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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如何带领团队高调参与《邓小平时代》空前的版权竞争，并推动其顺利出版，使这本
时代大书轰动一时、得奖无数、产生了不可比拟的社会影响？

他如何打动散文大师王鼎钧先生，获得其系列作品版权，并让这位被严重忽视的作家得
到应有的文坛地位，也让鼎公感念这份“雕虫化龙”的“引渡”之功？

他如何与杨绛、杨振宁、王蒙、金庸、李敖、李泽厚、刘再复、何兆武等名流大家以文
会友，以友辅仁？

他如何发扬盗火传统，坚守人文精神，注重思想启蒙，秉持不官不商，激荡时代潮流？

 

三联原总编辑李昕先生，2013年度致敬出版人，浓缩三十多年从业经验，结合大量精彩
案例，为读者揭开出版的神秘面纱，讲述那些我们喜爱的书的创生过程，以及出版人应
有的使命、情怀、智慧和担当。书中的种种，是当代出版的缩影，也是当代文化的缩影
。

 

内容简介

这是出版人的五堂课，爱书者的启示录。全书以讲座形式，讨论编辑应当具备的素质、
修养和能力。

出版的理想理念，编辑的书事书情，做书的感觉感悟，尽在作者现身说法中，给人以启
发和灵感。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以从事出版三十多年的丰富经验，结合大量精彩、鲜活的案例
，讲述编辑的思路和策略、经验和教训。通过《邓小平时代》、《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等经典图书的出版过程，以及与杨绛、傅高义、杨振宁、王蒙、金庸、李敖、李泽厚
、刘再复、何兆武等作者成功合作的故事，让你了解出版人应有的使命、情怀、智慧和
担当，从而得窥出版的真义。



作者简介

李昕，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

从事编辑工作33年，是业内知名的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早年曾被评选为首
届全国中青年优秀图书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组委会评选为年度“致敬出版人”。
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和编辑学研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
授，北京印刷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有一系列文学研究和编辑学论文以及文学创作散见
于报刊，曾应邀在国内多所大学和多家出版机构举办编辑学讲座，深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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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自序：我的编辑缘

我这大半辈子，作为知青下乡不算，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编辑。
1982年，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已近30岁。选择就业，当时有各种机会。60
个同学，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名额有16个，岗位则有政府部门公务员、教师、公司职员、
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出版社编辑等。我当时是班长、党员，学习成绩不错，毕业论文演
讲比赛获得第一名，特别有利的条件是，全年级同学中只有我一人父母在北京。同时系
里领导曾与我谈话，建议我留校，教外国文学课程，并承诺送我去美国进修。可以说那
时我选择职业的优先权很大，想做什么都不难实现。但自我评估后，我觉得从政做官不
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书生气也不适合经商，至于做学问，虽心向往之，而力有不逮，
因为“文革”10年，光在东北农村下乡就占了6年，被耽误得太惨，哪怕奋起直追，也属
先天不足。在大学期间，我发现可能是因为从小爱读书也爱思考，加之先前已有一定的
社会生活阅历，所以在文学评论方面，常常可以表达一些独立见解。若是以“才、学、
识”来衡量，在同学里面比较，我的“才”比不上方方、王家新、高伐林他们，我的“
学”比不上陈晋、杨胜群、乔以钢、於可训等一批人，唯有“识”，也就是对作品的判
断力、鉴赏力和眼光，我或许不输给其他人。我需要选择一个可以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
，于是我决定做编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班以后先做了10个月的校对，然后面临在出版社内分配工作部门。同来的6个大学生，
只我一人是党员，所以格外受重视，很快被社领导相中，作为政工干部培养。分部门时
，其他5人都如愿以偿地进了编辑部，只我一人被分到人事处。我没去报到，想找领导“
蘑菇”一下。一天在大食堂，我见总编辑屠岸先生独坐一桌埋头吃饭，就凑过去。我问
他，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做编辑的机会？我告诉他，其实我心理压力很大。武大毕业时，
中文系教授陆耀东老师知我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把我找到家里耳提面命，说
那可不是一个好待的地方，干不好是会被踢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努力，云云，言犹在耳
。我说我知道自己未必胜任编辑工作，但我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为了做编辑。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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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一个机会，哪怕只是两三年时间，让我尝试一下，看看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我是
有自知之明的，如果尝试失败，我会无怨无悔地做政工干部。屠岸先生听了，看着我，
沉思了一会儿，只说了四个字：一言为定。于是，我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
编辑部理论组。

 

1982年，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已近30岁。选择就业，当时有各种机会。60
个同学，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名额有16个，岗位则有政府部门公务员、教师、公司职员、
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出版社编辑等。我当时是班长、党员，学习成绩不错，毕业论文演
讲比赛获得第一名，特别有利的条件是，全年级同学中只有我一人父母在北京。同时系
里领导曾与我谈话，建议我留校，教外国文学课程，并承诺送我去美国进修。可以说那
时我选择职业的优先权很大，想做什么都不难实现。但自我评估后，我觉得从政做官不
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书生气也不适合经商，至于做学问，虽心向往之，而力有不逮，
因为“文革”10年，光在东北农村下乡就占了6年，被耽误得太惨，哪怕奋起直追，也属
先天不足。在大学期间，我发现可能是因为从小爱读书也爱思考，加之先前已有一定的
社会生活阅历，所以在文学评论方面，常常可以表达一些独立见解。若是以“才、学、
识”来衡量，在同学里面比较，我的“才”比不上方方、王家新、高伐林他们，我的“
学”比不上陈晋、杨胜群、乔以钢、於可训等一批人，唯有“识”，也就是对作品的判
断力、鉴赏力和眼光，我或许不输给其他人。我需要选择一个可以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
，于是我决定做编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极好的工作平台，不仅面对的作者大多是文坛耆宿、名家大师，
而且编辑部中也是名流云集，严文井、韦君宜、屠岸、牛汉、绿原、楼适夷、聂绀弩、
舒芜、蒋路、许磊然、刘辽逸、陈迩冬、王利器、龙世辉、王笠耘等老一代名编当时都
还没有退休，一开会见到这么多令人仰望和崇拜的人物，着实让我震惊。于是暗下决心
，向老编请教，从头学起。我在理论组，联系的都是文艺理论家，我记得自己编辑的第
一套书是《胡风评论集》，继而又编辑了唐弢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
编》等等，同时与大批的作家、评论家建立了联系。其中很多人与我的联系保持了30年
，例如王蒙、刘再复、李敖、冯骥才、杨义、阎纲、吴泰昌、杨春时、郭枫、白烨等，
后来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基本上是我每到一个新单位，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14年，这段时间我被培养成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同时积累
起作者资源。看到自己亲手编辑的图书受到欢迎，引起反响，我感到很快慰，乐此不疲
。这中间有两次机会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是1986年，担任清华大学外语教
授的父亲通过美国友人为我联系好去美国留学，可以边当助教边读研，条件很优越；二
是1993年，香港有位地产商要在北京开公司，建议我“下海”当老总。两次我都婉拒了
，原因在于，我认为当编辑适合我。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位副社长退休，当时我
是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社长陈早春找我说，“我是把你看作接班人的，你需要多方
面的锻炼机会，来做这个副社长主管发行吧。”我说，“我不能脱离编辑岗位。”他说
，“那我叫你兼管一个编辑室不就行了？”我说，“不行，我要以编辑为主业。”这样
我就放过了一个提拔的机会。



派赴香港工作是轮换制度，8年后我被调回北京。临别时香港方面的领导找我谈话，问，
“你一定要回北京吗？是不是可以考虑留在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设在深圳的公司？”北京
这边，也有不止一家出版社欢迎我去做社长或总编（这样的事情以后几年在我担任三联
书店副总编时又发生过两次）。但我一心向往北京三联，以为这是理想归宿，所以其他
机构一概不考虑。实话说，若是换一种选择，要么收入高些，要么职级高些，总之都更
为实惠。这些我并不在意，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做书的好平台，哪里能让我编好书我就
在哪里。我在北京三联工作了9年，从副总编到总编辑，经手的图书又有1000多本，加上
前期编的，总共应有两三千本吧。这些书秉承老一代三联人开创的出版传统，不仅领先
一步、传播思想、启蒙社会、服务大众，而且追求一流、倡导新锐，受到社会好评。其
中有不少图书是我亲自策划组稿，亲自编辑审稿，亲自营销推广的，也有一些图书是我
绞尽脑汁、费尽周折、历尽辛苦才得以促其问世的。看到这些书，我感到欣慰，满足，
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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