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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畅销书出版人到实力作家
杨葵出选集记述当代名士与凡人

从“为他人作嫁衣”的出版人，到自己提笔写书的作家，杨葵的转型几乎是无缝连接。当很
多人还在感叹杨葵策划出版的《哈佛女孩刘亦婷》曾是何等出圈的现象级畅销书时，他撰写的文
章已多到可以出自选集：约200万字文章，出版过9种文集。

2022年6月，杨葵从自己写的200万文字中精选出40万字（其中有约8万字是近两年写的，
此前未曾结集）编成3卷本自选集《枝条载荣》《静寄东轩》《愿言怀人》，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以轻松通透的文笔
记述名人逸事

杨葵出身文学家庭，父亲杨犁是西南联

大学生，中国作家协会最早一批成员之一，

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任馆长。杨葵1968年

生于江苏，1979年随父母移居北京。在中国

作协家属院，他耳濡目染，见过文学圈子里

众多的人和事。杨葵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

后，进入作家出版社工作，做了多年编辑，这

让他接触、认识了众多有名作家或无名作

者。因而，普通读者或许不太有机会知晓的

文坛掌故、文人行状，在杨葵的书中却可以

随手翻到。轻松通透的文字间，人物形神毕

肖。从“布衣孙犁”“三说阿城”到海岩、安妮

宝贝……在杨葵笔下，可以看到他们未曾

“现身”的宝贵细节。

杨葵不光关注文人、名人，在日常生活

中交往的各行各业普通凡人，也会出现在他

的笔下，或情深意重或交浅言深，尽显人性

复杂和生活多态。杨葵的文字风格简淡易

读，况味悠长，大有明清笔记体文风。早在

1992年，杨葵在作家出版社做编辑时，编过

一本叫《贾平凹自选集》的书。这套书后来引

发了中青年作家出文集的热潮。整整30年

后，文集热早已平息，杨葵的个人自选集由

作家出版社出版。

写作无非三件事：
常识、逻辑和爱

自选集三本书的书名都来自杨葵喜爱

的古诗词——陶渊明的《停云》四章：“东园

之树，枝条载荣”。这一卷的文章都是讲过

日子的点点滴滴。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正

是枝繁叶茂的样子；“静寄东轩”，在东边小

屋独处之意。这一卷的文章都与文艺、阅

读、写作有关；“愿言怀人”，思念亲友之意。

这一卷的文章都在写人，陌生的熟悉人，熟

悉的陌生人。

杨葵将自己的书稿编完的那一刻是个

清晨。住在山里的他，在清静的风和清脆的

鸟叫声中，独自沿户外的山坡漫无目的地前

行，回望三十多年写过的文章，给自己做了

个总结——内容不过三件事：过日子、阅读

写作、各式各样的人。写来写去，想说的其

实也就三件事：常识、逻辑和爱。“看似无比

简单，却是最难。”他写道。

2022年7月初，趁杨葵三卷本自选集出

版之际，封面新闻专访杨葵，从出版到创作

的心得，以及阅读媒介带来的影响等，请他

谈谈自己涉足、观察甚深的出版行业近些年

的演变。

封面新闻：我看到关于你有这样
一段介绍：“在中国的出版圈，杨葵是
出了名的‘眼毒’，经他的手所做的书
几乎没有赔过钱，只是挣多挣少而
已。”比如《哈佛女孩刘亦婷》影响之
大，现在还有人打听刘亦婷后来的人
生轨迹。除了一些偶然的、客观的因
素促成之外，你一般是从哪些角度去
预判一本书会不会畅销？

杨葵：畅销书大概分两种，一种是

明摆着谁都能看出来会畅销，比如现

在出莫言、余华的书，肯定销量不俗，

我管这种叫显性畅销书。另一种畅销

书是隐性畅销书，就是绝大多数人都

不觉得它会畅销，但是通过出版者的

一系列努力，最后成为畅销书。

要说判断角度，一定是多维的、复

杂的、说不清的，经常是凭直觉。但这

份直觉背后，必有勤劳、视野、执行力

这些元素。绝大多数超级畅销书，在

选定的时候，都没有预见到有那么大

的销量，也是一边做着一边越来越

大。还是那个话——做该做的事，畅

销只是辛勤做事的自然回报。

封面新闻：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
出版一本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
个人的命运。你是否遇到过一些对文
学很痴情很执着甚至很偏执的人，热
爱文学写作，但是才华和灵气不够的
情况？你一般会怎么规劝对方？

杨葵：你所说的这种人，二三十年

前挺多，这些年少多了，不知道是因为

我离开出版社遇不到这样的人了，还

是确实就少了。偏执的文学爱好者，

绝大多数才华和灵气都不够。真有才

华和灵气的，绝大多数也不会那么偏

执。碰上这样的人，我不会劝。每个

人的人生都是自己去经历的，他自会

有自己的选择。

封面新闻：做图书编辑，你跟很
多作者近距离打过交道。掌握了很
多文坛掌故，熟悉文人行状。就你
的感受而言，文人这个群体，有没有
一个整体的共通的特征？比如世人
常说的文人普遍会容易敏感、脆弱
一些？

杨葵：文人敏感脆弱，好像都有一

点，但我觉得在中国，至少在我打交道

的人当中，这并非作家的特色，每个领

域都有这样的人。中国当代作家里，

纯职业作家不多，从这个角度说，也很

难单把作家从人群中摘出来单论。

封面新闻：作为资深编辑，你此前
多年都是给别人的作品作嫁衣。近些
年来，你自己写作越来越多。当作者
跟当编辑之间的转换，感受如何？

杨葵：我一直称自己是“业余写

作”，最初写作是为了更好地当编辑，

如果自己没有写作经验，很难细致入

微编辑书稿。2003 年辞去公职到今

天，其实是写得更少了。不过这套《自

选集》里，大部分文章都是2003年后写

的，早年写的东西收入得极少——“悔

其少作”大概是每个作家的共同特点

吧。做编辑的人，自己写作很容易前

怕狼后怕虎，下笔特别谨慎。一般作

家写篇文章可能写完再顺一遍就发出

了，做编辑的会一遍又一遍改，不厌其

烦。做编辑的人就有这毛病，见稿子就

想改，让所有的字词句更准确、更通顺，

甚至有时候，为了音韵上更丰富，还会

改一下用词的顺序，等等。我个人认为

这并非好习惯，写作应该更大气些，关

注更大的内容问题，不该斤斤计较。

封面新闻：除了写一些名人，你还
写了不少普通人。对他们的描述也非
常精彩。是怎样的契机，让你写了一
系列关于普通人的文章？

杨葵：我总结过，我写的东西不外

三个部分：过日子、阅读写作、各式各

样的人。写人只是我写作的一部分。

读者可能会分其中有名人和普通人，

但在我这里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一些

过客，完全没有名人、普通人之分。我

关注的是他作为人的生命进程、喜怒

哀乐、性格特点、柴米油盐，他有没有

名一点都不重要。

封面新闻：作为编辑，你肯定阅读
过大量的作品，跟不同的文字高手大
家交流过。这种深厚的经验，对你自
己写作有怎样的影响？对你自己写作
影响比较大的人有哪些？

杨葵：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编

一个作家的书稿时间长了，不自觉中自

己写起文章来，会发现有这位作家的影

子。比如我曾有一年，一直在编六卷本

《王安忆自选集》，那段时间的文章，就

常常会出现一些令我自己都很陌生的

句子和语气。还有一年，连续编了几本

阿城的作品，结果写文章也被“拐跑”过

一段。在我看来，这是好事，相当于写

书法、画画的临摹，再优秀的书法家、画

家，人家还会经常临摹前辈呢，何况是

我这样天资不足的人。

封面新闻：你20世纪末到作家出
版社工作，2004年又参与筹建了一家
民营图书发行公司，对出版业有直接、
深入的经验和观察。作为世纪之交中
国畅销书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
你看来，近些年，出版业总体出现了哪
些显著而重要的变化？我们不难发

现，比起20年前，现在很少出现以前
那种全社会都会讨论的超级畅销书
了。你如何分析、看待这种状况？这
跟读者的阅读越来越分为不同的趣味
有关吗？

杨葵：互联网让全世界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出版业当然也在这一轮大

潮中沉浮，早已今非昔比。不过又有一

句话叫“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

“传播”——出版当年只是传播形态之

一种，今天也是。除了出版，还有很多

其他形式的传播。现在的确极少有书

籍引发全社会讨论，但出版的其他形

态，比如小视频，频频引发热议，动辄流

量几亿、几十亿。在我看来，小视频也

是一种“出版”，每一个小视频，其实也

可视作一本书。如果坐标尺很小，小视

频和传统书籍出版差别很大；坐标尺放

大，在更高角度考察，二者几乎没有差

别，都是传播而已。就如同古时候线装

书、戏曲是主要传播手段；现代社会是

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出版业；而当

代，是基于互联网的一些形态。说到

底，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无论是线

装书，还是现代书籍，还是小视频之类，

要传播的内容都是那些，传播的形式不

断变化。至于说到读者的趣味，又是一

个庞大的题目。有专家统计过，互联网

时代每个人一天接收到的信息，是过去

人几辈子接收到的。选择多了，自然就

分散了，这也很合理。这从客观上对做

出版的人提出新要求：更精，然而我们

的传统出版业，目前还看不出越来越精

的趋势。

封面新闻：在《读库》创始人张立
宪的文章中，经常会出现你的身影。
《读库》模式一直很受关注，成为一种
现象。虽然现在很少有超级畅销书，
但像《读库》这样的书，能稳定拥有一
部分有文艺情怀的读者，也能生存得
很好。从出版的角度，你如何看待“读
库”现象？

杨葵：读库也出过畅销书啊，不过

在我理解，他们只是在做该做的事、想

做的事，畅销是在这样的态度下自然

产生的。读库是当代出版中难得的一

股清流，他们扎实做事、老实做人，不

为东南西北乱刮一气的风向带偏。多

说一句：这本来该是做编辑、做出版的

默认值。

封面新闻：近几年，互联网社交网
站、视频网站以及疫情给人们生活方
式、娱乐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在这种
状况下，你觉得优秀的文字有哪些不
可取代的特质？对于那些想读书，但
总觉得没时间的人，你有怎样的阅读
建议？

杨葵：你说得非常对，关键不在于

媒介是纸质还是电子，关键在于注意

力。补充一点：还有用心状态。我从

来不反对读电子书，从来不是纸质书

的拥趸，我觉得媒介只是形式，关键在

于内容，一直用屏幕读托尔斯泰和一

直读纸书托尔斯泰没有区别。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实习生 郑好

对话 每一个小视频，其实也可视作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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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葵自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