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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中国
乡存丛书”的第 10 部作品 《儿戏》。
这本书是以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
南方乡村的 40 多种儿童游戏为切入
点，记录乡村集体记忆，推动文化传
承的诚意之作。

“中国乡存丛书”是广西人民出版
社近年来持续打造的重点项目，作为一
套全面记录乡村文化的大型乡村文化丛
书，它深度契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
署，以多维度、全景式视角展开乡村文
化图谱的编纂，设计精美，具有鲜明的
特色。

缘起：留存乡村文化记忆

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
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的生活方
式、生产习俗等也随之改变，乡村的文
化传统与生活记忆面临着逐渐消逝的挑
战，我们编辑团队意识到保护这些乡村
文化传统的紧迫性，由此萌生了策划

“中国乡存丛书”的想法，旨在以文字
为载体，系统记录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
与人文风貌。基于此，我们启动“中国
乡存丛书”出版项目，期望通过系统性
的出版工作，为乡村文化构建一座“文
化档案馆”。

这套丛书的作者均为有着丰富乡村
记忆和乡土情怀的实力作家，致力于以
文学的细腻笔触记录乡村的一人一事、
一草一木、一餐一食、一器一物，书写
乡土中国与乡愁，以人文视角观照农村
的变迁，为乡村立传，为变迁中的中国
保留一份纯真而美好的乡土记忆。

“中国乡存丛书”如今已经成为一
个开放的系列，内容覆盖生产方式、民
俗生活、传统游戏等多个领域。《瓦檐
下的旧器物》《老家什》回顾农村生产
生活器具的历史价值，《节庆里的故
乡》留存民俗仪式的文化基因，《一个
村庄的食单》 记录湘南农村的日常饮
食，《舍陂记》《庄稼人》以个体命运展
现农民群体的生存图景，《儿戏》通过

传统游戏揭示儿童文化的深层内涵……
这些作品相互补充，通过多维度的叙事
视角与艺术表达形式形成有机互补，在
时间维度上串联起代际传承的集体记
忆，为读者了解当代中国南方乡村的变
迁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源。

匠心：打造文化精品

“中国乡存丛书”出版至今，作者
们无不具备深厚的乡村生活阅历，拥有
成熟的文字表达能力，怀有强烈的文化
传承使命感。如乡土作家黄孝纪收入

“中国乡存丛书”的一系列作品，就是
以家乡八公分村为蓝本创作的。他在新
作 《庄稼人》 中刻画了家乡近 40 位农
民的人生轨迹，讲述他们与老行当之间
的命运牵连，深情呈现湘南乡村近几十
年的发展历程。广西作家侯珏在 《儿
戏》中聚焦传统游戏，通过对做叶子风
车等游戏的回忆，复原了桂北山区孩童

的游戏图景，重现了一代人的童年记
忆。作者们以亲历者的视角进行创作，
赋予他们的文字鲜活的生命力，也使得
这套丛书生动易读，得到了广大读者的
喜爱。

在编辑过程中，编辑们从内容编
排、装帧设计上下功夫，注重使图书内
容与形式相互成全，呈现故事感，增强
读者的代入感。如“中国乡存丛书”的
开篇之作《瓦檐下的旧器物》，作者黄
孝纪对故乡的日常旧器物进行了全面而
系统、细腻而深情的描述，立体展示了
几代人历经的南方农耕岁月，堪称一部
别样的南方农村生活史。

为配合书中内容，编辑邀请曾获
“世界最美的书”奖项的设计师操刀，
内文采用接近泥土色的复古牛皮纸，裸
背书脊使图书充满质朴气质，富有年代
特色和乡土气息；同时，为整本书配了
70 余幅精美手绘插图和怀旧艺术剪
影，依据器物形状做出相应编排的文字

版式，给读者立体化的视觉冲击。在整
体装帧设计上，“中国乡存丛书”秉承
质朴庄重的风格，多采用牛皮纸等朴素
的材料，插画融入水彩、木刻版画等艺
术形式，体现这套丛书的特质，注重文
化内涵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中国乡存丛书”出版后，实现了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突破。这套
丛书的作品，先后荣获文津图书奖、冰
心散文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众多
奖项，入选向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
物、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书
业年度评选提名图书等众多榜单。同
时，多个品种多次重印，数字阅读产
品、有声书也在筹备之中。

展望：延续文化传承

做好主题出版是时代赋予出版工作
者的崇高使命，也是出版界义不容辞的
政治责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
土文学主题出版读物数量逐步增加，乡
土文学主题出版读物必将更受重视。

“中国乡存丛书”坚持存续乡土记
忆的主旨，对未来将推出的品种，在书
名、框架、写作、编校等方面进一步打
磨，力图与乡村现实生活、国家政策宣
传紧密挂钩，立足主题，呼应时代命
题；同时，将更注重读物的文学性，拓
展文化空间，力求准确，突出特色，增
加对读者的吸引力。我们希望，“中国
乡存丛书”能够成为记录中国乡村生活
的重要文本，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的
中国乡村形象。

参与“中国乡存丛书”编辑工作的
3 年，是对乡村文化深入探索的过程，
也是对编辑职业使命的深刻认知过
程。守护乡村记忆，即是守护民族的
精神家园；记录乡土变迁，即是记录
时代的文明进程。作为出版工作者，
我们愿以文字为舟，让农耕文明的璀
璨成果在时代发展中得以延续，为文化
传承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乡存丛书”再添新作《儿戏》——

以系统性出版构建“乡村文化档案馆”
□许晓琰

2024年4月，《加缪作品集》选题立项，经过400
个日日夜夜的精心打磨之后，这套刷边版文集近日由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加缪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热销，印
证了其作品中关于自由、反抗与生命意义的思考，依
然能够与当下社会产生强烈共鸣。比如《局外人》中
默尔索的生存困境，再比如《快乐的死》中对物质与
精神关系的探讨。我们不仅希望通过这套作品集呈
现加缪的经典文本，也期待能以创新的装帧设计让
哲学思考变得“可触摸”，更期盼能通过这套书的
再版，实现经典与当下的对话，让加缪的作品真正
成为读者探索生命意义的当代指南。

打造差异化内容

作为这套书的编辑团队，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如何在公版书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打造出差异化内
容。经过3个月的文本梳理和市场调研，我们最终确
立了“经典文本+当代阐释”的编辑框架。所谓阐
释，既包括美学范畴上的再设计，也包括图书选篇上
的重组。我们以《局外人》《西西弗神话》《鼠疫》三
部核心著作为支点，搭配《快乐的死》《卡利古拉》
两部早期作品和未完成遗作《第一个人》，形成贯穿
加缪创作生涯的完整脉络。这样的组合既保证了经典
作品的权威性，又通过相对冷门文本的引入为读者提
供了新的阅读视角。

我们始终相信，书籍的装帧设计最能体现编辑团
队对作品风格的解读，也是最直观的美学阐释。在经
过多轮试稿之后，这套《加缪作品集》的设计方案最
终定稿。我们选择荧光潘通色和黑白照片的颜色对
撞，以此彰显加缪的荒诞哲学与反抗精神。此外，从
每部作品中筛选出了一句具备高度代表性的法语金
句，绘制在每本书的刷边部分，给平淡的切口增添了
几分俏皮韵味。至于随书附赠的海报、年谱和文身
贴，也都在设计上下了功夫：海报上罗列了加缪最
爱用的 10 个词语，不管是贴在工位、客厅、书房，
还是书店展台之类的公共场合，都很妥帖；年谱由
译者李玉民亲自编纂，能帮助读者梳理加缪的生平
事迹和创作时间轴；文身贴则具备很高的传播功能
和社交属性，能为原本寂静的阅读环节增添几分活
泼的色彩。

译文质量始终是我们最关注的环节。在保留李玉
民经典译本的基础上，我们邀请新生代译者对部分文
本进行重译，力求在保持思想深度的同时提升语言的
时代感。比如 《快乐的死》 中描写地中海风光的段
落，新译本采用了更具画面感的短句结构，使文字节
奏更贴近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辅助文本的编纂同样
经过精心设计：年谱部分不仅标注关键时间节点，更
着重揭示各作品间的内在关联；注释系统采用三级分
层，基础释义、学术注解和背景趣闻相互补充，与主
体作品形成多维度的互文关系。

借文创产品打开市场

营销推广作为贯通产品和市场的必经通道，历来
是我们全团队高度重视的环节。我们在营销之初就确
立了“内容为本，体验为先”的整体思路，希望借用
加缪主题的文创产品打开市场。我们不是简单地将这
套书作为商品来推销，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的文
化消费场景，让哲学阅读成为一种可感知的生活方
式。在一番精心设计和打磨之后，编辑部独立开发的

“加缪文创礼盒”与《加缪作品集》同步面世，一经
发售就好评如潮。礼盒中所包含的单品包括帆布袋、
笔记本、冰箱贴、海报和文身贴，每个单品都倾注了
编辑部全体成员的大量心血。

在设计文创礼盒的初期，大家就确认了三个基本
原则：首先是内容关联性，每件产品都必须从加缪作
品中提取核心元素；其次是实用价值，确保产品能够
真正融入读者的日常生活；最后是设计美学，要符合
目标读者的审美偏好。帆布袋的设计主题是“加缪最
常用的10个法语词汇”；笔记本的内页则完整收录了
诺贝尔奖演讲全文，以及一些人气颇高的中法金句；
冰箱贴作为实用场景最广的周边产品，包含了整套

《加缪作品集》中所有作品的法语名，以及一张加缪
极具代表性的热门照片。

我们设计了灵活的购买方案。读者既可以直接购
买基础版的图书套装，也可以加价购买包含礼盒的大
全套，甚至可以单独购买每个独立的文创产品。这种
高度个性化的定价策略既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也
体现了“图书为主、文创为辅”的核心理念，确保用
文创拉动图书销售的核心思路，让购买图书套装的消
费者得到最大幅度的优惠。

线上线下协同推进

经过多番磋商，我们最终决定，这套《加缪作品
集》的销售渠道布局采用“线上线下协同推进”的策
略。线上渠道重点布局知识分享平台，邀请具有哲学
背景的视频博主、知名学者、青年译者进行深度解
读，同时通过场景化的内容展示，让读者直观感受产
品魅力。线下渠道则与独立书店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通过主题展陈、读书会等形式，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
验空间。这样做的优点在于，前者能形成持续曝光，
给产品带来源源不断的热度；后者能以现金借款代替
长周期回款，更快地实现利润创收。

整个营销过程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文创是延
伸，图书是根本。我们相信，只有建立在扎实内容
基础上的营销，才能真正让经典作品在新的传播环
境中焕发持久生命力。这种营销理念不仅适用于这
套 《加缪作品集》，也为其他经典作品的推广提供
了可借鉴的思路。

这套《加缪作品集》的出版历程，让我们体会到
经典文学在当代语境下的生命力，也展现了经典文学
在当代语境下的全新可能。从内容架构到装帧设计，
从译文处理到营销策略，我们始终在探索如何打破传
统文学出版的边界，让加缪的思想真正走进现代读者
的生活。 （作者单位：浙江文艺出版社）

让经典焕新
——《加缪作品集》编辑团队的创新实践
□王莎惠

1938 年 7 月，上海战乱让无数
孩童沦为孤儿。爱国商人竺梅先与
徐锦华夫妇目睹惨状，在浙江奉化
大山里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为这
些流离失所的孩子筑起一方遮风挡
雨的庇护所。

2023 年 7 月，我与作家吴洲星
为寻访教养院遗址来到奉化的水库
边，当年的教养院已沉于水底，琅
琅书声化作青山草木的低语，留存
于时光深处。

2025年7月，吴洲星以这段真实
历史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儿童小说《钟
声》出版。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的作品，它甫一出版就入选多地“暑
期读一本好书”推荐书目，更收获了
小读者、老师与评论家的诸多好评。

那钟声，仿佛从遥远的 87 年前
一直回响到今天。

叩问：
如何落笔战争与童年

说到战争文学，多年前阅读《西线
无战事》时，开篇那句“它只是试图叙
述那样一代人，他们尽管躲过了炮弹，
但还是被战争毁掉了”的题记，总是萦
绕在我的脑海，无数次深深震颤着我
的心。当抗战胜利 80 周年的历史节
点日渐临近，这份震颤愈发清晰——
我们同样需要一部作品，去铭记那些
在战火中失去童年的中国孩子。

与《钟声》相关的这段故事，其
实已在我们心里埋藏了七八年。每年
5月30日竺梅先的忌日，身为宁波人
的吴洲星总会看到家乡新闻提起与国
际灾童教养院相关的历史，那段传奇
不断被讲述，却始终像在呼唤着什
么，让她觉得有责任将其落笔成文，
只是当时似乎还没做好充足准备。

我们在研读史料与选题探讨中，
始终思考：这部战争题材儿童文学该
如何以儿童视角书写侵略战争与平民
困境，又如何借教养院创办、维持、
停办的历程，烛照国难、气节、民族
精神与英雄史诗，写出民族抗争与守
望相助的精神？作者跃跃欲试而又忐
忑不安，历史的钟声也在我的脑海中

反复回响。就在这样的反复叩问中，
故事的脉络在追问里渐次清晰，终至
豁然开朗。

寻访：
拼凑历史的真实模样

我们的创作转机，是从一本竺梅
先后人为其祖父撰写的传记开始的。
我们先通过微博、小红书辗转寻找竺
士性老人，最终经由在上海音乐学院
教书的他的侄女，才与老人取得联
系。我们带着作品初稿，在一个雨后
的日子与竺士性老人相约在上海的一
家图书馆。让我们感动的是，他竟自
己打印了初稿并在每一页都做了精细
标注。后来，在竺士性先生的支持下，
我们又走访了国际灾童教养院旧址、
国际灾童教养院史料陈列馆、莼湖街
道中心小学，收集到了更多创作素材。

为了让编创在内容和思想上保持
同步，我和吴洲星一同阅读包括《奉
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史料集》在内的各
类史料，在脑海中还原教养院的全
貌。当看到孩子们的课表、设计的校
服图样，还有 70 多位教师的名字
时，往昔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真实可
触、历历在目，仿佛我们已穿过时空
隧道，走进了历史深处。

查阅史料时，我们意外关注到国
际灾童教养院“既养又教”的教育特
色。在战火纷飞、每天都可能面临生
命危险的环境下，教养院从未忽视对
孩子们的教育，甚至把“教”看得比

“养”更重要。这里不仅传授知识，

还教导孩子们强健体魄、学习劳作，
培育他们的爱国心灵与情怀，助他们
养成正直、善良且有民族立场的健全
人格。深夜让孩子们观赏转瞬即逝的
昙花，是为了让他们感受美的力量；
组织他们排练战时话剧，是为了让他
们从受难者成长为精神战士；找来大
量书籍供他们阅读，是为了让他们从
书中汲取精神能量……这些并非作者
虚构，而是史料中真实存在的教养院
教习场景。这种不只是传授知识，更
是培育健全人格的理念，对当代教育
仍有借鉴意义。

雕琢：
用细节传递历史温度

构思小说时，吴洲星迟迟未定书
名。直到一天，她翻阅史料时看到记
载：教养院里有一座钟楼，孩子们每
天的上下课及作息都以钟声为准，他
们到达教养院时，迎接他们的也是钟
声。她当即与我分享这个发现，我们
的心里蓦然一亮——在战火连绵的岁
月里，教养院的钟声是多么难能可
贵。因此，小说中也艺术化地复原了
这个场景：钟声消散了枪弹声，抹去了
战争的硝烟，安抚了受惊的心灵。那
一刻，鸟儿不再鸣叫，林间的松鼠也停
下脚步，驻足聆听。山林散发出更浓
郁的草木气息，重重叠叠，像敞开双臂
将这些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孩子拥入
怀中。于是，我们郑重定下了这个略
显沉郁、不似寻常儿童文学的书名。

修改稿件时，我们反复斟酌细
节。例如，为了渲染上海战乱的疮痍
与少年主人公的悲惨境遇，作者初稿
用近两万字铺陈孩子们抵达教养院前
的经历。我读后建议，既然全书核心
是教养院生活，不妨精简开篇，在必
要铺垫后尽快进入正题。为保证文本
整体节奏的紧凑顺畅，作者最终删去
了这部分篇幅。又如，书中那位从延
安而来的老师，他教孩子们挖战壕、
排话剧，最终重返抗战前线——这条
线索恰能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的
领导作用与意志，我们特意对其进行
强化，让读者更清晰地感受到这份历
史的力量。

为了让读者翻开书就能瞬间回到
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决定在前
附件处放上国际灾童教养院的院歌，
而非老照片或老物件。音乐拥有跨越
时空、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时我们也
想用它暗示这部小说有真实的历史背
景。尽管小说中的角色和故事与历史
相比略有变化，但音乐所象征的那个
年代真实发生过的传奇并未改变。我
还和作者约定，等到这本书举办新书
分享会时，我要弹奏这首院歌，和孩
子们一同唱响。

为还原小说的历史感，在版式设
计上，特意采用首字下沉的民国报刊
风格；选择插图时，不约而同地想到
突出“温暖”，这也是反复斟酌后的
决定——不想让插图呈现出黑暗沉重
的基调，而是希望通过书中孩子们的
视角来展现他们周遭的一切。因此，
即便战争下的城市满目疮痍，教养院
山上的杨梅林在插图中仍是嫩绿鲜活
的；教养院里的昙花、树木、小鸟，
都充满生命力；即便最后离开时的钟
声带着忧郁，画面也依然留存着温
度。相信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书中插
图的色彩并没有那么暗淡，而是洋溢
着孩童眼中的生命光泽和特殊年代里
的快乐天性。

封面图中男孩忧郁的眼神，一下
子就抓住读者的心。虽然这本书描绘
的是群像，但我们选择将主角少年湛
秋突出呈现——他既代表自己，也代
表着600名前往国际灾童教养院的灾
童，更代表着更多在战争中遭受深重
苦难的少年。他望着前方、听着钟声
的模样，与封底上被大人们护佑的灾
童们一同构成了一曲战争年代的守护
童年之歌。

出版这部作品，仿佛是我们对历
史的庄严承诺。在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的今天，让这“钟声”震响，不
仅是为了让历史不再沉默，更是为了
昭示：那些在烽火中守护孩童、捍卫
教育的人，早已为文明的延续埋下火
种。这穿越世纪的回响，不是远去的
余音，而是奔涌向前的力量，终将在
代代相传中，成为托举未来的脊梁。

（作者系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儿
童文学编辑室副主任）

选题源自七八年前，转机出现终成书稿——

编创携手“震响”87年前的“钟声”
□张怡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图书出版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