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网络或者屏幕阅读盛行的时代，如何为一本纸质书最大限度赋能，使之在审美上加分，从而提
高其阅读或者收藏的可能性？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植物先生》系列图书在图书出版形式上

的创新实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案例。
《植物先生》系列将传承千年的造纸术、雕版印刷术与现代纸书结合，打通了传统与现代的壁垒。它

也让一本纸质书存在的必要性提到很高的位置：调动视觉、触觉、味觉，调动“五感”，领略一本书的存在
之美，而不只是信息内容本身。这两本书在读者群中引发良好反响。据出版方透露，截至目前，两本书
的销售码洋已经超过一千万元。

《
植
物
先
生
》（
第
二
本
）
。

《植物先生》销售码洋超千万元
“最美的书”是如何炼成的？

《植物先生》（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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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古蜀道，半部华夏史。作为一

个庞大的交通体系，古蜀道在漫长的中

国历史中，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

域发挥过重要功能。在当下，蜀道已不

仅是一条古道，更是一条蕴含着丰富文

化和自然价值的独特道路，是区域文化

交流的纽带和人文与自然共生的范

本。充分挖掘、书写蜀道价值内涵，也

为图书出版带来丰富的内容资源。

挖掘发挥蜀道多重价值和意义

1月 12日，一场主题为“赓续历史

文脉 讲好蜀道故事”的蜀道文化图书

出版签约暨赠书仪式，在北京图书订货

会上举行。会上，巴蜀书社社长王祝英

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所长、蜀道考古中国项目组秘书长郑万

泉，蜀道研究院副院长、中华档案文献

研究院院长金生杨签署了蜀道文化图

书出版协议。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教授李勇先在现场作了一场关于

蜀道的演讲，阐述了蜀道的历史和现

实意义。活动由新华文轩总编辑王华

光主持。

从2023年 10月起，新华文轩开始

组织实施涵盖众多出版门类、集大成的

“蜀道文化出版工程”，全面挖掘发挥蜀

道多重价值和意义，推动文化遗产保护

和利用创新。2023年 12月，新华文轩

旗下巴蜀书社推出了“蜀道文库”首批

出版成果——《蜀道方志集成·米仓道

卷》《蜀道山水关隘文献集成》《蜀道游

记文献集成》《蜀道文献萃编》。

对蜀道文献进行全面搜集整理

下一步，巴蜀书社还要联合蜀道研

究院，对传世蜀道文献进行全面搜集、

系统整理与研究，精心校点、注释，逐步

推出“蜀道文献丛刊”系列图书；与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蜀道考

古调查与研究丛书”，涉及蜀道线路考

古调查报告以及专题研究，继续为蜀道

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材料。

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军在活动

现场介绍，蜀道研究院将切实发挥专家

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思想库”

“智囊团”作用，全面建好建强蜀道研究

院，不断培育壮大蜀道研究人才队伍，

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凝练研究方向，

着力构建蜀道研究阐述体系、文化与生

态价值体系、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体

系，更好助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巴蜀

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好地服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

接下来，蜀道研究院还将继续与巴

蜀书社合作，推出高质量的蜀道文献图

书，共同为讲好中华文化蜀道故事献智

献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巴蜀书社将推多套蜀道丛书

《植物先生》分享会现场。蒋翼鹏 摄

李勇先教授在现场讲蜀道。蒋翼鹏 摄

书籍设计不只是漂亮封面
需要从材料本身切入

“植物先生”系列的第一部，名为

《植物先生：二十四节气植物研学课》，

出版于2020年。从内容上来说，这是

一部散文集。作者袁明华以二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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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植物，如

无患子、黄山栾树等。

与其他植物类散文集不同的是，这

本书在形式上的追求堪称极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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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不是一本

书，而是一个工艺品。这是出版方与安

徽宣城的纸张研发、造纸工艺师一起努

力的成果。这本书被评为2020年中国

“最美的书”，荣获浙江省优秀散文奖，

一度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溢价销售。

3年后，“植物先生”系列第二部

《植物先生：二十四节气时食研学课》）

出版，作者袁明华这次介绍的是二十四

种时令植食。这本书在出版时使用了

手工雕版印刷，并邀请了吉林艺术学院

版画系教授王岩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陈义时大师一起参与。

1月12日，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植物先生”系列

图书分享会举行。袁明华、陈义时与《中

国国家地理》社长兼总编辑李栓科、责编

王其进以及书籍设计师许天琪等人一

起，分享了他们与“植物先生”的故事。

不少人或许认为，书籍设计师就是

给书做一个漂亮的封面或者排一个很

漂亮的版式。但许天琪认为，其实不是

这么简单，“设计师怎样利用编辑思维
创作一个产品，这点非常重要。”她坦
言，当自己接到“植物先生”这个选题以

后，“就在想如何利用一个产品的理念

植入到书籍设计中。书籍的立足之本

是纸和墨。从材料本身进入创作的思

路确定后，这本书的设计就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了。”

科学需要艺术的表达
一本巧妙传播植物知识的书

“植物先生”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完

美融合，让李栓科感叹：“科学与艺术的

魅力在于不仅要有科学的新发现新进

展，再发现再认识，同时也需要艺术的

表达。如果没有艺术的价值、灵活的传

播手段，科学知识很难走向大众。”他认

为《植物先生》就是这样一本巧妙传播

植物学知识的科普书。

“中国的自然文学作品不多，是因

为要写好自然文学，既要有文学功底，

同时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陈义时千

里迢迢从扬州奔赴北京，他高度评价了

《植物先生》将雕版印刷运用到现代纸

书上的巧妙创意，认为这是给年轻人推

广雕版印刷术非常好的案例。陈义时

还在现场给读者刷印送福，吸引了大量

读者排队领取。

颠覆图书销售模式
链接手工艺人和新媒体传播

书萌（中国实体书店联盟）发起人

孙谦担任了本场主持，他提到，“植物先

生”系列是现象级图书，融汇了传统文

化和现代理念，链接了手工艺人和新媒

体从业者，激活了传统产业和传统纸

书，颠覆了图书的营销模式。《植物先

生》每年采购的手工纸就达几十万元，

助力一家手工纸厂走出了经营困境。

《植物先生》坚持全网不打折销售，多次

加印，两本书累计造货码洋超过一千万

元，渠道供不应求，网上溢价三到五倍，

有书店连续三个月就靠卖《植物先生》

一本书摊平所有的营业成本。“书萌”经

手给全国上百家独立书店供货，销量也

超过了5000册。

先知书店负责人李治华介绍，跟责

任编辑王其进谈成《植物先生》全渠道

包销一万六千册，只用了两分钟，而把

这一万六千册卖掉，也只用了两周。之

所以有这样的奇迹，是因为《植物先生》

具备了科学知识载体、审美功能和独特

阅读体验这三个好书的要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除署名外图据四川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