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3世界读书日

专访

当代书评 2022年4月22日 星期五 责编叶红 版式罗梅 12

读到写蜡梅的文章
你翻阅的纸张就有蜡梅花成分

《植物先生》是一部散文集。作者
是浙江作家袁明华，曾走过120多个国
家和地区，沿着“植物猎人”威尔逊的足
迹追寻心中的植物。在《植物先生》中，
他以二十四节气为纲，从身边的植物入
手，写了应时而生的二十四种植物。其
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蜡梅、白玉兰、油
菜花、桑树等，也有可能不太熟悉的植
物，如无患子、黄山栾树等。坦白说，以
植物为主题的优质散文集，并不特别难
找。令人格外惊喜的是，当你读到书中
关于蜡梅的篇章，你所翻阅的纸张，就
有蜡梅花的成分。当你读到梧桐那篇，
纸张就带有梧桐叶的碎片。整本书拿
在手里的手感非常好：书口三方磨毛
边，三孔古线装订，纯天然麻绳，仿佛拿
到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工艺品。在
豆瓣上有人评论它是“即便不看，也一
定要收藏的一本书！”

而这正是责编王其进和书籍设计
师许天琪，与安徽宣城的纸张研发、造
纸工艺师一起努力的结果。

王其进从2005年毕业进入四川出
版行业，距今已经17年了。如今他是
四川人民出版社·鲸歌文学出版中心的
一名编辑，每年差不多要责编十多本
书。 提到《植物先生》，他格外自豪：

“这是2020年我做得最笨最辛苦的一本
书，但也是收获最大的一本书。”

开发纸张大费周折
设计师干脆住进山里

接到《植物先生》的稿子后，其中关
于植物的精彩描写，激发了王其进“在
文字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让形式
与内容更完美结合，为之加分”的念
头。考虑到植物与纸张的联系，他想充
分发挥纸张的物质性，即与视觉、听觉、
触觉互动的部分。王其进与在成都的
书籍设计师许天琪不谋而合。两人决
定在《植物先生》上紧密合作。

许天琪曾操刀设计阿来散文集《成
都物候记》《寻绣记》，深受好评。其中
《成都物候记》获得2019年度“最美的
书”称号，《寻绣记》获得2018年度“最美
的书”，“第九届全国书籍设计展金奖”。

他们很快达成一致：对应《植物先
生》中的二十四种节气、二十四种植物，

用24种花草纸分别印刷。这个点子很
好，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费了大劲。

他们找了十多家合作供纸的商家，
未果。又尝试直接与造纸厂联系。但要
么被拒绝要么提出苛刻要求，如需要用
一年来收集原材料，再花半年时间生产。

最终他们从清华大学美院副教授、
中国手工造纸联盟负责人原博那里得
到指点。前往安徽宣城泾县。宣城是
中国宣纸之都。许天琪和助手张睿从
杭州出发，原博副教授从北京出发，王
其进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印制部主任祝
健从成都出发，在泾县汇合。大暑天，
众人汗流浃背，一路飞奔，终于见到了
安徽泾县守经皮纸厂年轻的负责人程
玮，以及向原博教授推荐纸厂的好友、
中国宣纸研究所所长黄飞松。

在8月平均38℃的气温下，大家一
头扎进纸张研发车间，甚至翻山越岭寻
找造纸原材料。对二十四种植物一一
进行分析，如何采集原料，用什么方式
融入纸浆中。有个别像合欢这样的植
物，实在无法很好地体现在纸张上，就
努力通过染色模拟、水印造型、寻找替
代材料等方式进行处理。为了让效果
准确表达，许天琪甚至在泾县山上的那
家纸厂旁边，找了农家房住了一个多
月，只为了更方便监控造纸流程，能随

时调整。直到完成了全部二十四种纸
张的打样，她才撤回成都。

24种花草纸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个
困难来了：装订起来很费人工。装订采
用的是手工折页打孔麻绳锁线加三方打
毛。印厂预计安排10名工人每天工作8
小时，一个月就能搞定，结果整整三个月
还没把书装完。回忆这段经历，王其进
感慨，“当时我真的是压力山大，钱一直
在花，时间不停地推后，很感恩我们的社
长黄立新先生对这本书一直非常支持。”

“最美的书”走出深闺
两个月销售50万码洋

2020年10月底，《植物先生：二十
四节气植物研学课》第一本书从印厂诞
生。一周后，本书被评为2020年度中国

“最美的书”。
“最美的书”评选创立于2003年，是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书籍设计年
度评选活动。十多年来，“最美的书”评
委会受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主
办机构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的委托，邀
请海内外顶尖的书籍设计师担任评委，
评选和推荐当年度来自中国的“最美的
书”并送往德国莱比锡参加次年度“世
界最美的书”评选。

这种手工性质很强的书，交货缓
慢、文创属性较强，要卖出去只能不走
寻常路。为此，王其进和同事们制定了
一套特殊的销售策略：图书全网全价销
售，搭配赠品，对于无法控制销售价格
的平台决不供货。先在摩点众筹网上，
预计进行为期15天的众筹，目标是一
万元。“让我们惊喜的是，半天时间就完
成了目标。15天后，以700多册的图书
筹集到超过十万元的书款。2020年12
月中旬，《植物先生》在豆瓣书店首发预
售，一个多月售出超过600册。每本书
128元，不打折。”2021年1月3日，《植物
先生》新书发布会在杭州举行，500册图
书在现场签售一空。《植物先生》在快抱
发起团购，200册书一个周末就被抢空，
随即返场500册。2021年2月初，书萌
面向实体书店发起“秒杀”，3天时间征
订超过500册图书。

为了增加这本书的吸引力，王其进
还和同事们制作了二十四节气花草笺、
立春卷轴、四季书签、纯狼毫书写套装、
木质印章和时间盒子礼盒等文创衍生
品，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正是在这种跌
跌撞撞的摸索中，依靠编辑自己开拓的
渠道和人力投入，在2021年底两个月时
间销售了超过4000册50万码洋的图书。

有想法的图书编辑
会向发行渠道、书店学习

比起得奖、赚钱，最让王其进感到
自豪的是，“有一个女作家看到这本书，
爱不释手，赞美四川出版做得好。我们
还接到不少机构邀请，让我们去办展览
做分享，这些都让我觉得，此前的折腾
非常值得。这次经历也给我一个信心：
只要你用心去做，一定会被人看到。”

采访最后，王其进向封面新闻记者
透露，《植物先生》要出第2辑了，还是跟
许天琪合作，依然不走寻常路，“《植物
先生》的作者袁明华，又根据24节气写
了24种应时食物。我们想在形式上寻
找新的突破点，许天琪已经拿了一个设
计方案出来，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图书编辑一般更关注出版内容，但
王其进有一个深刻感受，“我这几年确
实把很多精力放在了渠道的了解和研
究上。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更爱图书
更懂图书的不一定是编辑，而可能是开
书店的朋友。在向开书店的朋友学习
请教中，完善了我对出版的认识。”

近些年，媒介技术迅猛发展，信息
载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专访最后，王
其进感慨说，“媒介技术的进步和运用，
更多改变了图书的销售渠道而不是图
书的内容。一直以来出版界有个争论，
就是出版到底是以渠道为王还是内容
为王。我也观察到，有许多非常厉害的
编辑、策划人，受限于渠道而无法长期
持续深耕。而一些非常强的渠道也想
涉足出版，但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
编辑身上，编辑只是一个生产机器，只
能生产大量同质化的图书产品。在我
看来，这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只有
渠道和内容都做好了，才会是平衡的出
版，也才能做得更长久。”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 蒋瑞尧

翻山越岭研发花草纸
他将“最美的书”做成文创“网红”

《植物先生：二十四节
气植物研学课》

设计师许天琪在试验植染纸。

研发团队在选取加入浆料的植物。

在电子信息的时代，一本
纸质书存在的充分理由是
什么？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王其进，在作
为责编编《植物先生：二十四节气植物
研学课》（以下简称《植物先生》）这本书
时，切切实实走了一条非同寻常路。从
到大山深处研发纸张到众筹上线、打包
发货，原本是图书内容编辑的王其进都
亲力亲为。这本书将文章内容、装帧
设计、传统纸艺完美结合在一起，内容
与形式达到高度统一，从而获得 2020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称号，并且以128
元原价不打折的价格成为读者争相收
藏的香饽饽。 书籍设计师许天琪（左）、责编王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