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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创刊以来，《全国优秀作文选》
已走过了四十载光阴。40年间，这片文学的
沃土见证了无数少年的成长、见证了梦想的萌
发与绽放。曾任主编的我，倍感荣幸能参与并
见证这一段光辉历程。借此40周年之际，我
愿与诸位分享一个关于编读互动的温馨故事。

一通电话

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2019年11
月10日，秋风微凉，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办公室
的地板上，带来一丝温暖。我正埋首于厚厚的
稿件中，长时间的审阅已使双眼疲惫不堪。此
时，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打破了这片静谧。我拿
起话筒，本以为这是一通寻常的读者来电，电
话那头传来的话语竟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

来电者是一位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女
士。她的声音中透着一丝焦急，夹杂着几分期
盼。她开门见山地问我，能否为她补做一个十
几年前发给她女儿的奖杯。听到如此请求，我
不禁愣了一下：这位母亲为何对一个奖杯如此
执着？

随着交谈的深入，事情的来龙去脉逐渐清
晰。原来，这个奖杯是她女儿在我们刊物举办
的“雨花杯”全国十佳文学少年评选中获得的
荣誉，象征着她在文学创作上的初步成就。然
而，在一次搬家过程中，这个陪伴了她多年的奖杯不幸损
毁。如今，女儿已远赴美国求学、工作、成家，离家千里万
里。这位母亲不忍告知女儿奖杯损毁的消息，却希望能
为她保留这份珍贵的记忆。于是，她怀着一丝希望，拨通
了我们的电话。

为爱而行

听完她的诉说，我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感动。作为编
辑，长期以来我们早已习惯于在书稿、赛事、评选的繁忙
工作中穿梭，往往忽略了这些事背后所承载的情感与意
义。然而，这位母亲的故事让我猛然意识到，我们所选的
每一篇文章、给予的每一份荣誉，都在读者的生命中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尽管时光荏苒，主编与编辑已几易其人，想要查找到
十几年前的奖杯承制厂商，已是难上加难，更遑论复制出
一模一样的奖杯。然而，我们深知，这不仅仅是一个奖杯
的问题，更是我们作为出版人对读者情感的回应与责
任。我们决定全力以赴，帮助这位母亲实现她的心愿。

我们开始四处打听，努力在档案室中寻找当年的记
录。同时，仔细比较了几家承揽奖杯制作的公司，希冀找
到一家能够复刻出类似奖杯的厂商。经过几番波折，我
们终于找到了一家技术精湛、口碑俱佳的公司，并根据那
位母亲的描述，定制了一个玻璃奖杯，上面镌刻了第十届

“雨花杯”全国十佳文学少年的字样，镌刻上她女儿当年
的荣誉与梦想。

奖杯制作完成后，我们原计划通过快递将这个承载
着爱与回忆的奖杯寄给那位母亲。令我们意外的是，她
婉拒了这一提议，坚持亲自从哈尔滨飞至南京，亲手接过
这个奖杯。她的执着令我深感触动，这不仅是对奖杯的
珍视，更是对女儿那份深沉母爱的表达。

相逢南京

2019年12月19日，南京初冬的寒意渐浓。当那位
母亲出现在编辑部门口时，我看到一位面容慈祥的老
人。她眼神中满是期待与感激，仿佛这趟千里之行承载

的不仅仅是一个奖杯，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
情感。

我们几位编辑特意放下手中的工作，与
这位远道而来的母亲共进午餐，听她将女儿
的成长故事娓娓道来。她讲述着女儿自幼喜
爱读书、写作，在学校文学社中崭露头角，因

参与我们刊物的作文比赛而获得人生中第一座文学奖
杯。这份荣誉对她女儿而言意义非凡，正是这个奖杯点
燃了她对文学的热爱，激励她一路追寻梦想，最终考上北
京大学，并继续在美国深造。

母亲的言语中充满了自豪与幸福，那一刻，我仿佛看
到了她女儿在我们刊物陪伴下一步步成长的足迹。这个
奖杯不仅象征着一份荣誉，更承载了一个家庭对文学梦
想的执着与坚守。

午餐后，我们带她参观了编辑部，详细讲述刊物的发
展历程与背后的故事。她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点头称
赞。在这短暂的相聚中，我深刻感受到了编读之间那份
难以言喻的默契与温暖。最终，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了
这位母亲。她带着那个沉甸甸的奖杯，踏上了归途。

编读情深

故事虽平凡，却深深触动了我。作为出版人，我们每
日精心审稿、编稿，悉心组织各类作文比赛。然而，很多时
候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努力会给他人带来何种影响，又会如
何助力他们的成长。而这位母亲的女儿用她的经历告诉
我们：我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这位母亲虽与我们素未谋面，但见到我们的第一句
话便是“谢谢你们”。这简单的四个字，让我们感到所有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能帮到读者，实属幸事——这不仅
是一句感慨，更是我们每一位编辑内心深处的真实写
照。此段回忆，不仅温暖了我的编辑生涯，更使我深刻体
会到作为出版人的价值与幸福。

40年来，《全国优秀作文选》见证了无数少年的成长
与蜕变。我们也从一个小小的编辑部发展成为了一个拥
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平台。在这一路上，我们收获了无
数的欢笑与泪水，积累了无数的感动与温暖。

这份温暖，正源自于编读之间的互动与理解。每一
个读者的来信、来电、来访，都让我们感受到那份沉甸甸
的责任与使命。我们深知，工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出版
一本刊物，更在于点燃每一个少年心中的文学梦想，陪伴
他们走过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作者系江苏凤凰报刊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立秋过了一个月，江南却不见一丝丝秋

天的影子：吹不到秋风，看不到秋雨，真是一

场漫漫长夏。看到一个报道说，全球气温每

上升0.5摄氏度，大地或海洋里便会有一些

动物失去生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秋

天，我常常要在周末步行两小时从丹徒县大

港中学回家或从家回学校，而秋天我最喜欢

坐在大片金色稻田边的节制闸上，看不断南

飞的成群的大雁。当时我没有听过马头琴演

奏的《远飞的大雁》。2018年秋，我在黑龙江

宽阔的丛林里听到艺人用马头琴演奏《远飞

的大雁》，立刻就回到了我的中学时代。现在

我则担心紊乱的季节交接，会不会让大雁不

知道何时南飞、何时北归。

强薇是江苏人民出版社迅速成长的一

名优秀年轻编辑，也是我在苏人社当社长时

招进来的，大概在此前后，我还招聘了另一

位编辑曾偲。强薇毕业于外交学院，原来在

《大公报》，曾偲毕业于武汉大学，原来在《现

代快报》工作，两个都是才女，曾偲应我约已

经为《文艺报》写了一篇，现在请强薇再写。

强薇在文中比较了报社记者与图书编辑的

区别，很有意思，而我并不十分清楚，也没有

体会。强薇以及凤凰新一代编辑的快速成

长，是我最满意、也是最希望看到的事。我常

常讲，做书不如育人，因为没有人就没有书，

出版行业与其他文创行业相似，其产品来自

编辑的创意和创新。成功不是轻松的，但她

的十年已经足以证明。强薇在文中没有披露

她的心酸事，而我知道，那非常多。

凤凰报刊公司是凤凰传媒一家专门从

事教育类报刊和公司治理杂志为主的优质

子公司，两个效益俱佳。陶振伟是公司副

总。今年年初，我和袁楠到他们公司调研，

振伟偶尔讲述的一件事令我十分心动，也

让我念念不忘。《全国优秀作文选》是享誉

全国的作文杂志，办刊多年来赢得了无数

学生和家长的心。一位求学国外的学子，多

年前在作文比赛中获奖得到奖杯，她的母

亲却因奖杯不小心摔坏而萦怀遗憾。重做

多年前奖杯的故事，缀连成读者、作者与编

者的情感丝线——奖杯如藕，作者与编辑

之情如丝。

我本不愿多用凤凰集团编辑的文章，只

想在突然稿荒时救急，无奈他们的故事太

感人，以至于我听完就有强烈的组稿冲动，

加上沟通成本又低，天天催自己的同事也

不怕他们烦，于是便有了这样两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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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5日 星期三凤凰书评

主持人语

徐 海

一
个
破
碎
奖
杯
的
新
生

□
陶
振
伟

今年是我到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第
十个年头。光阴荏苒，回忆自己从事编辑
工作的点滴，有收获，有遗憾，有成长，有
不足。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编辑，起步
较晚，也因为有了不同职业的经历，更加
坚定了从事出版行业的志向。每每回想起
得以进入凤凰的机缘，都觉得庆幸、感恩。

在入职凤凰前，我一直在媒体从事
新闻报道工作。虽然研究生毕业时也曾
想过向凤凰投送简历，但因为没有专业
对口的岗位只能作罢。记得毕业数年后，
还是在记者同行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凤凰
的招聘启事，其中江苏人民出版社招收
国际关系专业的毕业生，对学历和工作
经验的要求，我也正相符。不禁喜出望
外，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顺利通过笔
试、面试，就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
插柳柳成荫”地进了出版行业。

虽然新闻和出版都属于传媒大类，
有不少共通之处，但从记者转变为编辑，
仍觉得从工作方法到工作节奏都需要重
新摸索，从头学习。在通讯社和报社时，
总觉得人被时间追赶着，每天忙于寻找
新闻线索、采访、写稿、发稿，生怕赶得晚
了，新闻就成了旧闻。到了出版社后，以
为图书的出版周期相对来说要长了不
少，工作似乎可以慢下来一点，轻松一
点。但很快我就感受到了出版工作的压
力和挑战。首先，图书的文字体量较新闻
报道要大得多，编辑工作对文字表达的
准确性要求更高。其次，编辑手上往往不
只一本图书在编，每当几部书稿的出版
时间撞到了一起，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
加班加点也是常态。更重要的是，因为出
版所涉的知识更加专业和深入，编辑工
作需要耐得住性子，不论是编辑技能还
是知识素养都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沉
淀，才能静水流深。

进社后，得益于江苏人民出版社“以
老带新”的制度，我跟着出版社首席编
辑、资深编审唐爱萍老师学习编辑业务。
入社一个多月时，社里抽调力量集中出
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丛书”和

“迈上新台阶 建设新江苏”研究丛书。唐
老师带着我参与到这两套丛书的编辑工
作中。时间紧，任务重，从拿到书稿到付
印出版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也正是
在跟着老师加班加点编校书稿的过程
中，我发现自己距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
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是作为一名编辑，对
党的理论和相关政策文件的知识储备不
够，对书中政治观点的表述往往不知该
如何把握。二是在编校技能方面的欠缺。
虽然每天很努力地对书稿逐字逐句进行
修改，甚至改得整篇书稿满是痕迹，但改
出来的“硬伤”不多，还因为改得太慢耽

误了编校工作的进展。幸得唐老师耐心
教导，不仅对我看过的书稿重新审读编
校，总结指出上一校中的疏漏和问题，更
着重分析编校错误的根由，真正是“传道
受业解惑”。我一直记得唐老师将编辑改
稿形容为是在给书稿作“微创手术”，一
方面要精准校正书稿中的差错，另一方
面应最大程度保留书稿本身的特色，不
要轻易改变作者的原意，特别是不能改
是成非。

就这样，在跟着唐老师和编辑室其
他资深编辑编校一本本图书的过程中，
我逐渐掌握了编校的基本技能和知识，
更在跟着出版社领导和唐老师拜访作
者、策划组稿、参加活动的过程中，接触
到了更为广博的出版世界，开始有了编
辑需要积极策划选题、积累作者资源的
意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徐海总编辑
那时正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徐总
任社长时除了大力倡导“以老带新”机制
外，还特别强调要“以项目培养新人”，让
新入社不久的编辑早早地就参与到重大
出版项目中来，使我们在实战中得到很
大的锻炼和迅速的成长，并通过这些重
大出版项目结识了不少名家，为后面的
出版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016年，社里派我去厦门参加中国
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出发前，徐海社长
就说要多结识参会的法学名家，特别是
我国首位WTO上诉机构大法官张月姣
也将参加这次会议，机会难得，要设法向
她约稿。在这次会议上，张月姣老师作了
她自日内瓦归国后的首场演讲，在场听
众无不被其在国际经济法领域的杰出贡
献和拳拳爱国之心所鼓舞。在我社作者、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荣誉会长、厦门大
学陈安教授的引荐下，我得以拜会张老
师，表达了希望出版其个人传记的愿望。
张老师为人极为友善，并不介意我只是
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编辑，很是愉快地
应允下来。2019年，张老师被党中央、国
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我的人生
路：张月姣大法官自传》也经过三年多的
写作、整理和反复打磨后在我社出版。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中，张月姣老师
一面参与国内外各种学术交流与讲演，
筹办了清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究院，
一面担任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
心（ICSID）仲裁员，办理了20年未决大
案，一面还承担着最高人民法院专家委
员等各项社会事务，并完成了《我的人生
路》和另外一部判例集的写作，工作强度
之大、行程之密、效率之高可以想见。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张老师都是利用节假
日、周末和早上4点到8点的时间进行写
作，每每收到她的邮件都是在深夜或者

凌晨，而此时的张老师早已过了古稀之
年。寒来暑往，书稿由最初的几万字充实
到十万字、十五万字，数易其稿、反复打磨
后，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已是一部二十
余万字的厚重作品。《我的人生路》不仅是
一本自传，更是一部新中国的法治建设
史、改革开放史。它既是一部励志传奇，
更浓缩了中国法律人在推动对外开放法
制建设中所做的不懈努力。张老师常说

“Make it happen”，无论何时何地，都
要勇往直前。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她
的精神时时感染着我、鼓励着我，这段经
历也成为使我受益终身的精神财富。

除了张月姣大法官，我还有幸编辑
出版了王蒙、洪银兴、杨牧之、章剑华、朱
邦造、倪世雄、贺云翱、朱冬生等众多学
术名家、文化大家的著作。因为身处凤凰
这样世界一流的出版平台，因为从事编
辑工作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我非常幸
运能和许多年少读书时就仰慕已久的作
者近距离接触，不仅得以深入了解他们
的学术、文化和思想脉络，更在日常接触
中真切感受到他们的处世风范和人格魅
力。于工作、于人生都受了极大的益处，
做人、做事都有了更多更好的榜样。

徐海总编辑在《出版的正反面》一书
中曾提出编辑的六个等次。对标对表，我
想自己在从事出版工作的第十个年头，
勉强做到了三等、四等编辑，正在向着努
力成为二等编辑努力。在技术日新月异、
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当下，成为一名称职
甚至优秀的编辑，自己需要做的还有很
多。从事着肩负传承人类文明重要使命
的出版工作，我们有责任将老一辈出版
人的优良传统学习好、传承好，更有责任
跟随着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脚步，积极
创新、开拓进取，在新时代的出版变革中
努力留下自己的印迹，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

从报社记者到图书编辑
——入职凤凰十年记

□强 薇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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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开篇 隐秘碎片（短篇小说）…… 徐小斌
隐秘性的裸露方式——读徐小斌的《隐秘碎片》

（评论）…………………………… 贺绍俊
现实中国 校园之殇——关于“校园霸凌”的

社会观察（报告文学）…李燕燕
好看小说 公开课（中篇小说）……… 余一鸣
体面（中篇小说）……………………… 余 耕
珠穆朗玛（短篇小说）………………… 水笑莹
上海小夜曲（短篇小说）……………… 于则于
映山红 脸红红（短篇小说） ………… 毛 嫱
生育史（短篇小说）…………………… 方 言
诗人A与拾垃圾者B的故事（小小说）…小 灵
新人自荐 山盯（短篇小说）………… 万 户
在故事的冒险中彼此“看见”——评万户

《山盯》（点评）…………………… 沈 念
天下中文 我心中的新诗英雄……… 胡 亮
丹顶鹤的故事………………………… 兴 安
小镇的春天…………………………… 邓宗良

蜀道苍茫……………………………… 宋 扬
汉诗维度☆云 汉
等待生活对你开口（组诗）…………… 王东东
逶迤而无垠的苍生（组诗）…………… 李自国
雪落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河山（组诗）…铄 城
雪天（外一首）………………………… 王彤乐☆星 群
野 乔 春 马 贺泽岚 墨 尘 毛宇睿
西 左 阿 溯 耳 南 李 振 陈 浪
曾入龙 刘 佳 马 彧 华东民 王 磊
杨清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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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的声音 …… 刘炫松
两个世界，一种生命——《太平

洋纪事》读后…… 王玮旭
初次告别 …………… 春 马
追捕美人鱼 ………… 麦子杨
小美的日常生活 …… 李 云
杨大力 ……………… 任 乐
牧斯的诗 …………… 牧 斯
三姑石的诗 ………… 三姑石
陈庆票的诗 ………… 陈庆票
白果树下 …………… 但 及
迁徙到峡谷尽头 …… 阿 逴
透明的他 …………… 叶桂杰
风筝在云中飘荡

——叶桂杰印象…高上兴
黑蓝：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种

时态 …………… 比 多
主体性的探索与信息技术的想象

——读昼温的小说
………… 主 持：詹 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