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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国家日益重视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为中医药传承
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了加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
挖掘、阐释，推广普及名医、医籍及名方等中医药文
化的经典元素，结合市场需求，我设计了“名老中医
临证医案精粹”这套归纳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诊
疗经验的丛书。

充分准备 初步成书

质量是书籍的灵魂，好的书籍离不开好的作者。
我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名单进行了初筛。随后，我
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咨询等方式，拜访了30余位名
老中医，结合名老中医的专业履历、擅长领域、疗效
反馈等信息进行了二次筛选，最终确定了有合作意向
的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考虑到名老中医
普遍诊疗工作繁忙，因此我们采取了团队编写的模
式，主编由名老中医或其学术传承人担任，编写团队
主要由工作室内的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资深主治
医师等成员组成。

在开始撰稿前，我们组织召开了编写工作会，
要求编写团队的所有成员对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的
认识形成统一，深刻理解名老中医的学术精髓和诊
疗经验，仔细筛选经典验案，准确分析名老中医在
诊疗过程中的辨证思路和药物配伍，确保书稿的科
学性。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作者缺乏撰写著
作的经验，对书籍的格式、行文、内容选取存在困
惑，为了解决此问题，我们组织了数次推进会。会
前，我征询了多位行业专家的意见，询问了潜在读
者的需求和期望，研究了市场上中医临床医案类书
籍的编写特点和市场表现，最终选取了市面上销量
较好的几本书籍作为样例供作者参考。会上，我与
作者团队进行了多次沟通，最终确定了书稿的体
例、行文规范。

在撰写过程中，我发现作者对按照书稿体例分析
疾病案例存在不少问题。我从以往责编出版的图书
中，选取数个病程完整、病程转归典型、诊疗过程清
晰、治疗方案易于模仿的病案供作者参考，帮助作者
将丰富的诊疗经验转化为表述思路清晰、内容科学严
谨的学术著作。

认真审校 仔细核查

初稿完成后，我与主编沟通，要求编写团队内部
对稿件进行交叉审核。收稿后，为了保证书稿中所涉
医学专业知识准确无误，我邀请多位知名专家组成专
家审稿团队，对书稿的专业性、科学性进行审核。

一是专业性知识的核查。因书稿由多人编写，考
虑到不同传人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理解的差异
性，我与审稿团队重点核查了同一学术理论（观点）
在不同章节、不同段落的一致性。同时，我们也对书
中的医学专业知识进行了核查。

二是病程转归及用药合理性的核查。书稿中的病
案都来自临床，与审稿团队一道检查病程转归的合理
性，存疑之处均要求作者核对原始病案以确保书稿表
述的准确性。我们也检查了用药合理性，检查了药物
配伍、特殊药物的炮制、服用方法，并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核查了药物剂量。

三是引文核查。书稿中引用了大量古籍，编辑过
程中，我详细核查引文的来源，并查验了引文字句、
标点的正确性。同时，我将所有古籍引文相关段落单
独列出，请名老中医本人和审稿团队交叉审阅，确保
引文在书稿中的适用性。

多措并举 助力营销

在书稿审校的同时，我们开展图书装帧设计相关
工作。为增强吸引力，我多次调研市场上销量较好的
同类图书，与美术编辑和版式设计人员进行了多轮沟
通，多次征求作者、潜在读者的意见，最终设计了既
充分体现中医特色又兼具现代风格的版式、封面。

酒香也怕巷子深，优秀的内容是一本好书的内在
灵魂，合理的推广是书籍能被更多人阅读的关键。为
扩大图书的销量，除在主要发行渠道外，结合医疗行
业的特性，我们采取了以下方式推广：

一是采取私域流量推广。在名老中医及其传承
人的诊室、办公场所摆放样书，供感兴趣人士浏览
了解。此外，我们请编写团队成员在学术年会、微
信朋友圈、学术群、微博等渠道宣传本书，扩大书
籍销量。

二是网络营销。图书付梓后，我与本社负责同志
沟通了网络营销策略，设计了宣发策略。同时，我们
邀请作者团队联系其所在单位的宣传部门，通过微信
公众号等方式宣传本书。

整部书从策划到出版，历时颇久，截至目前，
“名老中医临证医案精粹”系列丛书已陆续出版上
市。作为从事医药书籍的出版人，我深刻感受到出版
业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谱写新时代的
华章。

（作者单位：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遍访名医做好调研
严控质量确保严谨
□樊莹

柔情与热血和融，时代与家国共
担。山东文艺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中国
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彭学明长篇小说

《爹》，在寻踪湘西往事中抒写了一曲
壮阔的人民史诗，入选了中宣部
2023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名
单。作为责任编辑，山东文艺出版
社副总编辑张海珊向 《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 记者讲述了该书出版背
后的故事。

历经淘洗的寻根之旅

《爹》源于《娘》。
2016 年，山东文艺社在威海召

开“鲁军新锐文丛”研讨会，彭学明
作为受邀专家出席会议。“虽然早就
得知彭老师的大名，读过他的长篇纪
实散文 《娘》，但之前一直无缘结
识，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张海
珊回忆道。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平与彭学
明是相知多年的好友。一见面，他们
就热烈地聊起了《娘》出版后的巨大
反响，以及与形形色色读者之间的各
种互动。张海珊几次听到李掖平鼓动
催 促 彭 学 明 再 写 一 部 《爹》， 与

《娘》相映生辉。
“乍听到这个提议时，我心中很

有些纳罕和震惊。”张海珊说，在
《娘》里，爹是作为“反面”形象出
现的，娘和“我”的苦根源就在于不
负责任的爹。那时与彭学明并无任何
交 往 的 张 海 珊 自 然 而 然 地 认 为 ，

“爹”必然是作者心底一道还在渗血
的疤，是需要小心翼翼地刻意规避唯
恐触及的，这样的“爹”又如何去

“立传”？
带着疑惑，张海珊渐渐了解到，

《娘》的写作过程中，彭学明也引发
了寻根的念头。“往事历经岁月淘
洗，深层的意蕴往往会披露，尖锐的
爱恨可能会消解。随着年龄和阅历的
增长，彭老师为爹娘的往事触动，也
渐渐体悟到了娘对爹的留恋和宽容的
缘由。”张海珊说。

与彭学明熟悉后，张海珊了解
到，在引起轰动的作品 《娘》 出版

后，彭学明从热心的读者和乡亲口中
得知了更多线索，还有很多关于娘的
故事没有写尽。

“彭老师也有修订的意愿。于
是，我们果断两去北京，更趁彭老师
到山东作协公干时数次接触恳谈，表
达了强烈的出版意愿。”终于，张海
珊和山东文艺社的诚意打动了被数家
出版社“围追堵截”的彭学明。2017
年 12 月，在彭学明的办公室里，双
方郑重签下了 《娘》（修订版） 和

《爹》的出版合同。

饱含心血的合璧之作

《娘》（修订版） 如期顺利出版。
在提交了 4 万字左右的 《爹》 初稿
后，由于彭学明工作繁忙，难以有整
块时间专心创作，《爹》的写作时断
时续。

《爹》 所展现的故事时间跨度
大、人物众多、线索纷繁，而彭学明
构思的人物又全部在完全真实的地
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之中活动，人物
的年龄设定、成长活动轨迹、命运
起伏等，都要与湘西地理、所处时
代有严密的嵌合，这也给创作增加
了很大难度。

“这无疑是‘戴着脚镣跳舞’，
比完全虚构一部作品需要花费更多
时间和精力。”张海珊说，彭学明创
作态度严谨，用心检索资料、斟酌
构思，因而导致 《爹》 的出版日期
一拖再拖。“我们心中着急，曾多次
沟通催稿。”

2023 年年初，广西广播电视台
《遇见好书》节目组要为《娘》制作
一期专题，张海珊与《爹》的另一名
责任编辑冯晖随行协助拍摄。短短的
湘西行使张海珊惊觉：书中的一切都
那么真切，没有一个字的虚谎。这也
使张海珊更加迫切地想读到这样一个
真实无伪、情感浓烈的作者笔下的

“爹”会是什么样子。
或 许 是 由 于 湘 西 行 的 触 动 ，

《爹》的写作速度大大加快。2023年
6月，张海珊终于收到彭学明写定的
初稿。

“我们惊喜地看到，《爹》不限于
家族叙事，而堪称湘西的父辈长歌。
它借‘寻父’的因由，回溯了爹与同
代湘西父辈的传奇。”特别令张海珊
惊喜的是，经过作者的巧妙设计，

《爹》 虽然是虚构作品，但与 《娘》
的人物、情节、时间线索等榫接得天
衣无缝，显示了高超的创作技巧。

“至此，非虚构作品《娘》与虚构作
品 《爹》，仿佛一双玉器中罕见的

‘合符佩’，精妙地嵌合在了一起。”
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张海珊

和冯晖紧张编辑了初稿，并向作者提
交了5000余字的审稿心得。“彭老师
为人非常真诚谦和、从善如流，我们
提出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修改建议，他
基本都愉快地接受了。”彭学明提交
了修订稿之后，编辑加班加点，对书
稿精编精校。彼时，刚刚卸任山东文
艺出版社社长、就任山东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李运才，也抽
时间对书稿中的军事问题等进行了重
点审阅校订。

历经6个校次后，为保证出版质
量，付印前，山东文艺社还特意抽调
两名业务出色的编辑对书稿又进行了
一次审校，此后又邀请白烨、胡平、
贺绍俊、柳建伟等数位专家审读，并
提出修改建议。专家们在极短时间内
通读书稿，从情节设置、背景交代到

人物言行，乃至部队番号、历史沿革
等，均提出宝贵的修改建议。

因 《爹》 完全以真实历史为背
景，涉及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等历史，山东文艺社
又邀请军史专家，重点对涉及部队、
战役等的军事内容做了审读校订，以
确保书稿的严谨。

推敲打磨的执着之交

是家国录、英雄志、正气歌，也
是浪漫史、风俗记、地理编。经过山
东文艺社李宁、李运才、徐迪南前后
三任社长全力组织、支持保障的接
力，经过作者潜心创作精心打磨，

《爹》在签约7年之后终于问世。
“《爹》的编校过程是紧张的，

但最终成书的 60 余万字编辑起来并
不沉重沉闷。”张海珊反而觉得，能
在这样一部写得漂亮的书稿中“不动
声色”地留痕，是一件幸福的事。编
书的过程，一直令她沉浸于作者笔下
属于湘西更属于中国的家国传奇中。

同时，在编校过程中，张海珊和
同事们也充分领略和“享受”了彭学
明的认真甚至“固执”，比如对书名
的种种考量。

书起初定名为《爹》，但彭学明
觉得作品属于湘西人物长卷，有厚重
史诗风格，命名为“爹”有些“小”
了。张海珊坚持认为，“爹”作为书
名更加意味深长，更有浓重的乡土意
蕴和强烈的个人风格，且“爹”字不
同于“娘”的单纯眷恋色彩，更具有
丰富复杂的指向。经历了多日推敲、
斟酌、思索、纠结，最终，彭学明还
是拍板将书名定为《爹》，只加了献
词页和一些文字。张海珊说：“这是
作者的严谨和执着，也是文学的思索
和考量。”

“好在最终障碍一处处克服、问
题一个个解决，留下的，只有对彭老
师的执着和认真的感佩。”张海珊
说，编辑《爹》是自己出版生涯最美
好的回忆之一，因为“认真的人总会
让人肃然起敬，而遇见好书，叠加负
责的作者，实乃幸事”。

彭学明长篇小说《爹》：

玉成还须巧琢 匠心方得精品
□本报记者 孙海悦

近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的胡安焉的新作《我比世界晚熟》正式
与读者见面。

胡安焉，2023 年度出版圈的热门
人物，他创作的 《我在北京送快递》
获豆瓣年度图书第一名，关于他的采
访文章屡见于《南方周末》、澎湃、界
面等媒体。我是 《我比世界晚熟》 的
责任编辑，与胡安焉的相遇起初算是
机缘巧合。

从误解到“真香”

近年来，从“矿工作家”陈年喜、
“农民作家”单小花，到“外卖诗人”
王计兵、“煤矿诗人”榆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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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热潮。2023年年初，《我在北京送
快递》一书推出，取得不小的反响。我
本以为该书可能是一本跟风作品，通过
炒作普通劳动者的创作故事作为营销卖
点。因此当本书策划人、胡杨文化何崇
吉将 《我比世界晚熟》 的书稿发给我
时，我内心并非特别重视，对作者的写
作能力和文学素养也没有抱太大希
望。但当我阅读了十来页稿件后，我
意识到，这些文字的形成绝非一个业
余作者一朝一夕之功，它们应该出自
一个有多年写作训练的专业写作者之
手，随后我又阅读了他的成名作 《我
在北京送快递》 以及其他在豆瓣上发
表的文章。我马上回复何崇吉，这本
书我们确定出版。

在我看来，胡安焉的作品有三大
特色：

一是真诚面对自我的底色。在我从
事出版工作 20 年间，如胡安焉这样的
作者可谓凤毛麟角，他的文字真诚质朴
到让人为之心疼。作者从自己不同时期
的心理、性格和观念的角度切入去记叙
剖析，直面自己的迷茫、痛苦以及原生
家庭带给自己的心理障碍，将自己 20

年来的内心世界摊开，坦诚地与每一个
陌生读者分享。

二是大巧若拙的文笔。胡安焉的文
章是质朴的，没有过多的修饰与雕琢，
如路边最常见的野草。但细细端详会发
现字句中光华内敛、包蕴广阔，这来源
于其深厚复杂的生活积淀，以及对遇到
的每件事、每个社会现象的深入观察思
索。对这类稿子，编辑除了对个别不符
合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之处做必要处理
外，尽量让稿子保持原状出版。

三是大时代劳动者生活的折射。胡
安焉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广州、上海、
北京、南宁、云南等地工作和生活的经
历。这段经历恰恰发生在中国城镇化快
速推进的20年。他打的19份工，也多
为零工或者个体户创业。他亲历了中国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开淘宝店还
是做快递员，他的工作和这个时代人们
生存的方式适应与契合。可贵之处在
于，胡安焉不仅是那个“我”，还是一
个“他者”。他投身于时代又刻意保持
距离，站在稍远处细细观察这些变化，
然后通过文字，诚实地为我们记录这一
切。本书的文字折射出大时代下劳动者

生活样态的变迁。

数易书名

策划方开始提出的书名是《生活在
低处》，这个名字我们反复斟酌，认为
不符合本书的气质定位。从出版来说，
书名要精确体现文本，表现出作品的特
点。胡安焉在一次采访中就提到：“我
从来没有带着所谓的‘底层意识’去写
作，我也不是从‘底层关注’的角度去
写。”从事体力劳动者的生活为什么要
贴上“低处”的标签，这是我们不认同
的。相反，劳动者的生活被认真记录、
忠实呈现，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在阅读胡安焉书稿过程中，我们发
现，他 20 年的工作之所以不断变化，
是他从最初踏入社会的懵懂迷茫，到清
楚自己想要什么、人生应该如何度过的
痛苦思考成长的过程。对很多人来说，
这种清楚和确定并非来自个人的思考和
意愿，而是因循守旧、随波逐流，或受
到家长的规划和安排。而胡安焉则一直
在主动寻找。所谓“晚熟”，意思就是
保持一颗对世界真诚面对的心，不随波
逐流，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要成为一
个怎样的人，而不是早早成为一个所谓

“成熟”的人。于是我们建议本书起名
“我比世界晚熟”。这个书名也得到了胡
安焉的认可。为此，他在本书后记中是
这么说的：“我渐渐庆幸于自己的晚
熟，以及我的父母和家庭教育以一种阴
差阳错的方式给予我的馈赠。或许一个
人很早具有目的意识，人生确实会过得
更高效，但未必会更丰富和深入。”

票选封面

书中内文编校定稿后，又经历了几
次波折，导致印刷一拖再拖。首先是图
书加入了一些作者生活经历的照片。其
次是想做一本作者的漫画别册。照片的
挑选较快完成了，而漫画内容的审读比

较漫长，最后决定放弃。最后，本书的
封面也迟迟没能定稿，直到 2024 年 1
月，图书印刷已经迫在眉睫，我们看到
了一版设计稿。暗红加黑的底色，一个
快递摩托车骑手若隐若现，这个封面承
袭作者第一本书《我在北京送快递》的
内容定位，虽然不很理想，但好在清晰
与直观。随后又有两稿封面出炉，纠结
之下，我们采用了网上投票的方式，也
因此印制工作再次拖延。

后来网上票选通过的封面，在设计
上留白较多，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封面
中有太阳、一个人和人身后长长的影
子，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在世界上艰难跋涉，追寻自我价值的实
现和生命的意义，努力生活工作，坚持
不懈终有回报。这很符合本书作者的气
质，因为作者的写作就是来源于他日积
月累的坚持和沉淀，这本书是在经历过
各种工作和生活后对人生的思考……

在编辑这本书稿的过程中，我无数
次被感动。在我看来，胡安焉代表的是
在精神上坚韧好奇的普通劳动者。他多
年从事体力工作，却热爱阅读、写作和思
考。他身上有着社会劳动者探索自我、
努力成长、自强不息的精神。而一开始
的我，却对这样的作品暗暗贴上跟风炒
作的标签，现在想想无非是心里的“长
衫”未曾脱去，认为文学作品与普通劳动
者距离遥远，做市场分析时，也不自觉将
这部分人群排除在目标读者之外。

本书出版后，我们收到大量以前认
为不会去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的反馈，
豆瓣上也有很多读者共鸣强烈的留言。
这让我看到了原来出版作品的空间如此
广阔，而我们以前却自以为是，令人惭
愧。作为图书编辑，脱掉心里的“长
衫”，真正把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作为
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生产有利于
大众的读物，在今后的出版生涯中，进
一步贴近大众，我将继续努力。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
限公司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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