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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光影：南方报
人75年镜头实录（1949—2024）》《新程：南
方报业融合发展之路》两部传媒新作日前
与读者正式见面，这是该社建社25年来持
续深耕“中国传媒思想库”系列图书的一个
缩影。

“25年来，我们始终目标如一，不断策
划组织，多方开拓，出版了数百种传媒类图
书。”南方日报出版社社长周山丹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专访时表
示，作为一家小型的媒体出版社，南方日
报出版社一直强化精品意识，着力打造

“中国传媒思想库”，以优质图书铸造“小
而美”的出版未来。

确立“中国传媒思想库”出版理念

南方日报出版社于1999年年初诞生。
起初，该社分“南方传媒”“南方经管”“南方
生活”“南方文化”4条产品线。作为一家媒
体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充分利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资源，出
版的传媒类图书逐渐成为一条生产主线，
在全国传媒界形成较大影响。

自2002年始，以“传媒前沿丛书”为代
表的传媒类图书逐渐成为该社的核心品
牌。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主编
的《中国新闻图史》，作为“十五”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成功入围第六届国家
图书奖。该书姊妹篇《中国广告图史》，由中
国传媒大学广告学系主任黄升民等人担
纲。尤其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李希光主持编写的“传媒前沿丛书”出版
后，在传媒界和市场上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该社再接再厉，此后又相继出版《走进
美国大报》《走进英国大报》《解析传媒变
局》。其中，《走进美国大报》在不到一年的
时间重印3次。自此，南方日报出版社在图
书市场奠定了传媒类图书的品牌地位。

“媒体出版社是一朵‘新闻+出版’的
并蒂莲。”时任南方日报出版社社长丘克军
认为，将图书出版纳入报业集团的多品牌
战略之中，走个性化出版之路，才能确立自

身优势。该社适时提出打造“中国传媒思想
库”的出版理念。“‘新闻+出版’是媒体出
版社的‘独门武器’，只有精准点穴、靶向发
力，才能策划出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
佳的传媒类图书。”丘克军表示，一方面媒
体资源可以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图书传播
力也可以借此彰显。

锚定行业发展趋势策划选题

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传媒类图书不
是新闻传播学教材，而是走大众渠道，面向
有专业需求的读者。周山丹告诉记者，传
媒类图书围绕操作经验、思想观念、文化
价值三个层面进行选题策划，以经验借
鉴、观念启迪、文化滋养三方面“含金量”
为标准，来判断选题价值，并展开调研分
析，论证选题的内容价值和市场潜力。

在上述选题策划的指导思想下，该社
策划出版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报纸
发行培训宝典》《转型中的新闻学》《传媒影
响力》等传媒类图书成为一时的畅销书，引
进出版的《调查记者手册》等新闻业务图书
开拓了国内新闻从业者的视野。在单本图
书之外，该社一直注重传媒类丛书的策划，
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主编的“中

外传媒体制创新丛书”，分别对美国、日本、
俄罗斯、韩国、英国及国内传媒体制创新进
行深入探讨，在图书馆配市场获得不错的
效益。

传媒类图书作为该社重要的产品线，
在出版环节管理严格，实行全流程管理和
精细化管理，切实执行“三审三校一读”制
度。“除了尽量减少各种差错，还努力增加
编辑含量和设计含量，全面提升图书质
量。”周山丹说。

近年来，传媒业日新月异的变革，南方
日报出版社密切关注媒体融合与智慧转
型，相继出版《融合新闻学》《数字新闻十二
讲》《主流网红是如何炼成的》《中国应用新
闻传播十大创新案例》等传媒新著，聚焦新
技术条件和新文化语境下媒体的最新形态
和发展方向。“要深耕好这一板块，编辑对
国内外前沿的传媒理论和丰富的融媒实
践要有广泛、深入地了解。了解市场动态，
掌握热点和痛点，这样才能策划出为当下
所需的传媒类图书。”周山丹说。

深度开发集团内部选题资源

在报业集团内部，出版社自身有着与
报业不同的经营模式。报纸是以刊载新闻

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出版物，注重时效性；图
书是表达思想文化和知识内容的出版物，
讲究系统性和稳定性。南方日报出版社认
清了媒体出版社的本质属性，在图书生产
过程中，避免了将南方报业所属媒体刊发
新闻作品简单结集的做法，系统梳理南方
报业改革发展的经验，继续拓展传媒类图
书市场。

借助南方报业品牌标识，进行传媒思
想输出的图书，以其偏重传媒实务、切合传
媒热点，获得了“两个效益”的丰收。集团几
任领导前后接力执笔撰稿，书写了一部南
方报业改革发展史。如范以锦所著《南方报
业战略：解密中国一流报业传媒集团》；杨
兴锋所著《高度决定影响力》第一次公开了
中国现代报业集团的运作情况；黄常开所
著《传播力：南方报业媒体融合实践》，是对
近年南方报业媒体融合实践的经验总结和
理论探索。

该社还在南方报业新闻版面资源的深
度开发上大做文章，策划出版了《55：南方
日报与广东（1949—2004）》《光影：南方报
人75年镜头实录（1949—2024）》，选取《南
方日报》刊发的重要新闻及照片，生动地反
映出广东社会的历史变迁。除了新闻前台
的理论与实务, 新闻背后的故事也成为
该社传媒类图书的选题来源。如展现《南方
周末》新闻后台操作真相的《南方周末：后
台》出版后反响很大，加印4次；《八年：南
方都市报创办日报八周年（1997—2004）》
通过该报报人撰写回忆文章，揭示这份都
市报迅速崛起的奥秘。

“‘中国传媒思想库’要继续做下去，关
键是要对传媒业深刻的变革和快速的变化
迭代有较为透彻的领悟，推出的图书要能
够深切吻合当下与未来的需要。”周山丹表
示，未来要更多关注媒体的融合探索和智
慧转型，提供这方面富有价值的思路、办法
和案例；关注中国内容和中国形象的国际
传播，更有章法地出版这方面的成功事例，
助力讲好中国故事；向大众读者拓宽大传
媒疆域，利用南方报业的媒体资源和人才
优势，出版更多的非虚构作品。

南方日报出版社25年专注传媒图书产品线

小型媒体出版社的“独门武器”
□本报记者 徐平

阅读《月光妈妈》这本书时，讲述张桂
梅老师事迹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正在热
播。这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英模剧”，以其
有烟火气的情感表达，突破了“高大上”“伟
光正”的创作窠臼，在年轻群体中不断“出
圈”。读完《月光妈妈》，亦有同感。书中创新
性地以受资助孩子的视角，讲述他们心目
中无私奉献的“月光妈妈”及其爱心助学团
队的故事，那些真诚且富有感染力的语言，
让教育的力量得以具象化。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经深入采
访得知，从提出选题到创作完成，作者袁敏
和江西教育出版社一起携手奋斗了近两年
时间。其中的酸甜苦辣，现在她们回忆起
来，仍是感慨万千。

一个临时起意的提议

“这个选题来自一个临时起意的提
议。”《月光妈妈》的责任编辑之一刘军娣向
记者如此讲道。

2022 年 10 月的一天，江西教育出版
社总编辑桂梅带着刘军娣和同事去杭州拜
访作家袁敏。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袁敏。大
家畅聊了一上午，虽然很投机，但囿于种
种原因，没有达成合作意向。有一刻，她
们甚至都以为，这次注定要无功而返了。
转机出现在下午桂梅和袁敏深入聊起“教
育”话题时。

“您为什么关注中国的乡村教育发展？”
“除了《燃灯者》《巴大叔和他的孩子

们》，您还创作了哪些同题材作品？是否
已签约？”

……
倾听了近一天下来，袁敏作为作家

的那部分形象，渐渐在刘军娣心中立体
起来——身为巴金先生女儿李小林的知
交好友，她深受二位的影响：持续地关注中
国乡村教育，醉心于采写真正具有教育情
怀和奉献精神的典型人物，善于捕捉真实
感人的故事……

当袁敏说到自己受李小林的邀请，在
《收获》上开辟教育专栏，采写的人物中有
两位正是已出版的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原型
时，桂梅敏锐地打听起了先后在四川丹巴
和青海直亥援建两所希望小学，并带领爱
心助学团队十几年如一日地为边远藏地雪
域高原的孩子们无私奉献爱心的“月光妈
妈”的去向。

说到“月光妈妈”，袁敏动情地讲起
了她和被资助的孩子们之间双向奔赴的
故事。

“别看她外表是个柔柔弱弱的女子，但
这件事她一做就是十几年。不论她个人遇
到什么困难，事业遭遇了怎样的挫折，只要
一见到雪山脚下的那些孩子，她就都好了。
到现在，最早被资助的那些孩子，都已经长
大了，他们一个个走出大山，有的当了医
生，有的成了护士，有的考上了公务员，有
的成了作家、人民警察……”

听到这里，刘军娣无意识地插了一嘴：
“袁老师，我们有没有可能邀请您写写那些
已经长大的藏地孩子和‘月光妈妈’之间的
故事呢？”

“哎，这个可以！”袁敏爽快地答应。
那一刻，刘军娣心里既欣喜又慌张。欣

喜的是，这个临时起意的提议，当即得到了
作家的同意；慌张的是，这个选题的双效价
值几何，当时的她心里没底，可是，话已经

“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出来了”。
这时候，桂梅面带欣喜，对刘军娣投来

了一个鼓励的眼神，这让她内心的慌张瞬
间消逝。接下来，所有的对话都围绕这个方
向开展。当天，双方就初步达成了合作意
向，甚至连前往四川丹巴采风的时间都商
定好了。

一年零十个月的共同努力

采访、创作，历经一年零十个月。刘军
娣说，通过这段时间的沟通和交流，作家和
编辑之间的关系，走过了三个阶段：从有默
契的朋友，到可以放心把后背交给彼此的
战友，最后成为心意相通的知交。

第一阶段，探讨书名、选材及作品基
调等。合作意向进一步确定后，社长熊
炽、总编辑桂梅齐心谋划，带领编辑团队
和袁敏共同探讨书名、素材的取舍及作品

的基调……原本以为，这个阶段难免有分
歧甚至争锋，结果却出乎意料的默契。关于
书名，一致选择了“月光妈妈”；关于所要采
访、书写的主要人物的选取，也不约而同地
表示，要选择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物，
避免脸谱化；关于作品的基调，一致认为，
要立足党和国家及爱心人士对边地孩子受
教育、藏地少年追梦的关注，注重挖掘“月
光妈妈”对不同的孩子的精神引领，展现超
越血缘、民族的母爱的力量与个人奋斗的
可贵。

第二阶段，共同深入藏地寻访，相互扶
持完成素材采集。这是非常考验编辑、作家
脚力、脑力及耐力的阶段。因为要寻访的都
是雪域高原的孩子，高海拔地区对身体的
考验颇大。“丹巴山路险恶，车子盘上巴朗
山的那几分钟，她们刚体验完什么叫天旋
地转，还没吐明白，立马又感受了一把什么
叫头痛欲裂、两眼一抹黑。”回忆起采访之
路，刘军娣仍记忆犹新。

除了共同寻访，编辑团队还协助整理
了采访录音和人物原型“月光妈妈”的讲述
及其在微博上记录的十几年的爱心之路。

刘军娣说，一开始她们试图“走捷径”
通过软件将录音转成文字，但是没想到受
访孩子家长绝大多数都不会讲汉语，编辑
团队只能老老实实一秒一秒听过去，再校
对、调格式……

责任编辑之一官结影，一人扛下了整
理“月光妈妈”十几年的微博记录的工作，
一条一条截图，同时复制好文字版，存好图
片，再插入文档中……说起当时的工作，官
结影打趣道：“我感觉自己像个八卦狂，把
人家的微博搜了个底朝天。”

据悉，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编辑团队
协助整理了近40万字的素材，为作家创作
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第三阶段，编辑强化服务意识，为作家
创作分忧。在袁敏创作的过程中，编辑团队
积极发挥服务能动性。得知作者希望编辑
协助将视频旁白整理成文字版，用来充实
创作素材，无论是深夜还是出差途中，只要
看到消息，编辑团队都会立即想办法动手
整理，并第一时间把内容发给作家。她们
说，一切都是为了创作的顺利推进。

沉住气打磨每一个环节

虽然编辑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是整理、
疏通《月光妈妈》纯文字版书稿和遴选照片
的那几个月，刘军娣和她的编辑小伙伴们
心无旁骛，只此一事，本着“书稿质量第一”

的原则，沉住气打磨每一个环节。
作家提交初稿是在2023年8月底，纯

文字版，近28万字。
第一次审读全稿时，最令编辑们感到

困惑的有两点：一是整部书稿时间跨度较
大，有些篇目中的情节略显跳跃，有的篇目
与篇目之间的时间不清晰；二是一些人物
和事件在前后篇目中重复出现，致使初稿
有一定程度的冗余感。

在征得作者同意，综合社领导和编辑
部意见与想法后，刘军娣厘清时间轴，梳理
出两条线索。一条是作者执掌《江南》杂志
时，举办“少年追梦”文学行动暨征文大赛
的初衷及由此认识的那些孩子；另一条是

“月光妈妈”及其爱心助学团队资助雪域
高原孩子求学，陪伴他们成长的14年路
程。作者和“月光妈妈”的爱心，交汇于
2011 年——“月光妈妈”鼓励受资助的孩
子们积极投稿，作者和编辑团队也为边地
孩子尽可能地创造平台。准确的时间轴、清
晰的线索，让《月光妈妈》既有报告文学的
纪实性，又具有小说的脉络感与感染力。

在梳理书稿过程中，对于如何选择图
片，刘军娣脑海中的思路也逐渐清晰——
最好受资助孩子小时候和长大后的照片各
有一张，同时具有一定的藏族特色。这个阶
段，她不停地向“月光妈妈”索要照片。有的
时候，苦苦寻找的照片根本没有。因为一直
以来，“月光妈妈”每次去看孩子，心思全在
发放物资，跟孩子交流、谈理想上，根本顾
不上拍照。

在当今快节奏的工作中，出版社为什
么愿意用两年时间与作者共同耕耘一部作
品？刘军娣说，因为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真实的、鲜活的“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好
故事，这样的作品没有理由不坚守。

作家袁敏也给足了她们信心。她年逾
古稀，仍数次深入雪域高原，克服语言不畅
通、信号断断续续、身体不适，耐心地一点
一点挖掘、了解，走进人物内心，让他们敞
开心扉……“文如其人，我们坚信这样的作
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一定是真挚的、感人
的，是值得期待的！”

此外，社长熊炽和总编辑桂梅一直向
编辑团队强调：好选题可遇不可求，遇到就
要珍惜；好的作品是打磨出来的；做书不要
求多，要力求做一本成一本！这让参与编辑
出版这本书的每一位编辑都愿意坚守。

“我想，这就是出版常说的‘传帮
带’。最好的传承，不在单一的论道中，
更在这样扎扎实实的实践中。”刘军娣如
此感慨地说。

出版社为何愿用两年与作者共同耕耘一部作品

《月光妈妈》诞生记
□本报记者 刘蓓蓓

3个月重印10次、读者说全家都成了作
者的粉丝、“这是一本对‘家和万事兴’真正有
帮助的好书”……清华大学出版社今年推出
的《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来自内心深处的福
流》出版后获得了多方积极反馈。这本书出版
后迅速进入当当新书24小时热卖榜第一名，
此外，还入选了“中国好书”月榜、《中国新闻
出版广电报》优秀畅销书排行榜、“京华好
书”、新华荐书等多个权威名单。作为该书责
编，我想讲讲这本书的出版过程。

与权威作者保持长期紧密合作

与《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一书作者、清
华大学教授彭凯平的合作，还得从2016年说
起。当时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彭凯平教授
的《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这本书获得了第
十二届文津图书奖。2020年，在历时3年的精
工细作后，清华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彭凯平
教授的代表作《吾心可鉴：跨文化沟通》。随
后，我们向彭凯平教授发出了出版《生活中的
情绪心理学》图书的邀约。

起初，他对选题持保留态度，认为情绪心
理学相关成果和出版物非常多，此选题缺乏
新意。但编辑团队提供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
情绪困惑案例，尤其是因情绪问题引发的悲
剧，深深触动了作者。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
中，作者意识到情绪心理学对改善个人和亲
友生活质量的巨大潜力，决定接受邀请。

在书籍编写过程中，为提高工作效率，编
辑团队提出创新方案，在作者进行资料搜集
整理与撰写期间，不定期邀请作者来出版社
进行现场讨论，彭凯平教授认为，这种讨论很
好地解决了他担心的问题。事实上，这种方式
确实让象牙塔里的大学者俯身了解到了普通
大众当下最关心的情绪类话题，突破了专家
学者常用的“目录式创作”方式，不再像传统
方式那样对着拟好的大纲埋头写作，而是能
一边写作一边及时跟进社会热点现象，在社
会性与应用性方面拓展了科学研究成果的大
众普及程度。

为书赋予独特疗愈感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作者经常往返
于清华大学出版社会议室，与编辑团队商讨
稿件内容，即使生病发烧也未曾中断。我们和
作者共同的心愿是做出一本为国人带来不一
样的阅读体验、更贴近大众需求的情绪心理
学“口袋书”。让人们对情绪不再害怕，让情绪
问题变成情绪优势，让情绪助力每个人活出
心花怒放的人生。

在创作过程中，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一
位小朋友来出版社做客，巧遇彭凯平教授正
在修改稿件，于是，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家长和老师们读懂孩子们
的心。这份可爱的童心，成了彭凯平教授写作
的重要动力源泉。

为赋予本书独特的疗愈感，编辑团队与
设计师联手精心设计了20多个封面方案，在
风格、配色、视觉效果上反复推敲，力求呈现
出“让看到的人瞬间充满幸福感”的设计效
果。历经几个月的方案讨论、多轮投票表决与
6次决策，最后，在书中多次强调审美力是未
来人类至关重要的创新及幸福能力的彭凯平
教授，选中了以一幅表达情绪温暖流淌的唯
美油画作为主要元素的封面，这幅画作选自
卢嫣编辑的《画说庄子》一书画家的作品，给
读者带来了具有治愈效果的视觉感受。

第一时间与读者建立好感

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值春末夏初，繁华盛
极，绿草越来越茂盛，很多读者在桃花树下，
蓝天草地间拍摄图书照片。巧合的是，宫崎骏
的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同期上映。电
影中的小主人公真人，真的经历了《生活中的
情绪心理学》讲述的悲伤五步骤。媒体报道
说，很多观众说这部电影拍得非常唯美，但看
不太懂。而看过书的编辑，却根据书中的内
容，看懂并深刻理解了宫崎骏早年的经历。

电影的内容和书中的“消极情绪”“积
极情绪”“道德情绪”无缝交融，主人公真
人也代表了每一个活出自己真实人生的个体
情绪进化过程。我们把这些体会写成了一篇
文章——《自渡/他渡：通过情绪心理学参悟
宫崎骏的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该文
在彭凯平教授公众号和微博发表后，获得了
较高的点击量。借此，在图书上市后，第一时
间建立了好书与读者之间的深厚情感联系。

《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的成功也激励了
我们继续挖掘和推广更多优秀的科普作品，
以科学的力量，点亮人们心中的明灯，引导大
家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平静
与和谐。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版社）

《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3个月重印10次

如何打动大学者
写“口袋书”
□张立红

■出版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