传体长篇小说《久别重
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只有初
中文化的农村妇女裴爱民的日记被编
辑成《田鼠大婶的日记》（华中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23年，“外卖诗人”王计兵的
诗集《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
快递小哥胡安焉的作品《我在北京送
快递》（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问世。

编辑要有发现的眼睛

素人作者是如何被发现的？盘点
相关图书不难发现，这些素人作者在
出书前都曾在网络平台留下作品或者
练笔痕迹，也大多由此被编辑看到，
促成图书出版。

《我在北京送快递》的编辑普照
就谈道，他最初在豆瓣看到胡安焉的

《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形成数千
短评、几万点赞时，以为是因记录劳
动过程较典型而引发热议。又在豆瓣
读到《在上海打工的回忆》时，他意
识到这些文字很可能出自一位真正的
写作者之手。他翻出那篇“德邦”，
抛开所有图片或热议的干扰，单纯聚
焦于文字，发现两篇文章具有一脉相
承的写作质地，由此确认写作者的质
素，生出约稿的想法。

范雨素、王计兵等人与编辑的相
遇亦有不同程度的相似。由此，我们
看到，所谓素人，其实是生活中的写
作爱好者、坚持创作者，他们只是通
过网络被人们所看到。

兴起于演艺圈的素人一词，通常
指娱乐圈外，没有表演经验的人。但
这些写作者却并非全无经验。比如，
王计兵在诗集《赶时间的人》出版前
就是文学青年，亦是几十年的写作爱
好者。用他自己的话说，19 岁时外
出打工，晚间工友去逛公园，他就在
路边旧书摊看免费书。偶然在杂志上
看到投稿地址，他就发表了小小说处
女作《小车进村》。

靠作品打动编辑和读者

对于素人作品，编辑看重的是什
么呢？多位编辑谈道，素人也好，

“出圈”也罢，打动编辑和读者终究
要靠作品。

《赶时间的人》策划者、真故联
合创始人雷军说，首先是文学的质
感、作品中的哲理。其次是内容可以
让读者共情。他进而谈道，大众可能
被一个外卖员的故事感动，但身份反
差不会形成图书购买行为，品质与共
情才会触发购买、阅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总经理助理、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总经理赵鑫玮认
为，文学性是作品的传播基础。她
直言，打动人的不是素人写作，而
是一个普通人通过文本传达出来的
生活中奋斗不息的内在力量。赵鑫
玮进一步谈道，不需要顾虑作者专
业与否的刻板印象，真正的尺度其
实只有一个——文本。“杨本芬的写
作没有太多技巧，但是她的语言简单
有力，尤其善于捕捉细节。最突出的
是，作品中传递的情感让文字有一种
天然的感染力。”

普照认为，市场或热点虽频繁
变化，但好的写作不会改变标准。
他以好的写作为原创选题策划的原
点，期待为有缘分相遇的作者尽一
个编辑所能。

十月文艺出版社策划编辑张引
墨认为，范雨素写作的独特之处在
于其人生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的处
理态度，并且能用真诚与朴素的方
式去表达。

“任何一种写作，只要充满真情
实感，打动读者，并引起读者在某一
个情境下的共鸣，那就是成功的。”
张引墨认为，写作是个广阔的世界，
花花草草、参天大树共同存在才能呈

现这个世界的优美。

通过编辑手段为作品增色

《我在北京送快递》目前发货量
达5万多册。普照曾被问，稿子是不
是由编辑“加工”过？他的回答是完
全没有，“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尽量
让稿子保持原状出版。”

普照和胡安焉的沟通集中在选题
方向等前中期的准备出版阶段。他们
曾商定的书名是《打工记》，备选书
名《快递人间》，后来出版时，又改
为现书名 《我在北京送快递》。为
此，他和作者详述了改书名的初
衷。普照认为，《我在北京送快递》
不像 《快递人间》 那样略显煽情，
反而言简意赅，又有属于作者的烙
印和辨识度，对于图书推广、搜索
匹配也更有效率。张引墨谈道，写
作者能否被更广的人群看到有许多
影响因素。从出版来说，就是要精
确体现文本，表现出作品的特点。
在 《久别重逢》 编辑过程中，讨论
最多的是出版逻辑、对作品的理
解。比如，为了目录，编辑部反复
讨论，最终才决定了以作者生活经
历为主线的出版思路。

《赶时间的人》同样处处体现着
精确呈现作品的出版思路。这本书以

“外卖蓝”为封面，每章都以一份外
卖订单形式开始，“订单名”是章节
题目、“备注栏”是章节内容简介、

“订单详情”是章节篇名和页码。“王
计兵有4000多首诗，我们选了200多
首。”雷军说，所选诗歌偏重叙事，
因为他们擅长的选题类型是非虚构性
叙事。基于诗歌的个人色彩与专业
性，书中呈现的就是原作。

“书稿的编辑过程都是艰难的，
但《我本芬芳》的编辑过程，并不会
比其他作者的作品更难。”赵鑫玮
说，在 《我本芬芳》 之前，《浮木》
已获江西作协年度优秀小说奖，今年
杨本芬又加入了中国作协，这都是对
她的专业认可。那么编辑的意义在哪
里？“第一，发现和支持作者；第
二，通过编辑手段让作品更适应当下
的语境和审美。”

靠内容质量赢得市场

《赶时间的人》 目前发货量达 6
万册，这对雷军来说是出乎意料的。

“我们关注王计兵的故事和诗作已有
两三年的时间，认为确有出版价值。

但考察诗集市场后，这本书首印只有
5000册。”雷军说，但没想到一篇公
众号推文就卖了4000册。

复盘此后的大卖与营销，雷军认
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没有单向度
地把这本书往诗歌方向营销，而是
将其定位为一部有社会话题的纪实
性作品。二是营销没有单纯卖书，
而是把作者打造成一个文化符号，
当谈起工人、写作、诗歌、送外卖
的路上抬头看月亮等话题时，读者
都能想到这本书。

“‘4·23’世界读书日，我们跟
抖音平台联合，请王计兵和诗人余秀
华对谈。两小时的直播效果非常好，
但直播间并没有挂小黄车购物链
接。”对于这一反常态的操作，雷军
解释说，他们关注的是让更多人看到
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而不是一
场直播卖出多少书。

市场反响证明，路走对了。不仅
包括央视在内的众多媒体采访报道王
计兵和这本书，而且他还受邀到美国
纽约参加中美民间对话活动，与美国
长途卡车司机兼作家芬·墨菲一起分
享经历与感悟。随着作者的影响力日
增，图书销量也日升。

《我本芬芳》 连续 9 次加印，总
印数约 15 万册。编辑团队在营销方
面重点做了两件事：让更多人知道谁
是杨本芬，最初是营销向媒体推，后
来则是很多媒体找过来采访；发行团
队多角度、多层次承接销售。赵鑫玮
介绍，这本书的营销基本都从女性角
度、普通人出发，既切合作品也切合
读者感受，所以效果很好。

普照说，他们做了 12 场线下活
动，最意外的细节是在11月12日长
沙的活动中来了十几个 10 岁左右的
小朋友。交流中得知，是一位教师喜
欢《我在北京送快递》，所以推荐给
了学生。分享会上，教师关注胡安焉
如何安排工作与写作，尤其是在疲惫
时刻怎样坚持爱好、理想；小读者率
真地询问胡安焉如何处理矛盾、怎样
在同学矛盾中控制情绪。

“图书卖点首先在书的内容里，
需要编辑站在读者的立场，以文本
为事实基础去构思触发阅读兴趣的
文案着力点，但自然而成的才更
真。”普照谈道，胡安焉是豆瓣的长
期用户，借势豆瓣营销有原始流
量，但转发赠书活动不强求评价，
更别说好评，因为个人化、自然而
成的读者反馈质量更高。吸引到第
一波关注后，必然得靠内容质量引
发后续的涟漪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