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创作这些作品的作者，分布

在不同的年龄段， 有迥然相异的生活经

历，但他们都写出了伟大的、击中一代又

一代读者心灵的作品。

YA 图书在英国的发展
之路

1967 年，苏珊·艾洛丝·辛登的《边缘

小子》出版，标志着 YA 图书出版的起源，

这是第一本 YA 畅销书，被认为是第一本

真正意义的青少年小说。 50 多年过去了，

在西方，YA 文学已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概

念，在出版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 据英国

麦克米伦儿童出版集团执行出版人贝琳

达·约尼·拉斯穆森介绍，在英国，YA 图书

大约占所有童书市场的 10%。 截至目前，

YA 图书的销售码洋为 1650 万英镑，是继

小说、图画书和低幼读物后的第四大图书

类别。

前面也提到过，虽然严格来说，YA 的

目标读者群为 12-18 岁年龄段的读者，但

是根据 2012 年鲍克公司的调查 ，55%购

买 YA 图书的消费者为成年人，大部分为

女性读者，并且这些成年人中 78%是为自

己购买的。 拉斯穆森说，对于英国出版商

来说，成年人读物和 YA 读物销售的区别

更多的在于它们的主题，而不是情节和写

作手法的复杂性。 YA 图书的出版可以被

细分进成年人读物的范畴———特别是浪

漫小说、幻想小说、科学小说和文学小说，

YA 图书的主题内容可以涉及方方面面。

拉斯穆森总结了 YA 图书的一些特

征：YA 图书一般来说都有一个青春期的

主人公，他/她面临着一些意义重大的困境

和灾难，通过克服这些困难，他们也得到

了成长；YA 文学有一个很一致的元素，就

是很高的情绪强度，不论是《饥饿游戏 》，

还是一场高中足球赛上要面对的竞争 ；

YA 图书是比较易变的， 比较容易被时代

引领；YA 图书可以发展得很快，但通常也

会相对较快地下滑。

英国的出版商非常重视 YA 图书的

营销。 拉斯穆森介绍说，就 YA 图书而言，

处女作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因为 YA 图书

更多取决于其内容，而不是作者。 而在市

场上， 他们更加重视数字影响力营销，以

更真实地展示他们的作品，更好地赢得潜

在消费者的信任。 因此，他们有一个紧密

联系的 YA 社交媒体社区， 包括博客、作

家、出版商、书商等。 这个媒体社区可以帮

助出版商更好地发现新人，并且发布优秀

的处女作作品。

出版商通过网上宣传， 使用关键词，

并且通过一些视频、信息测试来尽可能获

得图书出版的正确方向。 另外他们也会跟

电影、电视、时尚杂志进行合作。

在英国有一个一年一度的 YA 文学

大会，拉斯穆森将之形容为 YA 图书的规

则导向者，这个大会使得 YA 图书出版商

有机会与一些 YA 图书的读者直接见面

沟通， 以更好地了解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对现阶段 YA 图书的关键驱动元素，拉斯

穆森总结了四条，分别是与电视、电影的

关联，社会热门问题和当代关注点，越来

越多作家和角色的涌现，成年人图书类别

成功融进了 YA 图书。

YA 图书在中国的发现

之旅

为了弥补 YA 图书在国内图书市场

上的空缺，2014 年 12 月， 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集团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合作，

通过合资的麦克米伦世纪童书公司，推出

了精挑细选的“零时差·YA 书系”产品线，

出版了近 20 部针对国内初高中生阅读需

求的作品， 不仅获得了青少年的喜爱，也

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 “零时差·YA”书

系通过引进出版，在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的

文学品类，弥补了中国儿童出版的结构性

缺失。

据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方面介绍，他们

之所以孜孜于引进 YA 书系作品，除了意

在改变中国 YA 文学的落寞状态之外，更

热切的希望是藉此激发、推动我们自己的

原创 YA 文学作品。 “从引进借鉴到走出

去讲述中国故事，是我社数十年童书出版

的一个宝贵经验与优良传统……YA 图书

是我们给中国青少年的礼物，我们希望能

用文学的方式陪伴他们度过这一段人生

中最敏感和最关键的时期，用一个个同龄

人的故事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蜕变，如何成

长，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如何塑造优秀

的人格。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刘

凯军如是说。

于是，2017 年 11 月，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集团联合麦克米伦出版集团、阅文集团

以及旗下麦克米伦世纪童书公司，正式启

动了“中文原创 YA 文学奖”的评选。 “中

文原创 YA 文学奖 ”设立大奖 1 名 ，提名

奖 4 名，获得大奖者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集团提供 20 万元奖金。 同时，获奖作品

也将有机会由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在英国

或美国出版。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表示：“新

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少年需要自己的 YA

文学，YA 文学也应该在中国文学中具有

更鲜明、 更独立的姿态 ， 并占有一席之

地。 ”历经一年的选拔、初评、复评和终评，

日前，“中文原创 YA 文学奖”的最终评选

结果出炉：舒辉波的《天使的国》荣获年度

大奖，王天宁的《跳舞，在天台上》，连城的

《豆蔻梢头》，王路的《永不宽恕的背叛 》，

石文芳《少女笃的流浪与放逐》获得提名

奖。此届大赛的获奖者既有父母群体的 70

后， 也有在年龄上更接近 YA 群体的 90

后，他们呈现着多种风格和面貌，预示着

无限的可能性。

从 1967 年至今，YA 图书的出版一路

走来，逐步发展。 2002 年，YA 图书的销售

种类是 2457 种 ， 到 2017 年 ， 已增加到

14767 种，足足增长了 6 倍。下一本 YA 畅

销书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引用美国著名

文学代理人 Joanna Volpe 的话就是 ：“YA

图书主导市场趋势，也不停地改变市场现

状。 ”YA 图书在中国从引进到原创的发现

之旅， 无疑是在中国文学类型的拼图上，

填上颇有意义的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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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不渝”的重要见证
———许寿裳对《鲁迅全集》的贡献

■宋志坚

因为 2005 年版 《鲁迅全集》

（下文简称《全集》）的面世，这十

几年来，鲁迅研究界人士回顾《全

集》出版之历程，难免也会说到第

一部《全集》的出版。然而，读了有

关专家的文章之后， 我有一个突

出的感觉：许寿裳先生被忽略了。

这些文章， 大多只提胡愈之等人

创办的“复社”的工作，只提“许广

平、胡愈之、王任叔等人的共同努

力”，只提“由许广平、郑振铎、王

任叔定出方案”，而几乎不提许寿

裳等人在此之前的种种努力与贡

献，既有违史实，也有失公道。

许寿裳是鲁迅 “常常引以为

自豪”的“生死不渝的至友”。在绍

兴鲁迅纪念馆编注的《许寿裳书

信选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书

中， 有从 1936 年 10 月 28 日到

1938 年 5 月 29 日许寿裳给蔡元

培和许广平的 30 余封信， 无不

与编辑出版《全集》有关。 这些书

信记录的都是当时正在进行的

事 ，不是事后的回忆 ，具有很高

的可信度。 鲁迅逝世两天后，即

1936 年10 月 21 日，许寿裳就写

信给蔡元培，提出出版《全集》之

事。 从那时起，他就为出版第一

部《全集》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做

了多方面的努力，举其要者，大致

有五：

其一，关于《全集》的注册。

《全集》的注册，先是报国民

政府内政部， 之后又转到国民党

中央宣传部。在此过程中，许寿裳

始终予以密切关注。 他不但请求

蔡元培出面与当时国民党中央宣

传部长邵力子协商， 也通过自己

的人事关系进行疏通。例如：1937

年 5 月 3 日，致信许广平，云：“注

册事，时机不可失，裳已函蔡先生

及中央党部方希孔（治），请其设

法，予以通过，陈大齐、沈士远二

兄处亦同样函托。 ”5 月 27 日，许

寿裳给蔡元培回信说：“鲁迅遗著

事，承先生亲与力子部长一谈，部

中必能知所注意，免除误解，使一

代文豪，荣于身后，亦全国文化之

幸也。 ”从中穿针引线，可谓紧锣

密鼓，不遗余力。

其二， 关于鲁迅先生纪念委

员会以及《全集》编辑委员会。

鲁迅逝世之时， 有一个治丧

委员会， 后转为鲁迅先生纪念委

员会的筹委会。 许寿裳在为第一

部《全集》出版奔走过程中，深感成

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迫在眉

睫，并为促成此事，做了不少力所

能及的工作。1937年 4月 29日许

寿裳为《全集》注册事致信许广平

时， 就说及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

“确非从速成立不可”，提及汤尔和

等五人可由他去接洽， 斯诺夫妇

已托人去“面询”。 5 月 27 日致蔡

元培信说到北京方面已征得汤尔

和、胡适之、马幼渔、周启孟等七人

同意。 1937年 7月 1日致蔡元培

信及 7 月 2 日致许广平信中则不

仅说到纪念委员会，也说到了《全

集》的编印（辑）委员会。

其三，关于《全集》的出版机

构。

从 1936 年 11 月 10 日许寿

裳给许广平的信中可知， 他在那

时已开始为《全集》的印刷事宜操

心。 当时，许寿裳“亦以为最好自

印”，因而，他在信中说，“惟须立

定计划， 先将著译两方面字数核

计一下，共有若干？然后向印刷所

估价，不妨多找几家，以资比较。

北平方面，可由裳往询，请求知字

数大略。 ”然而，自印毕竟也不是

那么容易的，于是，又转请马幼渔

出面找胡适之， 请胡适之与商务

印局馆的王云五商谈。 由胡适之

帮忙，事情进展或许较为顺利，到

了 1937 年 7 月 5 日，许寿裳给蔡

元培写信时，已是为“版税一层”，

要蔡元培先生 “赐函， 与商务磋

商”了。

其四，关于《全集》的总体构

想。

1937 年 7 月 2 日，许寿裳致

许广平信中，提出了编辑《全集》

的总体构想，许寿裳说：“总之，既

名《全集》，应该全盘计划，网罗无

遗，不过可分为若干部，如（一）创

作、（二）翻译、（三）纂辑（如《谢承

后汉书》《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

书杂集》 及所搜汉唐碑板）、（四）

书简、（五） 日记……翻译中，凡

《域外小说集》之三篇，《日本小说

译丛》之若干篇，均应列入。 现在

最先应准备者，是《全集》总目及

《全集》 总序， 此事非弟担任不

可。 请着手为盼。 ”日后出版的

《全集》，基本上就保持了这样一

个格局。 《全集》的序言，也是许

寿裳提出并出面请蔡元培撰写

的。 1937 年 7 月 5 日，他致信蔡

元培说：“又《全集》总目，现正由

景宋夫人准备初稿 ， 将来脱稿

后 ，当呈尊核 ，并求赐序 ，以增

《全集》声价。 ”

其五， 关于作品收集与文字

考订。

早在 1936 年 10 月 28 日，许

寿裳给许广平的信中， 就已关注

到鲁迅作品的收集了。除了“已经

刊行之单行本”，许寿裳还特别指

出，“其余未完成之稿”，他自己也

时时留意。例如，鲁迅在香港的讲

演，除了《无声的中国》，尚有《老

调子已经唱完》一文，鲁迅在《三

闲集》序文上说：此文“寻不到底

稿了”。许寿裳在群众图书公司刊

印的 《散文甲选》 中看到这篇讲

稿，末尾注明选自《鲁迅在广东》，

当即抄录一份， 于 1937 年 3 月

17 日寄给许广平。 许寿裳在整理

《鲁迅年谱》 时， 接触到鲁迅于

1913 年发表于 《小说月报 》的文

言小说《怀旧》，于是在 1937 年 5

月 7 日给许广平的信中， 特别提

及：“豫兄有一篇试作小说载在民

元二年之《小说月报》，篇名及月

报号数尚未查出，如弟处已查出，

应予补入。 ”

有关文字考订， 只要许广平

来信提出， 许寿裳都尽其所能寻

找依据予以考证，例如，《关于太

炎先生二三事 》 中有二句 ，杂

以×××，许寿裳写信告诉许广平，

“大约一句指吴稚晖， 一句指张

东荪”。

除此之外， 许寿裳还为 《全

集》刊登广告，筹集资金，可谓不

遗余力。

就在许寿裳写信要蔡元培

“赐序”（7 月 5 日）两天之后，“七

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四个月后的

11 月 12 日， 上海沦陷。 在此前

后，国民党政府迁都，商务印书馆

内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

天津北洋工学院三校合并为西北

临时大学， 许寿裳也随之到了陕

西。 所有这些，都使《全集 》的出

版工作很难再按原先的轨道运

行。 于是，第一部《全集》的出版

工作，遂以民间的方式在上海运

作，由胡愈之等人创办的“复社”

出版。 但实际上，《全集》的大致

框架与许寿裳先前向许广平提出

的没有多大出入，可以这样说，许

寿裳与许广平等人前期的努力，

为日后胡愈之与“复社”能在短短

四个月中出版 《全集》 打下了基

础，这也是他与鲁迅“生死不渝”

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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