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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社现象”
是怎么形成的？

在图书订货会上，天地出版社发布

的两种新书，策划思路都比较新颖，令

人眼前一亮。其中一种是联手西安碑

林博物馆，为少年儿童读者打造的一套

中国历史文化读物——《刻在石头上的

中华五千年》。这套书把西安碑林博物

馆“转化”成纸上作品，以直观“石刻”方

式带领青少年读者“重访”历史。

另外一种是与“有书”新媒体平台

合作出版的《诗词里的中国》系列，这

套书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引领广大读

者走进唐诗宋词的世界。双方上一部

合作出版的《典籍里的中国》系列，上

市一年发行就超过10 万套累计逾 50

万册。此前，天地出版社推出的《汉声

中国童话》《刘心武爷爷讲红楼梦》

《小亮老师的博物课》等，口碑和销量

都很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

到，凭借“振兴四川出版”的东风，天地

出版社这几年异军突起，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不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

与品牌影响力，都创造了令业界瞩目的

业绩，被行业媒体誉为“天地社现象”。

从国内出版最权威的书业参考指标“开

卷”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排名来看，天地

出版社从2015年的排名第296位，上升

到2022年的第22位。天地出版社的图

书，近些年来荣获多个国家级重要奖

项，连续4年入选/入围中国好书。

比如，《我的1997》《古路之路》《我

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

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目录，《青藏高原考古》、“华西坝文化”

丛书（第一辑、第二辑）、《清风永开》等

多个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等国家级重点项目。在最新公示的第
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获奖名单上，天地
出版社出版的《青藏高原考古》（全十
册）和《重返狼群背后的故事》（与海南
出版社联合出版）赫然在列。

亮眼成绩的背后，天地出版社到底
做对了哪些事？在北京图书订货会现
场，记者采访到天地出版社社长杨政。
请他分享了天地社高质量发展背后的
一些秘诀，这几年天地社积累的一些出
版经验，以及他对当下出版趋势的观察
和思考，尤其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可以
进行创意性生产的环境下，出版业怎么
应对。当机器人正渗透进深度写作的
当下，作为资深出版人，是怎么思考这
一变化的？

京蓉两地
跨区域发展的独特优势

记者：近些年来，天地出版社的发
展很抢眼，各方面的数据与业绩都很漂
亮，不断被业内人提及、点赞。请您分
享一下这背后有怎样的努力。

杨政：天地社取得的成绩，首先得益

于“振兴四川出版”的大战略，2016年，四

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新华文轩对天地

社和华夏盛轩图书公司进行了战略重

组，让重组后的天地社选择了一条与众

不同的发展之路。天地社是四川所有出

版社中唯一一家以北京为策划与经营中

心、京蓉两地跨区域发展的综合性出版

社，运营策划中心在北京，这样就可以利

用好全国的资源，来参与全国市场的竞

争。天地社的这种发展策略，在全国的

地方出版社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一家综合性大众读物出版社，

要说我们在市场上取得了一些成绩的
话，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市场
规律，尊重产业发展的规律。不管是做
“主题出版”，还是搞出版“走出去”、融
合发展，天地社秉持的一条基本理念就
是按市场规律办事。

出版内容的
多媒体多介质的相互转化
记者：本届订货会上，你们发布的

《诗词里的中国》是跟“有书”这样的互
联网新媒体平台合作的项目，我发现天
地社善于跟互联网生产的内容合作。

杨政：其实，我们这些年来，一直非
常注重出版内容的多媒体多介质的相
互转化。除了跟“有书”合作，业界广为
关注的是，天地社这些年跟互联网有声
出版巨头喜马拉雅建立了合资公司；此
外，我们还跟咪咕、央视、优酷、爱奇艺、
凤凰网、豆瓣、B站等很多互联网公司都

有合作。这背后的实质，不是我们跟互

联网公司合作，而是我们在跟优质的内

容平台合作。如今出一本书不再像以

前那样，只能向作者去约稿，现在能产

生优质内容的平台很多元。

天地社的一条基本策略是，搭建好

出版产业链平台，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建构专业的出版发行服务平台，在此基

础上与优质内容资源平台建立广泛而深

入的链接，从而建构可持续的竞争力。

比如喜马拉雅，作为国内有声出版产业

主流平台，它的很多有声节目都可以转

化为图书出版，而且内容产出具有可持

续性，天地社这几年的不少优质好书，比

如《王蒙讲孔孟老庄》《张其成讲易经》

《小亮老师的博物课》等都是从喜马拉雅

的有声节目转化来的。除了互联网平

台，凡是具备优质内容产出能力的平台

企业，天地社都在积极建立稳定的合作

关系——比如我们和一些头部新媒体短
视频制作团队合作推出了“小狮子赛几”
“小品一家人”“我是不白吃”等众多优质
原创系列图书，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

人工智能
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出版产业

记者：最近，很多人对人工智能机
器人的内容创作有了新的期待。比如
人与机器人合作写小说、剧本、诗歌、论
文，似乎都是难以阻挡的趋势。作为出
版人，您对此是怎么思考的？

杨政：关于新兴技术对出版产业的
影响，比如人工智能写作这些新的产业
发展态势，我们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同

时积极参与探索。目前我的看法是，新

兴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我们出版产

业的一些变革、融合、升级，这是不可逆

的发展大势，对此，我们一定要积极拥

抱变化，利用新兴技术为出版业发展赋

能。比如，大数据的发展为我们的选题
决策、即时出版提供了强有力的辅助工
具；随着AI有声产业的发展，有声出版
的成本将大幅降低，品质得以显著提
升；而最近大火的ChatGPT在出版查重、

稿件审校、索引编撰等编辑业务上必然

助推行业大幅提升效率。

尤其是，人工智能在一些功能性工

具书的内容生产上会比较占优势。比

方说词典、辞书，人工智能机器人可能

比人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出版产业是创意产业，人工智能不可能

从根本上颠覆出版产业，凝结着原创思

考的内容和个人情感的作品，机器是无

法取代的。大家都知道，机器工作的逻

辑是，通过大数据采集和分析进行资料

整合，并不能自身去真正原创新的内

容。我坚信，作为强调创意、追求思想

创新与表达创意的出版产业，人的因素

永远是第一位的，永远有其独特魅力。

读书人群
有分众性圈层性

记者：随着互联网新媒体对读者的
影响愈发强大、大众社交网络平台的快速
普及发展，图书行业也迎来了渠道变局。
在图书的直播带货领域，因为像董宇辉这
样的主播出现，一些纯文学书也能取得不
俗的直播带货成绩。您怎么看？

杨政：这几年，我们社有很多书，既

包括童书，也有很多文学、社科图书，在

直播带货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首

先，我认为，随着短视频和直播的兴起，

带货大V、图书推广达人为普及全民阅

读、推广好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

必须肯定。其次，需要认识到，直播大V

之所以有其独特价值，就在于他们所做

的核心工作就是为读者选书，并用简单
直白的语言把图书的优点告诉读者。

再次，读书人群是有分众性的，有
相应的圈层性。比如像王芳、樊登、罗
振宇、董宇辉，他们能带动销售的图书，
都各自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需要更
多像这样有文化有影响力的主播，能帮
助我们出版社把好书介绍给更多的读
者。天地社一直致力于做好产品供应与
供应链服务，积极地与各个领域、各个方
向的新媒体主播大V建立广泛的合作。

记者：线上平台很发达的当下，像
北京图书订货会这样的线下书展，有哪
些不可替代的存在必要性和重要性？

杨政：事实上，由于电商的迅速发
展，让订货会或者书展变得功能更多元
了。比如让销售功能有所提升。在线
下书展上，到处都有线上直播带货的场
景。很多线上达人会来订货会、书展现
场选书，这比自己一个人到处去翻书要
好得多。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行业
交流的平台。同行之间、产业链的上下

游之间，一直在交流心得，互相学习经

验，寻找出版更好的方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当机器人能参与内容写作
敏锐的出版人在思考些什么？

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管主办的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2月26日在北京落幕，超10
万人次入场，举办文化活动300余场，创下历届新高。

本届展会集中展示图书40余万种，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展商数量700余家，也为历届之最。现场人山人海、
书山书海的火热景象，让人深切感受到出版复苏的力量。在本届订货会上，出版人、作家、读者相聚一堂，订货会上
所呈现的出版行业最新趋势、面貌，令人欣喜。

在 第 35
届北京图书订
货会上，直播
间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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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政在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