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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理想的编辑？中国作协副主
席李敬泽这样谈道：“在这个时代，
一个理想的编辑是从麦种一直管到面
包的人，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这
样的实践过程中，理想的编辑完整地
领会着文化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他
们是一个时代的创造、生产和传播的
重要动力来源。”

何为理想的编辑？花山文艺出版
社社长郝建国这样朴素地回答：“首
先，一定是发自内心对这个行业热
爱。”正是凭借这份热爱，郝建国
1997 年从高校离开进入河北教育出
版社，进入出版行业。近 30 年的编
辑生涯中，策划及担任责编的图书 《梦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

的特教学校》获中宣部第十三届“五个
一工程”奖，《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
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分别获第三
届、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
奖……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及荣
誉逾百项。这是专注与热爱的力量，
也是他出版职业生涯的生动注脚。

2019 年，郝建国从河北教育出
版社调任花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2022 年任花山文艺出版社党支部书
记、社长、执行董事兼总编辑，2024
年任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他以敏锐
的出版眼光、创新的运营理念和对文
学的热爱，带领花山文艺出版社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前行。“回顾近
30 年的编辑出版从业经历，编辑的
身份在我心里一刻也没有改变。”近
日，笔者邀约郝建国社长进行了一场
对谈，请他结合自己的从业经历，分
享如何做一名新时代的好编辑。

问：20 世纪 90 年代末，你放弃
大学教职，投身出版行业，可以说起
点很高。为何想到来出版社工作？在
出版社工作期间，你又经历了多个岗
位的历练，能否回顾你近 30 年的出
版职业生涯？

答：1991 年，我从河北师范学
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任中文系
讲师，1997 年离开。想当年，我告
别 6 年大学教师岗位，投身出版行
业，除了那时这个行业较好的福利待
遇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满足我对读
书的渴望和需求。

1997 年，经过严格的考试，我
叩开了向往已久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的
大门，成为其中一分子，开始享受这
个闻名遐迩的出版社带给我的自豪和
快慰。与有荣焉，我以高起点厕身出
版行业，开始与李学勤、祁连休、易
杰雄等学界名流交往，与歌德、索
尔·贝娄等文学大师的作品接触。
2000 年，应聘审读室主任，使我从
编辑生涯之初就对编校质量给予高度
重视。2002 年，中国编辑学会获批
创办《中国编辑》杂志，我以编辑部
主任身份参与筹备并承担编辑管理工
作，从叶至善、刘杲、邵益文、程绍
沛、阙道隆、吴道弘、王仰晨、朱
正、胡守文等众多出版大家身上，学
到很多东西，也开阔了眼界。2004
年12月，告别《中国编辑》，回到河
北教育出版社担任综合读物编辑室主
任，带领5个人的团队继续以满腔热
情推出学术和文学精品。2008 年，
上任《快乐作文》杂志社社长兼执行
主编。其间，月发行量首次突破50万
册，成为国内同类杂志中的领跑者。
2010年，出任河北教育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副社长，负责编印发

“全链条”。2013年，转任副总编辑，
再次回归精品出版，获得了不少省部
级以上大奖。2019 年，出任花山文
艺出版社总编辑，开始又一段新的书
香之旅。2022 年，出任花山文艺出
版社党支部书记、社长、执行董事兼
总编辑，在一个更高的舞台上实现自
己的出版抱负，履行出版人的使命。

回顾自己的编辑出版从业经历，
编辑的身份在我心里一刻也没有改
变。我喜欢编辑工作，喜欢在字里行
间的惊奇和获得中，满足对世界的观
望和对人生的品读，是作者老师、领
导、同事、朋友的耳提面命，使我获
得了职业的进步和人生的成长。有些
人生来便有天赋的使命，我想我或许
也是。虽然我和出版名家的功业相比
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一直心向往
之，并且在探寻的路上不断前行。

问：你在花山文艺出版社担任领
导职务，但我注意到，除了内容生
产，很多其他事宜，比如，发布会主
持、直播做“社长荐书”这类宣传事
宜，你也亲力亲为，非常活跃。做这
些“小事”的初心是什么？

答：归根结底，是“喜欢”二
字。我女儿曾经问我：“假如有来
生，您会选择哪个职业？”我毫不犹
豫地回答：“做编辑。”我觉得我自己
特别适合这个职业，在动与静的节律
交替中，发挥自己的天赋，获得内心
的满足。走上出版社领导岗位以后，
我在不断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
出版行业的初心，亦即这个行业存在
的理由，到底是什么？这其实是每
一个出版从业者必须真诚面对和认
真回答的问题。说实话，仅以稻粱
谋待之，想干好这项工作是十分困
难的。我也多次在编辑培训中谈
道，为挣钱来这个行业的不如早点
儿离开，如今社会上有许多职业比
出版可能更容易挣到钱。如果没有
情怀，工作就会缺乏主动性，也就
不可能干好。出版行业的许多问
题，究其根本，是源于责任心的缺
失，而责任心一定是来自于对行业发
自心底的热爱。

这种热爱，让我在过去的出版生
涯中，除了推出了很多名家作品、学
术精品图书，还为多个素人出书，通
过出版让他们的生活甚至命运发生改
变。比如，为癌症患者海棠（网名风
吹海棠阵阵香） 出版的《风舞胡杨》
一书，展现一位甲癌患者患病 23 年
后复发与癌症抗争5年的一段心路历
程。该书出版后，不仅广受好评，荣
获“我最喜爱的河北十佳图书”，作
者本人也因为此书的宣推和影响，被
北京同仁医院甲癌研究项目组邀请担
任项目成员和重要参与者，一方面与
近万名甲癌患者交流病情，相互鼓
励，为他们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为
研究项目收集有价值的数据，使自己
的人生变得丰富而自足。我觉得能够
用自己的专业来塑造别样的人生，这
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是特别有职业成就
感的事情。

2016 年，参加海峡两岸出版论
坛时，我将出版的初心概括为八个
字：继承、传播、影响、改变。继承
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传播当代社会
需要的正能量，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
为方式，进而去推动我们的世界朝着
更好的方向改变。多年来，我也一直
在对这八个字的内涵进行深入的思考
和完善，希望获得更多人的认可，也
希望自己不断为此而努力。

谈出版初心：继承、传播、影响、改变

问：能否讲一讲你作为编辑与名家交
往的故事？这对于一名编辑的成长意味着
什么？

答：我曾经在一篇叫《编辑之巅》的
文章里，专门讲过我亲身经历的3位编辑
大家：一位是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人
民文学出版社原编审王仰晨先生，一位是
叶圣陶先生之子、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原
社长叶至善先生，还一位是湖南出版巨
匠、著名学者朱正先生。跟这些编辑大家
打交道，你就会知道“山到底高在哪
儿”。作为编辑，他们的为人、境界，对
作品的尊重，对编辑职业的高标准，真的

会让你觉得编辑这个行业艺无止境，让你
每天都不敢懈怠。

除了编辑大家，再举个作者的例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
室原主任祁连休先生，被称为“中国民间
故事研究第一人”，我们年龄相差近30岁，
他把我视为忘年交。2019年，祁连休老师将
他的最后一部论著《〈夷坚志〉谫论》交给我
出版，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的托付。我在朋
友圈感慨：“这种托付，不知何以为报。”

祁连休老师与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合作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建社之初，最早是

《民间文学词典》，后来是“九五”国家重

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华民间文学
史》。我与祁连休老师初识即源于这本书
的修订版 《中国民间文学史》。其间，河
北教育出版社先后推出《中国古代民间故
事类型研究》（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中国民间文学作品选》、《中国民间故事
史》（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祁连休
老师曾说：“是河北教育出版社陪我走在学
术研究的路上，我的书，不愁出版，但是别
人给再高的报酬，你们都是首选。”和名家
的这种交往，他们带给我的这种温暖、信任
和支持，给予我很多力量，同时也时时鞭策
我要成为像他们这样的人。

谈名家引领：与“高人”交往，知道“山高在哪儿”

问：近几年，花山文艺出版社的重点
图书、获奖图书数量显著增加，出版社品
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请讲一讲花山文艺
出版社打造出版精品的思路和做法。

答：花山文艺出版社以系列丛书为
核心抓手，结合地域特色与时代主题，
通过资源整合、作者培育和模式创新，
构建了精品出版的立体化体系。具体做
法是，以核心作者带动选题有序扩展和
不断优化，针对文艺出版社的特点，深
化图书产品线建设。比如，“诗人散文”
丛书，收录当代一线诗人的散文作品，
将诗歌的审美元素融入散文创作，强调
语言的凝练与思想的深度。自 2020 年起
连续推出 4 季，即将推出第五季。出版
后，广受学界和业界好评，被认为是现
象级的出版策划案例；“原上丛书”首次
以10本的规模，汇集全国实力派作家中
短篇小说作品，填补了出版空白；“拇指
丛书”收录名家散文作品，以精美的装
帧收获赞誉。

打个形象的比喻，我现在做的是修
路的事儿，目的是聚拢作家资源、谋求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各个文学体裁
系列丛书的推出，为原创文学的不断打
造提供人脉支持。如以“原上丛书”的
出版为契机，签约刘建东、沈念、卢一
萍、王芸、李凤群、哲贵、林那北、何
晓梅、郑小驴、文清丽等“当打之年”的
作家，储备中青年作家资源，为冲击国家
级奖项做准备；以“拇指丛书”的出版为
契机，签约邱华栋、邵丽、刘庆邦、陆春
祥、韩小惠、彭程、凸凹、古耜、刘江
滨等散文名家，加强与知名作家的交
往；以“大吕丛书”，签约邱华栋、谢有
顺、张光昕、叶匡政、王春林、敬文东
等批评大家，展示出版的宽度和思想的深
度；以“四叶草”论丛，签约杨庆祥、王
力平、郭宝亮、桫椤、王文静等评论高
手，在对话体的架构中，尝试降低评
论的难度，扩大读者面，打造“轻理
论”作品；邀请诗人路也撰写 《蔚然笔
记——古代诗人与植物》，在学术性中贯
穿趣味性和时尚性，探索“轻学术”的
写作样本。

谈精品出版：做修路的事儿，以创新谋发展

问：你认为，做一名新时代的好编辑
应该具有哪些核心素养？

答：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作为一名编
辑，应该树立5种意识：把关意识、质量
意识、学习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
具备5种能力：加工能力、策划能力、点
化能力、统筹能力、沟通能力。我把编辑
的角色定位为：组织者、发现者、培育
者、宣传者。编辑既要能编也要会写，编
辑的业余生活应该是很丰富的，比如读
书、写作，参加编辑年会、学术会议、讲
座等各种活动，广交圈内外的朋友，这些
都非常有利于编辑的成长。

借用接力出版社一本书的名字——你
就是品牌，你的想法、行动都是你个人品
牌的一部分。比如，沟通能力，我常常跟
我们的编辑说，你不代表你个人，你的言
行代表花山文艺出版社，你伤了作者，就
是损害了花山文艺出版社的信誉。

问：能否围绕编辑核心素养讲一讲其
中有意思的出版故事？

答：优秀的编辑不只是会看文字，更
应该是一个项目负责人。一个选题有没

有价值、价值有多大，需要编辑进行辨
别和判断。讲一个如何把普通选题变成
重点选题、获奖图书的出版案例。由河
北教育出版社和花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
版的 《多瑙河的春天——“一带一路”
上的钢铁交响曲》，原题目是 《多瑙河的
春天——河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
钢厂纪实》，读完书稿，我的第一个建议
就是换书名，我跟作者王立新老师开玩
笑说：“按现在的题目，你给我 5 万块
钱；如果接受我的题目，我给你 5 万块
钱。”我的想法是，既然塞尔维亚是“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是体现“一带一
路”倡议建设成就的第一本长篇报告文
学作品，就要在书名上体现“一带一路”
这个国家战略。除了书名的点化，在内容
的点化与提升上，考虑到这部报告文学的
独特选题价值，我们通过河北出版传媒集
团向上级部门汇报，经河北省委宣传部、
河北省作协出面协调，作者补充采访了河
钢集团董事长于勇，后又去塞尔维亚的斯
梅代雷沃钢厂深入采访，让这本书的内容
丰富性、故事性、可读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主题得到升华。图书出版后，我们在塞尔

维亚召开新书发布会，还推出塞尔维亚语
版，收获很好的社会反响，荣获了多项国
家级奖项。

再比如，我们最近刚刚出版的“文学
常青藤”丛书，主编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吴欣歆，多年来，她一直倡导整本
书阅读。与她联系时，她提议做一套中学
生创意写作的书。双方一拍即合，花山文
艺出版社推出的“文学常青藤”丛书，共
11册，分别收入北京市第四中学、清华大
学附属中学、成都市第七中学、上海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等11所全国名校学生的创意
文学作品，展现了当代青年蓬勃的生命力
以及中学生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多种可能
性。我之所以将这套书取名为“文学常青
藤”，灵感来自于我家楼下一个以“常青
藤”命名的书院。“常青藤”看似平常，
但四季常青，生机勃勃，意象特别好，而
且我提了一个口号，将“文学的种子撒播
到校园”，做一个创意写作的“校园版”。
怎么把一个看似惯常的内容，通过你的智
慧和努力，变成一本有特色的、有价值
的、有影响力的精品书，其中体现的是编
辑的选题策划能力。

谈编辑素养：树立5种意识、具备5种能力

如何做一个新时代的好编辑
——访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郝建国

□范燕莹

郝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