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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的江南人民，天天生活在火炉

边。我参加在苏州举办的江苏书展，在火炉

边；参加上海书展，在火炉边；参加广州的

南国书香节，在火炉边；参加济南的全国书

博会，以为会远离火炉却还是没有逃脱。

我搜肠刮肚地寻找有故事的编辑，同

时尽量减少江苏省内的编辑作者数量，以

避免这个“编辑故事”专栏变成“江苏版”

或“长三角版”。于是这一期我请山西人民

出版社总编辑梁晋华和河南文艺出版社

编辑、作家党华写出他们的故事。

山西人民出版社是个神奇的存在。他

们在一个分众领域取得了其他国内出版

社难以取得的成绩。他们前社长姚军和现

任总编辑梁晋华都是我的朋友，我每次去

山西都得到他们的优待，特别是2018年

国庆节期间，我去山西深度游，梁兄驾车

送我去平遥古城，车辆追尾，我的皮毛发

生了小伤倒在其次，他的爱车被冲撞变

形，只能另行安排车辆继续前往。这件事

我当然难忘。连同整个山西游，我对山西

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好感与兴趣，一如对她

的遍地宝藏。在多次接触中，出版人难免

谈谈彼此的情况，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他

们谈围棋与围棋出版，深感山西人民出版

社完全可以挂一副牌——围棋出版社。梁

总此文揭开了谜底，当然首先是因为我多

年着迷于此。

党华在河南文艺出版社是个活跃的

编辑，我从微信群里看到她的忧思与快

乐。她不但编了很多好书，还写了很多好

作品。这并不奇怪，中原大地名家、大家辈

出，当地文艺出版社自然享有天时地利

人和，编辑也被熏染。党华原与我八竿子

也打不到一块儿，只是因为作为编辑的

我们曾有共同的作者王晓华。2018年，我

在苏人社当社长时曾经出版过王晓华老

师的《老杆子》，这书当年出版后很是畅

销了一阵子，但这部书稿作者最初是投

给党华的，由于我极度偏爱，硬是从她手

里夺了过来。我是满怀内疚，但党华境界

高到“好稿去了好地方”的地步，不断地

安慰我。我于是邀请她来南京参加好书

分享会，也在深圳全国书展上与她见过

面，从此也成了朋友。

党华将河南知名剧作家李泓先生的

剧本编辑出版，其编辑故事有点独特。戏

剧出版从来都是一个独特门类，从古希腊

戏剧到莎士比亚戏剧，从元曲到现代剧，

在发达的视听载体和复制技术出现之前，

都曾是出版的重要板块，毕竟有那么多剧

作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从戏剧到图

书，其转换过程非常复杂，特别是地方戏

剧的出版。党华从出版的意义到出版的细

节都作了生动的描述，或许可以为本版

“编辑故事”提供一份另样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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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19日 星期一凤凰书评

主持人语

徐 海

编辑工作的乐趣
□梁晋华

一转眼，从事编辑工作已满三十年。

回想起来并没有什么千辛万苦取得的成

绩，三十年的时光就这样轻飘飘地溜走

了。唯一欣慰的是，这么多年编过的书稿

大部分在自己的兴趣范围之内，为之付出

得心甘情愿还充满乐趣，可以说编辑这个

职业一点都没有亏待自己。在编辑工作中

寻找乐趣，一直觉得《论语》所说的“从心

所欲不逾矩”非常契合，也就是把党和国

家的出版方针政策与编辑自身专业特长、

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找到适合自己的出书

方向，在工作中既能尽情享受个体创造力

的充分释放，又不辱使命，不辜负编辑肩

负的社会责任。

古人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也

可以用来形容出版物对社会的巨大影响。

每一位编辑必须清醒认识到社会责任的

重大。出一本好书，对国家、社会都有利，

自己也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享受到巨大的

成就感，这种收益是金钱无法买到的，是

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例如，江苏人

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自

1988年出版以来，几代出版人一以贯之、

薪火相传，至今已出版两百多个品种，对

于国内学术研究而言善莫大焉。许多学者

谈起这套书，都说是自己学术之路上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这套丛书对社会的贡献与

口碑，是图书社会效益最本质的体现，参

与其中的每一位编辑能为如此重大的文

化工程付出心血，其生命价值感也会由此

得以提升，这是对出版人最大的奖励。随

之而来的各项荣誉，只是社会效益实现之

后的副产品，而不是社会效益本身。出一

本坏书，轻则把有用的纸变成无用的书，

浪费社会资源；重则造成精神污染，给国

家和人民带来直接危害，编辑自身的生活

与工作也同时留下阴影。

叔本华在《论学者》中说过：“一个人

只有真诚地热爱一件事，才会对它有直接

而浓厚的兴趣，才会因为喜欢它而献身于

它，才会不懈地探求其奥秘而只是为了爱

好。正是这些人，而不是那些为金钱而劳

动的人，才创造出最伟大的作品。”如果我

们把工作仅作为获取薪水的手段，与生活

割裂开来，试图用工作的苦，换取生活的

乐，那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将充满痛

苦。因为对于一天而言，除了吃饭睡觉，绝

大部分时间在工作；对于一生而言，最宝

贵的年华也是在工作，工作几乎就是在书

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如果不能在工

作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发掘出生命的乐

趣，那么我们的一生还有多少时间是属于

自己的？是为自己而活的？还能有多少时

间留给自己，体味人生的快乐？

邹韬奋先生在《生活史话》中说：“做

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

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

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

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编辑工

作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充分发挥编辑个

人的创造性，从选题策划到编辑加工，从

装帧设计到营销宣传，无不饱含编辑的心

血。一本印制精美的新书，捧在编辑手中，

他收获的是新生婴儿孕育诞生的至真喜

悦，如上帝造人般体味着创造的欢愉。这

时，工作就是生活，工作就是享受。这也就

是编辑最大的“快乐源泉”。

投资办企业有一句俗语：“做生不如

做熟。”但人们总会忍受不住潮流、时尚和

贪心等的影响，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编

辑策划选题，亦是如此。在自己熟悉的领

域，编辑自身有专业特长，了解其发展的

现状与趋势，同时也积累有广泛的人脉资

源，拥有强大的作者队伍，更容易发挥其

专业潜能，策划出好的选题。选题运作成

功后，逐步推开，扩充根据地，做大做强就

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围棋类图书，正是

循着这样的思路，逐步发展壮大的。2001

年开始出版的《围棋教学习题册》系列，是

山西人民出版社围棋图书的起点。作者是

从未出过书的围棋职业三段胡晓苓老师，

职业棋手在我们这些业余棋迷眼中都是

令人尊敬的老师，因为可以在棋艺上高屋

建瓴地指导我们。她当时烦心的是怎么才

能减轻给学生讲课时需要大量复印习题

的困扰，这一点又恰恰是最真实的市场需

求。当时我们在编辑部主任姚军（2019年

任社长）的带领下正热火朝天地编辑一套

中学同步教辅《新学案》，姚军是业余 5

段，太原市的业余围棋高手，我们编辑部

办公室也成为了太原市业余高手下班后

的聚集地，职业棋手也不时过来指导一

下，在围棋上实现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

白丁”。这种自由与真性情的氛围，对于出

版社这种需要策划、创意的文化单位而

言，非常重要。

胡晓苓老师与姚军是多年的好友，她

把苦恼与姚军一番诉说，立刻诞生了出版

一本围棋教辅读物的选题。过了一段时

间，胡老师抱了一堆“书稿”来我办公室，

打开一看，好家伙，有复印的，有剪贴的，

有手画的，乱七八糟。胡老师呵呵一笑，就

这么多东西，你看着弄吧。这下可好，我这

个责任编辑第一项工作就是给原稿排序，

编页码。接下来又转战排版公司，与排版

工人一起研究如何排围棋稿件，主要是如

何录入棋谱。工人不懂围棋，我不会排版，

取长补短、齐心协力终于搞清楚维思软件

棋牌插件的用法。工人在录入棋谱时因为

不会围棋，只能数着横竖棋盘线去摆棋

子，错误百出，索性我亲自上手把棋谱上

的棋子一个一个摆上去，省得看稿子的时

候再去标红。当时的维思软件非常落后，

棋谱图和文字是分离的，不能自动调整，

就像以前的铅字排版一样，一旦删掉一个

就得把后面的棋谱依次手动调整。所以我

经常把胡老师也喊去排版车间一起干活，

遇上需要补图的地方，现场出题补图，省

去来回推版的麻烦，由此也结下了深厚的

战斗情谊。书出版之后，利用胡老师在全

国职业棋手中的人脉资源，进行宣传营

销，从一开始每年销售三五千册逐步发展

到《围棋教学习题册（入门）》单品种一年

销售10万册以上，至今累计单品种销售

150万册，成为围棋培训市场不可或缺的

教辅读物。这种全生命周期，打造一本畅

销图书的乐趣，对于编辑而言，非亲身经

历不能体会。

等到编辑江苏围棋队主教练丁波老

师的《围棋教学习题册（中级、高级）》时，

我的棋力有了质的飞跃。丁波老师是职业

五段，我国著名的金牌教练，曾经带领江

苏队在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拿下八连

冠。他选编的习题非常经典，适合业余4

段以上使用。我作为当时接触书稿时业余

2段左右水平的编辑，并没有能力想明白

每道习题背后复杂的变化，为了发现书稿

中的问题，硬生生对着答案把书稿中的习

题做了多遍，对于每道题的答案都在反复

琢磨如果不这样走会有什么变化，居然发

现了不少原稿问题，这股子认真劲得到了

丁波老师的高度认可，亲密合作二十余

年。书出版后，我发现自己在棋盘上再也

无惧战斗了，成了棋盘上的“力战派”，因

为编书过程中强制做题，极大地提高了自

己的计算力和对棋形要点的感觉。孔子

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编辑这个职业最好

的一点就是，总在与不同专业的高人打交

道，潜移默化中自己也不断提升。

二十多年来，山西人民出版社深耕围

棋出版，不断推出新书，形成了“书海围

棋”品牌，许多偶像级的围棋职业棋手都

成了我们的作者。出版了陈祖德、聂卫平、

马晓春、俞斌、江铸久、芮乃伟等中国围棋

界老一辈顶尖棋手以及韩国的曹薰铉、李

昌镐等围棋风云人物的著作，每一个名字

都是一座高峰、一段传奇。

2012年我们出版了《陈祖德围棋二

十名局》。陈祖德是上世纪60年代第一个

在中国击败日本九段棋手的中国人，中国

棋院院长、中国围棋协会主席，1980年在

与胃癌斗争中撰写自传《超越自我》，激励

了一代围棋爱好者。2012年陈祖德先生

又罹患胰腺癌，消息传来，我们作为棋迷

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时姚军已经是山西人

民出版社总编辑，他义不容辞地去看望了

陈老，希望能够出版代表陈老一生辉煌的

对局集，并且婉转地提了一个要求，希望

陈老能够挑选各个时期自己最喜欢的照

片作为每一局棋的配图，陈老作为早已勘

破生死的豁达之人，当然清楚出版社的心

意，欣然同意。于是一部经典再现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中国围棋由弱而兴、赶超日本

围棋的艰难步履的著作诞生了。作为责

编，我在编辑过程中充满了使命感，也深

为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围棋爱好者能为中

国围棋出一份力感到骄傲。最终，在陈老

住院期间，于病榻上审定书稿，见到了即

将付印的样书。

芮乃伟老师，是我个人心目中的偶

像，她是中国少有的能够一以贯之地、纯

粹地生活在围棋世界中的神一般的存在，

不受世俗的羁绊，至今仍然能够驰骋于围

棋赛场。作为吴清源先生的关门弟子，真

正传承了棋道精神。《芮乃伟国际大赛对

局精选——吴清源大师评点》《风中的旅

人》等都是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

般职业棋手认为职业围棋是个残酷的胜

负博弈场，而芮老师却完全不同，她用史

铁生《病隙碎笔》中的话来解释自己对围

棋的执着，“约伯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约

伯的信心前面没有福乐作引诱，有的倒是

接连不断的苦难。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

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从约

伯故事的启示中，我知道：真正的信心前

面，其实是一片空旷，除了希望什么也没

有”。芮老师说，把句中的“苦难”换成“失

败”，把“福乐”换成“胜利”，就是她对围棋

的信心了。我自认为自己也曾在哲学上下

过一些功夫，同样也为史铁生从自我真实

存在的人生去思考去阐释的哲理所折服，

但是芮老师的话还是如闪电般击中了我

的心魂，哲理在她这儿不再是空洞的概

念，而是一盘盘呕心沥血、落子无悔的棋

局，一步步信念坚定地走过的人生。编辑

工作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是专注于

所编书稿本身的价值，而是被外在的利

益、荣誉所引诱，难免会陷入马克思所批

判的拜物教的窠臼。

依托围棋图书在国内围棋界形成的

影响力，201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书海出

版社）与路鑫集团共同出资组建山西职业

女子围棋队——山西书海路鑫队，征战多

年，终于在2023年获得了中国女子围棋

甲级联赛的冠军，成为中国女子围棋甲级

联赛历史上第三个冠军，也是山西围棋第

一次夺得职业联赛冠军，还是山西职业体

育历史上继山西女篮之后的第二个冠军。

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团队也在全国的

新闻媒体围棋比赛中屡获佳绩，2019年

第三届全国新闻媒体围棋精英赛中更是

荣获团体冠军。

纵观三十年的编辑工作，似乎一直是

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工作，一直在做让自己

“快乐”的事，回想起来特别感谢出版社这

么好的平台，感谢编辑这个职业。

（作者系山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为年近九旬的剧作家编辑剧作选，将他一

生的重要剧作认真研读、编校、出版。编辑的过

程，也是进入作者个人历史的过程。在这过程

中，小编收获良多。

河南项城是个特殊的地方，人杰地灵，历

史上曾经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孕育出不少特

殊的人物。本书作者——86岁的剧作家李泓先

生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在未见到他之前，我

在微信朋友圈看他晒自己动手蒸的馒头；看他

和学生后辈旅游的美图，那些孙子孙女辈的学

生花枝招展地簇拥着他；看他骑自行车几十公

里去沈丘吃肉盒——这是一位多么热爱生活

的老人家。见面之后，听他讲他写的戏巡演时

从被拒绝到被追捧的那些趣事，一个通透洒脱

的长者很具体地存在于小编眼前。

通过这本书的合作，我更加认为“年高德

劭”“德高望重”“返璞归真”这些成语就是为他

准备的。

戏曲是古老的艺术，也是在漫长的农耕文

明中开出的花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

方戏。李泓先生一生扎根家乡项城，为父老乡

亲写戏，他的《农家媳妇》《农家嫂子》《农家巧妮》三部大

戏久演不衰，深得群众喜爱。这是老先生奉献给这个世

界的无限深情，也是他对家乡深沉的爱。

在编辑过程中，我反复确认，这些剧本全都是在舞

台上演出过的，《农家媳妇》已累计演出两千余场，除了

河南本埠，该戏曾在安徽、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巡演，深

得群众喜爱。在安徽演出时，当地的村支书说，你们这戏

演一场，比我们开十次会都管用。家庭和谐、孝敬公婆、

赡养父母等主题通过唱戏、看戏，潜移默化影响了观众

的心理，成为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精神食粮。

因为大部分戏都已演出多年，一直在打磨，其三观

是经受得住群众检验的。小编的工作就是鸡蛋里面挑骨

头，比如，《农家媳妇》中，中秋时节剧情里出现桃子。这

个季节对吗？一般来说北方的桃子是夏季水果。在《农家

嫂子》中，寿桃和甜柿同时出现，这时间合理吗？

经过沟通，李老师回复：关于桃子，有五月鲜、六月

红、八月紫樱桃等。八月桃正赶中秋节卖，与秋柿子也可

赶在一起。既然有依据，那就保留。

二审提出来：文中提到在作者创作生涯中具有阶段

代表性的作品并没有选入，比如《一篮红薯干》《高路入

云》，是否要收进来？

李老师回复：很可惜，当时的领导因为《高路入云》

要逮捕我的时候，我父亲把它烧了。因为只有一份手写

稿，烧了也就没了。这个回复背后丰富的信息量，就像书

画作品的留白一样，虽空无一物，却写满了一个人的历

史。

和作者全程沟通顺畅，经过编、审，成书去掉了小戏

《彩礼风波》，这是涉及男女定亲彩礼和双方父母斗嘴的

一个小戏。可以想象，在乡村的大舞台上，这种贴近生

活、矛盾冲突非常好看的戏很受群众欢迎。不过在出版

上，关于彩礼的价值取向问题，要谨慎表述。彩礼该不该

要，多少彩礼比较合适，不同地域的男女结亲，对彩礼认

知差异太大，矛盾如何解决？我犯难了。本着少而精的原

则，我们果断去掉了两个小戏。

在印前质检时，质检老师提出来几处方言用词不规

范的问题。豫剧是面向河南话方言辐射区民众的艺术形

式，方言土语的表现力更强，也常为唱词创作所采纳。戏

曲表演是综合艺术，通过“演”和“唱”输出内容，而出版

是平面艺术，用具体的文字来表现。这里就面临表演很

容易被领会，白纸黑字落到纸上却要遵守语言规范的问

题。我们的质检赵红宙老师是河南南阳人，根据经验和

常识反复核查书中涉及的方言，晚上八点多还在请教同

行关于项城的方言，比如“轱辘锅”，指的是过去河南乡

间补锅的旧手艺。最后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简

称现汉七）的词条，采用了“锢露”一词，词条释义为：用

熔化的金属堵塞金属物品的漏洞。整个编校过程我们既

保留了河南豫剧的语言地方特色，又保证语言符合出版

规范。

在图书编辑过程中与作者的沟通中，有三个点令我

非常感动：

第一次，关于书里放不放照片的问题。小编的建议

是不放，我以为图书还是要纯粹一些。照片涉及一些人

不适合出现，李老师接纳了我的建议，他说：再好的食

材，不合适也不能放。

第二次，我在审稿过程中看到文中提及，他的生日

是六月初八，查了日历，是7月13日。我就想赶在这个时

间把书做出来，但是，时间特别紧张，在各种流程没有实

质性走到位、尤其该书的CIP没有批复之前，我心里是没

底的，也不敢乱承诺。我就如实告诉老人家，这个CIP（书

号相当于一本书的“准孕证”，CIP相当于一本书的“准生

证”）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管理的，我们只能按流程等

待批复，万一不能赶出来，请他继续耐心等待。李老师回

复我：道法自然。人有善念，天会感知。你对我这老头儿

的这点心意，老天会看见。

第三次，是万事俱备，临下印厂，我们原先定的布纹

纸需要调货，在争分夺秒的情况下，我果断选择了同色

的平替，跟李老师沟通，他说：只要你认为合适，我就放

心了。

瞧，这是一位何等通情达理的老人家。这是真正的

“中国好作者”。

戏剧是高度概括的艺术，对结构、语言有非常特殊

的要求。李泓先生早年写小说、诗歌，喜爱古典诗词，后

来写戏的时候，这些文学上的准备就发挥出了作用。在

《农家媳妇》中，女一号周玉兰有一段唱：

（唱）嫂子你做事太过分，

怎能这样对双亲！

问世上谁人不是爹娘养？

没爹娘谁又能长成人？

乌鸦尚有反哺意，

羊羔跪乳报娘恩。

可是你，忘了骨肉忘了本，

竟逼着婆母祭宅神。

你对着天，对着地，

对着四邻众乡亲，

伦理纲常全不问，

你也该拍拍胸问一问良心！

可以想象，当舞台上这样的唱段慷慨激昂行云流水

般响起，台下的观众有人流泪、有人欣慰，更多的观众热

烈鼓掌表示认同。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就是

这样通过舞台上的故事演绎，潜移默化地告诉观众，什

么是我们应当坚持的，什么是我们要唾弃的。这不就是

文明的薪火无声的传递吗？

李泓代表作——豫剧现代戏《农家媳妇》荣获河南

省第一届县（区）级戏剧大赛金奖和河南省第三届“黄河

杯”戏剧金奖、最佳叫座奖以及剧本、谱曲、舞美、伴奏、

灯光、演员等共十四项大奖。可谓实至名归。这样优秀的

剧作出版，也会给更多的戏曲爱好者、基层院团以及戏

曲研究机构提供一个学习和摹唱的样本。在全面推进两

个文明的建设中，它不仅是有益的，更是必要的。

但是，有人提出，戏曲是好的，但出版是否必要？能

不能有读者？因为看戏的人与看书的人毕竟是两类人。

我则支持认为，这是一部河南豫剧的剧本集，收入资深

编剧李泓先生豫剧代表作《农家媳妇》《农家嫂子》《农家

巧妮》三台大戏以及十余部豫剧小戏、话剧小品等剧本。

这些剧本，全部为排演过的成熟剧本，并获多种奖项。剧

作家李泓自述，其创作一生不离农业、农民、农村，写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在演戏中传递健康的三观，优化观

众的看戏体验与实际生活的关联，与中国传统戏曲最初

的“高台教化”功能始终一致，而又始终站在观众之中，

春风化雨，寓教于乐，深得群众喜爱。且剧本内容紧贴当

下生活，语言充满机趣，除了作为演出底本，其文本的可

读性亦可作为戏曲爱好者的文娱普及读物。李泓的豫剧

现代戏在当代河南的戏曲演艺史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芬

芳田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各地的戏剧院团、农

家书屋、机关单位及中小学校都需要这样成熟的剧本。

现代戏作为一种文本价值高、创排成本低、群众易

接受的艺术门类，将戏曲的焦点对准普罗大众的当下生

活，数十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豫剧现代戏《朝

阳沟》《倒霉大叔的婚事》《人欢马叫》等已经经典化，屡

屡被其他艺术门类转化、再创作，不拘一格的广泛传播，

验证了其艺术上旺盛的生命力。李泓先生正是在这条路

上辛勤耕作。这些剧本的出版，将为戏曲从业人员、爱好

者和研究者提供抓手。

在该书付印前，我的同事积极联络馆配，令人欣喜

的是，各地图书馆预先订购了1500册。也就是说，这本

剧作集将如小编设想，成为各界人士了解戏、学习戏、评

论戏、研究戏的一个实物资料。李老师不仅留下了优秀

的剧作，还培育了优秀的继承人。中国戏曲百花齐放，剧

本的出版锦上添花。

（作者系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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