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19日 ■星期一 ■责编：袁舒婕 ■版式：王书亮 ■责校：耿道川
出版06

■出版背后

近年来，唐代诗人王维越来

越受关注。曾几何时，王维被污

名化，也被边缘化，世人不仅对

王维其人有偏见，对其诗也有误

读。历史上真实的王维究竟是一

个什么样的人？2023 年由河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坐看云起：

王维的三十二相》，就是南通大

学教授王志清想使尽浑身解数

为王维正名的一本著作，以期

世人对其人其诗有个客观公正的

认知。

图书一经问世，便广受好

评。“志清先生的笔端融入了他

对王维的挚爱，其《坐看云起》

的理论逻辑也建筑在了‘正本清

源’的思想基础上，其著的字里

行间，让人清晰地看到作者‘正

本清源’的自觉与坚定。”这是

河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光

对图书及作者的评价。谁能想

到，对图书和作者有着如此清

醒认识的杨光，竟然和王志清

至今未曾谋面。他们是怎么促成

合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带

您一探究竟。

创编合力“正本清源”
□本报记者 吴明娟

在策划“入画·入戏：品
味中国戏曲”（四川少年儿
童出版社） 这套书之前，戏
曲对我而言是小时候和老爸
老妈一起听的戏曲磁带，是
每年春晚的戏曲串烧，是老
爸在自学月琴过程中展现
出的令我钦佩的毅力。我
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怎样
将戏曲的魅力传递给新一代
的孩子们。

大概就是一种缘分吧。
2023年，我认识了复旦大学
专门做童书的团队——童类
人。几个人的一台戏也就从
这一年开始了。团队的小伙
伴们有专业的戏曲专家、有
擅长写和画的专业老师。我
们几个人就从兴奋地建群开
始讨论选题的构成、卖点、
每一张图的用色构图、每一
本故事的框架、文本的修
改。第一次合作的磨合其实
就是对各自理念的执着，我
尤其注意导向问题，比如书
中涉及的戏曲曲目本身是否
有争议，是否不太适合儿童
过早接触等。

我和小伙伴们每月一次
电话会议，讨论图书的进度
和细节。在对传统戏曲文化
的知识储备方面，我远不如
她们。几个人每天都在群里
叽叽喳喳，兴奋不已。我曾
经跟一个朋友说：“在现在这
个市场环境下，在做了20年
的出版后，还能为一个选题
兴奋的编辑就是好编辑；还
能为一个选题兴奋的作者，
就是好作者。”当好的编辑遇
到了好的作者，一定会打造
出好的产品。

提炼卖点抓住痛点

戏曲有它的调性，有它
独特的香味，有它不为人知
的历史。我是发自内心地想
把戏曲这个好东西分享给所
有的孩子，因此在打造这套
书的时候，更多是考虑如何
把戏曲文化用孩子喜欢的形
式进行讲述。为孩子讲述戏
曲的传承精神时，我们不仅
要介绍戏曲的艺术魅力，更
要强调其中所蕴含的传承价
值和精神内涵，还有传统文
化熏陶下的价值观。

做选题要考虑到卖点的
提炼，也就是所谓的如何抓
住家长的眼球。回想起策划
选题的时候，我们经常只顾
追求图书的颜值，而忽略了
读者的需求，直接地说就是
抓住家长的痛点。为此我从
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方面，这本书要拓展
孩子对非遗文化的了解，提
高孩子的文化素养。昆曲、
京剧、越剧等都是我们璀璨
的非遗文化，让孩子了解非
遗文化，对提高孩子的文化
艺术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落实在语文
学习上，这本书要直击小学
学段语文戏曲知识考点。统
编版语文教材一年级上册开
学第三课就出现了京剧脸
谱、服饰和人物造型。学的
是“站如松，坐如钟”，如果
孩子了解京剧，他可以更加
有体会。四年级上册课文

《梅兰芳蓄须》这篇文章讲述
了四大名旦梅兰芳的故事，
文章的导读就介绍了梅兰芳
的代表曲目《贵妃醉酒》和

《霸王别姬》；五年级课本中
关于四大名著的赏析在戏曲
方面也有呈现，比如越剧

《红楼梦》，京剧 《空城计》
《闹天宫》等。六年级《京剧
趣谈》一文为孩子介绍了京
剧知识，如马鞭、亮相等，
也介绍了经典剧目 《拾玉
镯》《金玉奴》。可见，让孩
子提前了解戏曲知识，其实
是在为小学学段的语文常识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强化图书的功能性

我在追求“高颜值”的
基础上，强化了这套书的功
能性。

“入画·入戏：品味中国
戏曲”以不同的戏曲切入
点，通过 5 个基于事实的原
创戏曲故事，选取每个时代
富有特点的戏曲剖面，真正
让孩子“零门槛”了解戏
曲，轻松地学习戏曲知识，
感受戏曲之美，体悟戏曲流
传至今的精神。该系列绘本
从时代发展的层面讲述了 5
个不同时期的戏曲特色，让
孩子更为全面地认知戏曲、
理解国粹。

首先，我们要告诉孩子，
戏曲的传承精神体现在对传
统文化的尊重和继承上。在

《京 剧 从 哪 儿 来》 这 一 本
中，我们为小读者呈现的是
京剧的起源故事。突出花雅
之争，描画京剧的形成过
程，突出其兼容并蓄的博大
之处。这些元素不仅展现了
戏曲的艺术魅力，更承载着
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历史记忆。《我家有个小戏
迷》讲述的是一家三代人对
戏曲的传承故事，表现百花
齐放的喜人局面。这套书中
穿插戏曲常识、作家作品、
重要事件等，对中国戏曲发
展脉络做出简要勾勒，让孩
子更为全面地认知戏曲、理
解国粹。

其次，戏曲的传承精神
还体现在对艺术的追求和创
新上。《不一样的昆曲》中的
李渔就是一个追求创新的杂
剧家，书中通过昆曲大师李
渔带领家班巡回演出，实现
戏曲的商业价值，展现了昆
曲典雅外的另一面。《人人都
爱元杂剧》主要通过元杂剧
介绍戏曲的起源与初步发展
成熟，特别讲述了戏曲艺术
家们不断探索新的表演形式
和技法，使戏曲艺术焕发出
新的活力。这种创新精神不
仅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发展，
也为孩子们树立了勇于探
索、不断创新的榜样。

此外，戏曲的传承精神
还强调了团队合作和师徒相
传的重要性。在《四大名旦
养成记》中，演员们需要密
切合作、默契配合，才能呈
现出完美的艺术效果。通过
阅读，孩子们也能培养尊重
师长、团结协作的精神。

为孩子讲述戏曲的传承
精神，不仅可以让他们了解
传统文化的瑰宝，还能培养
他们的文化自信、创新精神
以及团队合作精神。希望孩
子们能够在这套书中汲取力
量，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四川少年儿
童出版社）

为惊艳时光的
戏曲选题而兴奋
□于杰

北京古典诗歌的创作历史十分悠
久，歌咏内容十分丰富，但却不为当
代读者所熟悉，这无疑是非常可惜
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燕
山 雪 花 大 如 席 ”“ 剑 外 忽 传 收 蓟
北”……这些诗歌名篇，读者耽于其
艺术的高妙，却很少能把它们和北京
历史文化联系起来。为了充分发掘
利用北京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进
而向全国、向全世界展现北京的城
市风貌与多元魅力，北京出版集团
旗下的文津出版社策划了“艺文北京
丛书”，《古代诗歌中的北京》便是其
中的一种。

精选110首诗歌后反复
审读

为把“艺文北京丛书”做好，
文津出版社约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
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出任丛书总主
编，从宏观层面把握图书的编选、
注解规范，总其大纲；由北京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宋代文
学研究学会理事马东瑶担任 《古代
诗歌中的北京》 分册主编，具体领
导篇目编选、字句注释、作品解题
等工作。

两千年来，反映北京古代历史
文化的诗歌作品浩如烟海，而且散
见于不同作者的诗文集中，寻绎为
难。清初虽有无名氏抄录各家关于
北京的诗篇，辑为《人海诗区》，但
限于个人见闻，所收未弘，且其中
选录篇目亦有望文生义者，未可尽
据。此番编选 《古代诗歌中的北
京》，编选团队在有限的时间里穷搜
冥索，从篇目浩繁的古代诗歌中精
选了 110 首，或是青史留名的不朽

篇章，或对于北京历史文化的体现
极为深刻，或能真切反映特定时期
北京地区的历史面貌，加以简要注
释，并作解题，以飨读者。限于本
书篇幅，还有许多重要的诗歌作品
已经列入初选名单，但最终不得不
被割爱，致有遗珠之叹，这是十分
遗憾的。

由于预期的出版时间颇为迫促，
在编选团队交稿之后，编辑团队就全
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书稿审读过程。

《古代诗歌中的北京》编选团队由一
群学有专长、知识丰富的年轻人组
成，但编选、注解工作是分篇进行、
各自独立的，虽有宏观的工作标准在
前，但在具体工作中，每一篇目的注
释、解题写作，仍难免带有个人色
彩。将各篇书稿整合为一来看，其中
前后互歧、注释重出、失注漏解之
处，皆在所难免。

为解决上述问题，编辑团队与马
东瑶密切配合，通过反复审读书稿，
从体例、内容等方面多方对书稿进行
梳理，尤其是对注释、解题进行了全
方位的检阅与修正，确保做到注解简
而有则、行文流畅自然，尤其注重对
人、事、物、情注解的精到与翔实。
为此，编辑团队成员甚至放弃了个人
休息时间，全身心投入本书的编辑审
读流程。

全面校勘后以文献为依
据修改

在书稿审读过程中，编辑团队主
要解决了以下几类问题。

首先，编辑人员以公认的善本为
依据，对书稿进行了全面校勘，除校
订所选各诗歌的文本外，还校正了注
释、题解乃至作者简介中的各种引据

错误。如曹植简介中引谢灵运语：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
编辑据 《南史》 逸文校“有”为

“共”。左思《咏史诗八首 （其六）》
题解引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似
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
简”语，编辑据该书校“贵简”为

“简贵”。此皆其例。
其次，对注释中存在的个别理

解问题，编辑人员以文献为依据作
了纠正。如鲍照《代放歌行》“小人
自龌龊，安知旷士怀”句，编选团
队注“龌龊”为“不干净，肮脏，
形容人品恶劣”，编辑人员据《汉书
注》订正为“龌龊，小节也”。又如
张说 《幽州别阴长河行先》 诗，编
选团队解“荆南久为别，蓟北远来
过”句为“相州在荆楚以南，所以
本诗有‘荆南久为别，蓟北远来
过’的句子”，然而唐代相州实跨
有今河南、河北交界的安阳、邺、
成安、内黄、临漳、临河、汤阴、
林虑等八县，远在荆楚以北，编选

者注释有误。基于这一事实，编
辑人员改写本条注解为“张说任
荆州长史时，阴行先应也到荆州
探望过他”。

再次，对编选者未及注出的个别
知识点，编辑人员也酌情作了补正。
如鲍照 《代放歌行》“一言分珪爵，
片善辞草莱”句，编选者仅注“珪
爵”为“高贵的爵位”，编辑人员以

《战国策·齐策二》昭阳答陈轸语“官
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为据，补注

“战国时楚爵有执珪”。又如本书对诗
人李益的介绍，编选者仅说明其“因
仕途不得志，辞官，终日遨游于燕赵
一带”，对其后半生的经历语焉不
详。编辑人员以 《新唐书·李益传》
及现代出土之李益墓志铭为据，简要
补充“后官至幽州营田副使，加御史
中丞，改右散骑常侍，以礼部尚书致
仕”等内容，以便读者全面了解李益
生平。

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反复打磨，
《古代诗歌中的北京》终于以既符合
学术规范又适应大众阅读口味的形
式，于 2024 年 4 月出版，呈献给广
大读者。

北京历史文化是一座历史悠久的
宝山，虽已经过多年辛勤发掘，但至
今仍未得到充分开采与利用。在既往
的出版工作中，文津出版社策划的

“北京古籍丛书”“北京舆图集成”
“大家京范”等北京历史文化类书系
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有的产品
甚至成为出版业界的标杆产品。此次
出版“艺文北京丛书”，则是对北京
历史文化读物普及化、大众化的进一
步尝试，希望读者能从中感受到北京
的多元魅力。

（作者系文津出版社古籍编辑室
主任）

从浩如烟海的古诗中穷搜冥索
□乔天一

■责编手记

自当年4月初启动，7月3日整
稿杀青，王志清即进入“高考的状
态”。“经常是什么时候醒来，什
么 时 候 上 岗 ， 每 天 8 小 时 伏 案 ，
心无旁骛，无疑对我也是一次极
限挑战。”他说。

7月交卷后，王志清满以为在大
伏天里要有一校的。然而，一个月
过去了，没有动静；两个月过去
了，还是没有动静，连责任编辑都
没有落实。王志清心里开始犯嘀
咕。终于在9月16 日，他接到了河
南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张岩的电
话，原来，出版社走三审流程，一
点也没耽搁。张岩对图书精细打
磨，根据“中华文脉”丛书的要
求，按照读者的定位，对原稿进行

了技术处理，略去了不少引文的出
处。在印刷前的PDF形成之后，还
让作者两次修改，并与之共同把
关，将差错率尽可能降到最低。

2023 年 3 月收到样书，装帧与
印制都非常精美，大大超过了王志
清的期望值；2023 年 4 月，南京大
学教授苗怀明主持的“古代小说
网”平台精心推介；2023 年 6 月，
获得第32届北方社会科学优秀图书
奖；2023 年 9 月，王志清接受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采访，做成一个小时
的 《超悦》 读书节目；2023 年 12
月，该书入选2023年全国中小学图
书馆 （室） 推荐书目……王志清专
门收集了图书出版后的一些反响，

“意在说明全身心投入做一本书，即

便时间有点赶，也还是能够获得较
好的回报的”。

“做这本书虽说有点赶，也是因
为写得很顺。”顺是因为王志清站在
30年研究的基础之上，也是站到了
自己的肩膀上。阅读图书，读者在
行文中随时能感受到王志清对王维
道德文章的推崇和因书写王维而生
成的欢喜。

对此，张岩也深有感触。“本书
里没有繁杂琐碎的学术考证，也没
有‘灌水式’重复解读，而是将考
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充分体
现了作者长于思辨、注重审美的学
术个性，其将感悟与理性融于一
体，对王维深入研究形成了新的判
断。”张岩说。

“高考的状态”：创编流程一点没耽搁

王志清对王维有着独有的偏
爱，“30年来读一人，我与王维朝夕
相处，其影响是深入骨髓的。”王
志清说，他的研究与撰写，没有
一点预设立场也是很难做到的。
也因此，他尤为感谢编辑对他的

“宽容”。“这是做好一部书最基本
的前提。”

而杨光对王志清的语言表述不
但“宽容”，甚至到了“偏袒”的程
度。“王志清的文字对王维是有所

‘偏袒’的，但他的‘偏袒’是极富
激 情 且 具 有 强 烈 的 争 论 精 神 。”
“ 《坐看云起》 充满了‘正本清

源’的辨析，甚至就是在论战。这
不是说志清先生容不得别人对王维
的半点亵渎与不敬，而是他有一种
敢于质疑的精神，不信邪，不泥
古，不迷信权威，不拿香跟拜，不
做人云亦云的学舌文字。”杨光说。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于正题
“坐看云起”外，别设副题“王维的
三十二相”。正题着眼于为王维定
位，揭示其人格精神，可谓“聚光
的书眼”；副题以佛陀及转轮圣王特
具的“三十二相”为喻，从每个剖
面切入，揭示王维诗的美学特征不
易被感知和领略的原因，指点出走

近其人其诗的路径，可谓解读其诗
其人的“路径图”。

据介绍，本书共 8 章，可以用
雅、侠、和、简、仁、让、闲、静8
个字来概括，全面而立体地展现了
王维其人的道德文章，是王维其人
的面面观。“从正、副题相承相辅的
角度看，本书是王维论和其作品论
的综合体；从论述方法和结体方式
角度看，本书是从解诗入手，让
读者于妙悟心解之中神接王维，
是一代诗人、哲人王维的精神史
传。”90岁高龄的著名评论家秦兆基
如是评价。

编辑的宽容：理解作者的独有偏爱

故事还要从 2022 年 3 月说起，
当时因疫情长时间的宅家生活，王
志清心情多少有些郁闷。杨光就是
这个时候和他联系想做一本关于王
维的书。王志清说：“《坐看云起》
的撰写与出版，纯属缘分，意外
收获。真的是闭门家中坐，好事
天上降。当时手机里传来陌生而
热情的声音，是个很阳光、很爽朗
的女士声音，让我如沐春风的亲
切。”杨光的慕名而来让王志清喜出
望外，不消几句话，他们就成了未
见面的熟人。

自1993年《人文杂志》发表第
一篇王维研究的论文起，30年来王
志清已发表单篇论文60余篇，出版
专著五六本。“2000 年和商务印书
馆合作做一部 《论王维》的书，总
感到有不少话没有说好，或没有说
出来，也想再有个完善自我的机
会。”杨光的电话，正好投王志清
所好。

那次通话仅进行了半个多小
时，二人就商量好了新著的题目及
规模。两天后，王志清将新著的提
要与纲目发回；又两天后，收到了

快递过来的合同。“这些‘程序’
在一周内就完成了，我已出书20余
部，从未有过如此高效的经历，特
别佩服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办事效
率。”王志清说。

此次合作，让王志清尤为感动
的是，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的“中华
文脉”丛书里竟也让王维入列。“这
个决定，也许并非杨总一人所能够
拍板的，但是作为方案的执行者，
我在杨总身上看到了策划者的学术
境界与选题的敏锐眼光。”王志清
直言。

高效的合作：未曾谋面便顺利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