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

■主编：左志红 ■责编：张雪娇

■版式：王书亮 ■责校：耿道川

■邮箱：cbfxxw@126.com

■热线：（010）87622062

2024年5月27日 星期一
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

微信公众号：

版话儿

■本期关注：出版社联合出书现象

近几年的出版奖项评选、好书榜单中不时出现两家出版社共同推出一本精品书的现象。共同打磨一本好书的出版单位或专业或

地域不同，它们在合作中贡献或场域或特色的出版力量，谋求1+1>2的出版效果。

虽然联合出书现象在获奖图书中占比并不高，但在近年评选中始终占一席之地，且有占比上升趋势。《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出版人，他们道出在联合出书中1+1>2的解题思路。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这一伟大历程中，闽宁协作
成就了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性的“闽宁经验”。在记录、
传播“闽宁经验”的图书中，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
人民出版社与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以一
部《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成就了一场闽宁
合作的出版佳话。

通力协作，为高质量出版打下基础

《诗在远方》是献礼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和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在
决战脱贫攻坚的这场持久战役中，闽宁协作是具有代表
性和时代性的，作为闽宁协作成功经验的见证者、亲历
者，作为新时代的出版工作者，把闽宁对口帮扶的故
事、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的故事、中国脱贫攻坚的故事
讲好，是我们出版工作的使命，也是出版人义不容辞的
责任。”宁夏人民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该书责编之
一赵学佳谈道，经过前期的选题策划和项目论证，尤其
是2019年4月22日，在第二十三次闽宁互学互助对口
扶贫协作联席会议上，黄河出版传媒集团与海峡出版发
行集团签署出版合作协议，将《诗在远方》列为第一个
合作项目之后，该书的联合出版开始进入快车道。

为保障《诗在远方》的出版质量，黄河出版传媒集
团抽调骨干编辑成立项目组全力推进项目实施，先后数
次召开工作协调会，沟通该书编辑出版事宜。赵学佳介
绍说，项目组对该书封面和内文版式几易其稿，并进行
了数十次微调。该书的审校任务，全部由副编审以上职
称的骨干编辑和校对人员承担。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项
目组将一般图书的“三审三校”制度提升为“三审+九
次校对+四次通读+重大选题审定+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审
读”的审读机制。

此外，项目组还数次前往北京、上海，与作者沟通
书稿修改事宜，并邀请有关专家学者、书中原型人物等
反复核对书稿内容，不断提升作品的内容质量。与此同
时，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抽调副编审以上职称的骨干编辑、
校对人员和审读专家全程参与该书的审校工作。双方的
紧密合作，为该书的高质量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

凝聚共识，在细节上下功夫

闽宁两省区出版集团及两地人民社对《诗在远方》
一书的策划定位是以“闽宁经验”为主题，用深刻的文
学思考生动记录闽宁协作的历史进程，全景式展现闽宁
协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彰显中国脱贫
攻坚精神的伟大内涵。

为讲好闽宁协作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脱贫攻坚故
事，《诗在远方》在文体和故事性上下足了功夫，其文
体的史诗性和故事的可读性是引起读者强烈共鸣的重要
保证，也是该书的独特之处和魅力所在。在联合出版过
程中，闽宁两地的项目组成员在交流中形成共识，大家
认为，该书的史诗性品格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以

“大历史”的书写方式再现闽宁协作进程中的重大历史
事件，使该书显现出厚重的历史感；二是在塑造人物和
叙述事件时熔铸了作者极大的情感，这些情感通过诗一
般的语言呈现出来，使该书具备了史诗的抒情性。同
时，《诗在远方》所讲述的时代故事和人物故事还具有
很强的典型性和可读性。

基于这些共同的认知与理念，在图书审校过程中，
双方编辑、审读人员都在细节上下功夫，重点突出文本
的品格与特色。比如，闽宁镇由“村”至“镇”的奋斗
史，红寺堡区从“不毛之地”变成“移民新区”的发展
史，西海固从“苦瘠甲天下”到处处是美丽新风景的创
业史……这些兼具“史”的知性和“诗”的感性，以知
性育人、以感性动人的细节在书中得到了精彩的呈现。
赵学佳认为，这也是该书出版后打动读者，并获得读者
广泛喜爱的原因之一。

联合推广，创新协作营销模式

《诗在远方》 出版后，入选 2021 年度“中国好
书”，并获得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
秀作品奖。为了将这部讲述闽宁协作感人故事的作品宣
传好，闽宁两省区出版集团在该书的宣发推广环节继续
携手，让好书走近更多读者。

“从联合推广的角度，《诗在远方》开创了‘闽宁协
作’的宣传营销模式。”赵学佳介绍说，2021年、2022
年“4·23”世界读书日，闽宁两省区同步在银川、吴
忠、石嘴山、中卫、固原、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
城市举办阅读推广活动，将闽宁协作机制和山海情义以
文化传播的方式落实于闽宁大地。

此外，闽宁两地在营销推广中协同发力，让该书形
成了更广泛的影响力。比如，黄河出版传媒集团《诗在
远方》项目组先后奔赴甘肃、陕西、山西、湖南、四
川、重庆、新疆等地，在“精准扶贫”“两不愁三保
障”“易地扶贫搬迁”等方面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地区
推广该书，同时以“脱贫攻坚精神在出版领域的实践”
为主题，与各省市出版集团交流经验，使东西部扶贫协
作积累的各种成功经验得以互动交流，引起了热烈的关
注和讨论。福建人民出版社则以 2021 年度“闽版好
书”评选、第十五届“书香八闽”全民读书月百种优秀
读物推荐等活动为契机，重点推介该书参评并成功入
选，并在第十七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上设置展示专
区，重点宣传推介该书。

《诗在远方》出版以来，闽宁两省区出版集团及两
地人民社协同运作，同时创新宣传方式、运用多种媒体
传播形式扩大宣传范围，“闽宁协作”的营销模式让

《诗在远方》在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持续提升。

《诗在远方》：
闽宁合作的出版佳话
□本报记者 洪玉华

近三届“五个一工程”获奖图书
中，共有6种由两家或多家出版单位联
合出版的图书获奖，除了一部系列图
书，其余均为文学类图书。

近三年的“中国好书”评选中，
共有14种两家出版单位联合出版的图
书入选，其中8种为文学书。可见，这
其中，文学类图书占比较大。

对于文学类图书占比较多的现象，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分
析认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优秀
的原创文学出版资源相对稀缺，以致市
场竞争激烈。有时会有多家有实力的
出版单位参与竞争一部优秀作家作品，
最终出现联合出版的情况。此外，文学
类图书出版大社、名社的品牌影响力更
突出，在宣发推广作家作品方面占有一
定优势。部分地方出版单位希望借助
联合出版扩大作家作品的影响力。诸
多因素推动下出现了文学图书在联合
出版中占比较多的现象。

除了文学类图书，联合出版的获
奖书大多属于两家出版单位各自贡献
专业力量式的合作。比如，三环出版
社近年来有两本联合出版的图书入选

“中国好书”，分别为《课文背后的红色
故事》《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
事》。三环出版社总编辑张秋林说，联
合出版的兴起是因为遵循了“出版加减
法”原则，一方面实现出版优势的叠加，
另一方面实现出版劣势的缩减。

张秋林分析认为，联合出版可以
实现专业能力做加法、出版资源做加
法、出版场域做加法三大优势。比
如，三环社专攻少儿图书，人教社专
攻教育图书，二者在少儿类教育图书
上存在交集，于是双方联合推出 《课
文背后的红色故事》。三环社在趣味性
和可读性上下功夫，人教社在知识性
和教育性上下功夫，双方专业互补成
就了一本好书。可以说，没有出版专
业上的交集，就没有联合出版。因
此，寻找交集、共同发力，是联合出
版得以形成的前提。出版过程中，双
方共享市场渠道资源、作者作品资
源、编校队伍资源、发行宣传资源，
结果往往“1+1>2”。因此，共享数据
是联合出版互利共赢的捷径。

张秋林还以《我的城，我的镇——
景漂的故事》 为例谈道，该书由三环
出版社与江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该书原属人文社科类图书，三环社正
是通过联合出版，实现了从少儿向社
科出版的“越界”。在出版优势叠加的
同时，联合出版可以实现成本、风
险、周期做减法。他认为，双方共担
制版费，印数增多还能享受更低的印
刷折扣。两家社合作可以缩短出版周
期，将名家新作迅速传送给读者。

寻找交集，共同发力

《大运河画传》由江苏凤凰科学
技术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联
合出版，也是近三届“五个一工程”
奖获奖图书、近三年的“中国好书”
中唯一一部由集团内两家不同单位联
合出版的图书。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
版社中国运河出版中心主任胡久良介
绍说，苏科社曾组织编纂出版《中国
运河志》，在大运河文化领域积累了
丰富的资源。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提出以“画传”形式讲述大运
河故事的设想，因此对美术设计要求
非常高。在凤凰传媒的协调下，促成苏
美社加入进来。一家社拥有专业的出
版资源，另一家社具备丰富的画传类
图书设计经验，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在书稿加工过程中，两家社编
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尽力实现‘图文
咬合’这个目标。行文到何处应配什
么样的图画，图画占多大版面，一个
章节的图前后是否协调，都是要着力
解决的问题。”胡久良说，实际工作
中，大部分时间是两位来自不同出版
社的编辑坐在一起，逐页讨论，很多
意见都是在争论后达成的。最后关
头，甚至是作者、编辑、设计人员集
中办公。

《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同样
是一本“争论”出来的好书。“这本
书仅策划方案就修改了10次。”中华
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罗华彤说，该
书与 《从考古看中国》 属于同一系
列，均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
室编。《从考古看中国》所获赞誉吸
引了科学出版社的关注。科学社旗下
有考古分社，有地理类杂志，拥有丰

富的中国地理图片。共同的出版兴
趣、互补的资源优势促使两家社走在
了一起。

“两家社先商定书稿大纲，再分头
约学者撰写文章。”罗华彤说，《品读中
国：风物与人文》是一部全面展现近年
来地理科学发展主要成就、展示中华
文明辉煌的普及性读物。联合出版
中，双方都把各自的作者资源优势发
挥到极致。读者可以在书中看到葛剑
雄、秦大河等 20 余位文史、地理学者
的大家小文，文章短小精悍，却都具有
力透纸背的精彩。与精彩的文字相得
益彰，书中配图也颇为夺目，直观地展
示了中国风物与人文之美。

《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是两
家社出版能力与资源优势叠加的结
晶，也是双方编辑思想碰撞、通力合
作的成果。罗华彤认为，相互借力、
互相启发成就了这本好书。

张秋林用“琼客吃江西土产、
‘牛郎’和‘织女’分工”来形容《我的
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的联合
出版体验。“策划出版之初便考虑
到，三环社诞生于椰风海韵的南海之
滨，不宜独家出版极具江西本土地域
色彩的图书，于是我们选择与合作过
多次的江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张秋林
说，出版过程中，三环社就像“织女”，
负责选题、策划、组稿、加工整理、校对
等环节的精细处理；江西教育出版社
就像“牛郎”，负责控制进度、整体审
读、召开会议、拍摄影片等宏观事宜。
双方协作促成好书、荣誉共享。三环
社作为海南远客，也有幸尝到了江西

“土产”，真是“美味”极了！

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图书获奖，意味着成果已出、
合作关系可暂告结束。但对出版
双方来说，联合出版中的开拓创
新或既有经验的延展，都值得总
结梳理。

胡久良说，凤凰传媒在推进重
大出版项目过程中曾采用跨社协同
的工作模式。此前，《中国运河志》
编审校环节集聚了凤凰传媒旗下4
家出版社的10余名资深骨干编辑，
开展了一场“出版大会战”。这样的
协同作战，不仅确保了重大出版任
务的按时保质完成，也为参与其中
的编辑人员提供了互相学习、深入
交流的机会。也正因有这些积累，

《大运河画传》的联合出版得以顺利
推进。该书编辑工作中采用的开放

式工作模式，对编辑人员的人际沟
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有较高的要
求。经此一“役”，出版企业、编辑团
队对协同作战、高效沟通等都有了
更充分更深刻的体会。

“《平安批》的作者以一个非
常好的角度写出了一个好故事。读
者在阅读过程中完全不会想到这是
命题作文、主题创作。”韩敬群说，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花城出版社在
联合出版中达成共识，所谓主题创
作、主题出版，首先要看见的是创作
或者出版。不要老想着主题，反倒
会成就优秀的主题出版作品。

“在联合出版之前，我社还是
个未满三岁的‘雏鹰社’，要想在
短期内展翅高飞，打响自己的名

号，就必须得到‘老鹰社’的认
可；而人教社虽然久负盛名，但在
少儿出版方面却缺乏经验，急需

‘雏鹰助理’。”张秋林以《课文背
后的红色故事》为例谈道，此次联
合出版中三环社打响了自己的名
号、人教社产出了新类型产品，可
谓各取所需。双方的联手开启了

“新老社联合”的先河。他还谈
道，在图书营销中，联合出版实现
了发行力量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
化、营销成本最低化。

“老鹰带小鹰飞翔，琼客吃江
西土产，‘牛郎’和‘织女’分
工。”张秋林说，三环出版社两次
尝试联合出版，两次都大获 成
功，成功背后的共性或个性因素
都值得总结。

成果已出，经验持续

破解联合出书成功的密码
□本报记者 洪玉华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中华书局
科学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