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昕在北京三联书店任职期间领导并参与策划!编辑!出版!营销的部分畅销书"

几本畅销书的背后
!

李 昕

!""#

年春节过后! 我从香港
回京!

$

月
$%

日到北京三联报到"

那几年! 随着中国出版界转
企改制的深入开展! 三联在经营
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出版社要完
成规定的经济目标!要创利!当然
要有畅销书"

!""&

年!三联的经济效益问
题已非常突出"上半年!新书销量
逾

%

万册的仅一种"长此以往!三
联将落到边缘化境地"于是!领导
班子开会研究对策!统一认识#领
导不能仅坐镇指挥! 班子成员要
带头抓畅销书" 这一方面有助于
提高选题策划的成功率! 另一方
面可引导编辑部转变观念"而且!

领导介入! 便于统筹各方面人力
资源!理顺畅销书的运作模式"

一

当时中华书局刚出版阎崇年
$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
十年 %和于丹的 $于丹 &论语 '心
得%等作品!做得有声有色!风生
水起" 向这些作者约稿我以为并
不难! 问题是他们已被中华书局
炒热!三联没有必要跟风" 我说!

假如我们的编辑能在文化界发现
另一个阎崇年或于丹! 三联就可
出版他的书"

至于其他作家! 我首先想到
王蒙"他是文坛常青树!作品畅销
不衰" 我和他较熟!

%&'#

年我出
版他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 (创作
是一种燃烧%后!与他一直保持联
系!每年都去拜访他) 此时!他已
有十多年不在北京三联出书! 和
三联的其他领导人都不熟悉" 王
蒙的作品除了小说! 有很多讨论
中国文化问题的! 非常适合三联
出版!于是我向他约稿"

起初! 王蒙对三联的市场发
行没有信心! 不愿把新书交给三
联" 我一再邀约!他盛情难却!便同
意在三联出版(老子十八讲%" 这是
他在北京电视台 *中国文化大讲
堂+举办的讲座结集) 该书后来王
蒙亲自配合宣传!销售了

'

万册)

二

有些畅销书真的是 *酒香不
怕巷子深+)

齐邦媛的(巨流河%!是美国
汉学家王德威介绍给三联编辑冯
金红的)我利用周末看了一遍!被
作者父亲齐世英的故事震撼!被
作者与飞行员张大飞的爱情故事
感动! 被作者在颠沛流离的境况
中坚持治学的经历所吸引) 我觉
得此书作为横跨两岸的家族记
忆!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

于是决定出版) 但当时并未认为
是畅销书!首印只印

'"""

册)

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

是郑勇约稿) 我曾读过作者另一
部同类作品(人有病!天知否%!了
解其爬梳史料!解读当代文人,学
人性格和命运的功力! 故同意将
两本书同时在三联推出)

(故国人民有所思% 写了
%%

位大学教授在中国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政治思想运动中的遭遇!

作者根据官方材料的记录和大量
原始档案! 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
并加以反思! 内容是对中国当代
历史的深刻剖析!警示性很强)这

本书首印也只是
%

万册)

刚出版时!(巨流河%与(故国
人民有所思%都波澜不惊!未引人
注目)我们也没做宣传)但正所谓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读者有口
碑!三联出好书的消息不胫而走)

特别是两本书分别上了
!"%"

年
和

!"%$

年的深圳读书月*十大好
书+榜后!更引人关注!以至热销
不衰!连印多版!最终销售总数都
为

%"

万册以上)

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对
我来说是个奇缘)我在

%&'&

年曾
与他联络!希望出版他的作品!但
失之交臂)在香港工作时!我与台
湾文化界联系较多! 请朋友向他
索要了一套样书!总数大概是

%'

册)我把这套书带回北京!考虑在
三联出版) 但当时王鼎钧的回忆
录尚未完成!

%'

本书中只包含四
部曲中的两部!无法出版)

!"%%

年!王鼎钧的回忆录四
部曲在台湾全部出齐) 三联的编
辑饶淑荣反应较快! 她注意到报
刊上推荐王鼎钧回忆录的第四册
(文学江湖%! 便与我商量出版事
宜) 由于当时已有几家出版社和
书商对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
版权展开竞争! 她建议我给作者
写信洽谈版权) 我在信中重点说
明! 我们要向中国大陆读者隆重
介绍他这位大师级的作家! 以作
品系列的方式! 出版他的全部作
品的单行本!共

!$

册) 此时王鼎
钧原已准备和别家签约! 见到我
的信后!转而决定与三联合作)他
通情达理!认为三联包下

!$

种作

品的风险太高!便精选了
%(

种作
品与我们签订版权协议) 我们首
批出版的是 *回忆录四部曲+!由
于定价不低! 且王鼎钧当时还少
为人知!能否引起读者重视!我们
心里其实也没底)

!"%$

年北京春季图书订货
会上! 我每每把记者领到这套书
前做详细介绍)毕竟!这套书对于
!"

世纪百年沧桑的历史记忆是
震撼人心的! 所以这套书当年在

各种媒体评奖中也频频获奖!最
终也销售了

#

万套以上)

三

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
!"

年 %! 是修订再版的作品) 它于
%&&(

年在三联书店首次出版) 由
于作者以扎实的史料和生动的记
述展示了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一时好评如潮) 然而!

由于民事诉讼! 该书不久被叫停)

因为书中言及*反右+运动前夕在
中山大学的某位任职者!引发其子
女的不满!认为作者侵犯其父的名
誉权!将作者和三联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判原告败诉! 侵权
事实不成立)原告不服而上诉)二
审法院认为作者不应把涉及个人
的档案资料公开! 改判陆键东作
品侵权!不做修改不得重印)陆键
东认为判决不公正! 宁可从此不
再重印!也不肯删改作品) 于是!

这部备受好评的作品断市达
%$

年之久) 其间! 三联多次联系作
者!希望修订再版!都被婉拒)

!"%!

年
)

月!三联副总编潘

振平对陆键东表达了重印这本书
的愿望!陆这次反应积极!表示会
考虑) 随后我和老编辑孙晓林请
陆键东吃饭!进一步恳谈)陆说了
几个意思#一是如果修改!他不知
需改哪些具体内容! 怎样修改才
能既不损害文意又不惹起官司)

二是他当时刚完成另一部书稿!

这本书书名是 (历史的忧伤-..

董每戡的最后
!*

年%! 现在几家
出版社都认为! 书稿中有些敏感
内容需做技术处理) 他不希望这
种处理是伤筋动骨的)他说!这已
成了他的心病!如(历史的忧伤%

的删改问题不能妥善解决! 他根
本没有心思考虑重新出版 (陈寅
恪的最后

!"

年%)

对于他的顾虑!我做了回应)

我告诉他! 这本书如果印
%"

万
册!版税应在

$"

万元以上) 至于
修改分寸! 我答应为他去咨询律
师!取得权威意见) 而(历史的忧
伤%的技术处理问题!我承诺他!

我会亲自处理! 尽量减少原文改
动) 这样! 当即我和他达成重印
(陈寅恪的最后

!"

年%的意向)事
后!我请教了两位律师!两人意见
一致! 表示只需隐去那位书记的

真名实姓即可)于是!陆键东轻松
地处理了这一遗留问题! 并对全
书进行了修订! 根据新发现的史
料和陈寅恪家人提供的资料!又
增补了

$

万字的内容)

!"%$

年
(

月!此书修订本出
版!再次引起轰动!不仅短时间内
发行

%"

万册以上!还进入当年媒
体评定的几种好书榜)

四

我在北京三联
&

年间参与策
划的畅销书!最重要的当属(邓小
平时代%)三联两位嗅觉灵敏的编
辑叶彤和舒炜早早就读到这本书
的英文版) 叶彤拿着英文版来找
我商谈出版事宜) 我对该书作者
傅高义原就有所了解! 及至了解
此书基本内容, 主要观点和英美
学术界反应以后! 决定支持此书
出版! 亲自参与洽谈版权和整个
编辑出版过程)

此书是我一生经手的图书中
出版难度最大的! 当然影响也最
大) 难度大!表现在三方面#一是
争夺版权不易! 二是审读定稿过

程艰辛!三是营销推广压力大)

当时 ! 内地参与竞争版权
的出版社多至

$"

家! 在当代出
版史可谓破纪录的事)傅高义将
此书内地版权委托给香港中文
大学!由该校出版社社长甘琦总
揽其事) 为争夺版权!我们组成
三人团队 !由我负责 !时任总编
助理舒炜和资深编辑叶彤参加)

我们最初报价偏低)但我们分析
了傅高义的心理!在策划报告中
集中讨论和回答了他最为关心
的书稿审读和删改问题!提供了
解决问题的策略!于是他内心天
平开始倾向三联)后来甘琦邀我
和叶彤专程赴港与傅高义会面!

这相当于面试) 傅很郑重!甚至
为此推辞了香港特首的饭局)由
于我们准备充分!所作分析和判
断合乎情理 ! 策划方案切实可
行!进一步获得了他的好感) 他
直言欣赏我们的出版策略!当场
宣布与三联合作)

此书的编辑定稿分两步 !第
一步!叶彤和舒炜到港与中文大
学出版社编辑一起工作!解决翻
译中的技术问题!将繁体字版定
稿) 然后!编辑回京与我一起着
手解决简体字版需处理的敏感
问题) 关于如何删节! 我写过

(

封长信给傅高义!所提建议和意
见均获他的认可) 我和叶彤研读
过两遍书稿!进行了几百处技术
处理!每处均征求作者同意) 最
后履行送审程序!根据有关审稿
部门指定的专家意见!逐条与作
者协商) 其间!我们怀着忐忑心
情等待作者回复!因为合同明确
约定!作者有权根据修改的实际
情况决定最终是否出版) 另一方
面! 我们也担心由于作者抵制删
改意见!最终此书未能获准出版)

可以说!当初签合同!我们是把宝
押在傅高义这位善良长者的人
品上!相信他不会让我们的心血
付诸东流) 果然!尽管有许多不
同意见需要交流和讨论!我们最
终达成了 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经过整整一年的编辑制作!这本
巨作在

!"%$

年
%

月隆重出版 !

此时正值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
!%

周年!借此机会大大地进行了
宣传)

(邓小平时代% 篇幅达
("

多
万字!平装定价

''

元!精装定价
%!'

元!首印
#"

万册) 我说营销
压力大! 因为这并非一般的流行
读物!甚至不能算人物传记!而是
严肃的学术著作) 但因题材的社
会关注度高!可读性强!我们认定
此书会畅销)但在出版前!谁也不
敢说能销售

#"

万册!毕竟市场上
鲜有同类书畅销的先例)

然而!当初不按首印
#"

万册
报价!三联得不到版权!为此只能
横下一条心) 三联领导班子尝试
采用畅销书特有的出版运作模
式!*举全店之力+共襄盛举!所有
领导班子成员和所有相关业务部
门的负责人都担任组员!便于及时
协调联络) 我们在出书前对各大
书店举办吹风会! 制定多项优惠
和奖励政策!使

#"

万本新书立即
被订购一空) 随即我们又加印了
$"

万册! 连同精装书
'

万册!总
印数达到

''

万册!且销售一空)

李昕#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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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昕从事编辑

工作
!!

年#是业内知名的出版专

家"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和编辑学

研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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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有 %做

书& 感悟和理念'%清华园里的人

生咏叹调'%李敖登陆记'等"

李昕新著 %做书的日子 &

"#$%

(

%&"'

' 回顾了他的编辑历

程" 本文摘自该书下篇)北京三联

#

年*"

%做书的日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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