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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Mook《读库》为“京城著名文化名人”（圈内语）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
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
丛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
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
快感，从内容、装帧方面，被业界称为当下“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杂志书。
　　　　“摆事实不讲道理”是《读库》的编辑方针。
其收入的作品从篇幅而言属于五千至五万字之间的中篇读本；内容而言，《读库》强调非学术，非虚
构，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结合，探究人与事、细节与谈资，不探讨学术问题，不发表文学作品，所选书
评影评等文体则强调趣味性，通过真实的表象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思想深度。
此书在编撰时奉行“三有三不”原则：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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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立宪，著名出版人，现居北京。
曾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辑，策划过《大话西游宝典》、《独立精神》等，并出版有个人著作《记忆碎
片》。
其06年凭一己之力推出的《读库》系列被誉为近年来“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杂志书”
，成为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和爱书家们收藏的“私房书”。
《读书》、《读库》、《读品》（读书界称为“三读”）已成为人文知识分子阅读的风向和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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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城市记忆·解放遥远的市声扑面而来谢英俊：安得广厦千万间协力建房在兰考“帝卒”迁移关于金子
美铃的想像附：下关一夜  追忆逝去的金子美铃金子美铃草木状缘分把历史延伸  “杜高档案”收藏散
记杜高档案文本的新发现安息之地《远山》拍摄散记再看你一眼动漫年华留下一些动听的名目卡拉瓦
乔的欲望金庸识小录（上）科学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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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阅读是件很酷的事情，阅读《读库》当然很酷，特别是"紫禁名媛"老六做的书，焉能不酷？
打开《读库》，迎面一股清雅的酷，直奔肺腑。
老六的语言世界中，老爱说"讨厌"，但老六做的《读酷》绝不讨厌。
老六还爱说"贱"，但他的《读酷》基本不亮剑，高手从来不亮剑，因为高手的目光就是剑，看你一眼
，你就死。
　　--大仙　　　　在我看来，我喜欢读库的最大的原因在于：在中国，很多真正的能人是很内敛的
，他们很少会主动把自己的东西说出来，而在读库这个平台上，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人愿意袒露心声
，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其他的人。
这绝对是你在其他的地方所无法得到的财富。
　　我相信这完全是老六的人格的魅力。
与其他无关。
　　--网友thebeatlesguru　　　　五十年后，人们回顾起来，会发现中国有一半的著名作家都曾经在里
面写过文章，创造了另外一种格局和审美的中文。
　　--和菜头　　　　你可以在其中摸索到一根似曾相识但恍若隔世的精神主线，感受到一丝睥睨世
俗白眼朝天的边缘气质，体会到一种渴望真诚又怕被现实伤害的紧张情绪--这一切，来自上世纪80年
代。
　　《读库》系列，依旧在延续着这样看似徒劳的挽救。
换个说法，黄集伟老师说《读库》系列在为一些文化人的思想和文本寻找后路的说法，可能过于悲观
。
在我看来，《读库》是在这个只有业余玩家的时代，保留一些"不疯魔，不成活"的超级票友精神--从
郭德纲系列到《周星驰龙套家族》和《好莱坞电影俗套》，无不如此；《读库》在只有全民娱乐、大
众狂欢的时代，提示我们莫忘精英审美和小众关怀，《香港词人记痕》《名剧的儿女们》和《谁令骑
马客京华》，都是这样；《读库》在这绞尽脑汁去计算利害、权衡得失的日常生计中，告诉我们还可
以试试有"不计成本、不惜篇幅、不留遗憾"的职业态度，尝尝"有趣、有料、有种"的魏晋风度，据说即
将面世的《读库0602》中有一篇《启蒙年代的歌声》，述尽一代大师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唱过的歌，走
过的路，委实让人期待。
　　这是在为我们恐惧、烦恼、焦躁、郁闷、忙碌的生活状态寻找出路啊，哪里是黄集伟老师所言的
退路？
作为理性人、现实人，你可以不相信《读库》系列能为"钢筋水泥综合征"找到解药，但是不能不去尊
敬这次或许浪漫、或许怀旧、或许动情、或许悲壮的审美抢救和青春打捞---我们理想主义的沉船，其
实就在现实混浊、油腻的水面之下。
　　老六的博客上，记录了《读库》从孕育到分娩的全过程。
他说，去年9月的一个大雾的晚上，从石家庄回北京的大巴上，他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做一本符
合自己理想的书，一本有阅读价值和保留价值的书。
　　他做到了。
虽然我们还有更高的期待。
　　--《一次理想主义的打捞》，载于《京华时报》　　　　◆ 《读库》：三位一体的出版策略　　
　　为什么选择做《读库》？
　　记者看到，《读库》在出版形式上，有点类似于《老照片》、《当代先锋》、《经济学家茶座》
等ＭＯＯＫ（Ｍａｇｚｉｎｅ＋Ｂｏｏｋ）图书的形式，有较为固定的出版周期，每两个月出版一辑
。
不过，毕竟还是图书的形态，焕发出来的也是书的质感。
这套丛书在内容编辑上，有个"颇为轰动"的选稿口号--"有趣、有料、有种"。
目前，该丛书已经像《读书》杂志一样，被称为"一些人的私房书"，成为资深读书人喜欢阅读和收藏
的佳品，平均每辑发行量已经达到１５０００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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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偏偏选择《读库》作为产品的切入点呢？
记者首先搜索了一下张立宪的从业背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先在报社和杂志社工作，后到出
版社担任副总编辑，曾经策划过当年畅销一时的《大话西游宝典》。
"离开出版社后，我在设想未来的从业方向，突然间有个想法，做一套能够满足自己职业荣誉感、有阅
读价值和保留价值的书，有一定品位同时也有一定市场的书。
"张立宪向记者追溯着他在２００５年秋天的最初想法?"自己有什么样的资源呢？
这些年来积累人脉资源、作者资源，还有就是媒体的资源。
做一套读书人很喜欢看的书，不是用杂志的形式，而是用图书的方式，设想两个月出一辑，一年出六
册。
这个想法很有诱惑力。
"　　"但是，你的这个设想，和《读书》、和《读者文摘》、和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有什么区别呢
？
"记者毫不客气地追问。
　　"在长期的编辑工作中我发现：现在有一类读书人非常喜欢看的文章，处于三不管的地带，就是所
谓的中篇读本。
很尴尬的是篇幅在五千字到五万字的好文章，这种篇幅的文章没有太多的发表平台：五千字以下在报
刊上能够发表，五万字以上能够单独出书，正好这个篇幅没有出口。
　　"那么，如果我用连续出版的图书来搭建这个平台，就能够占据"中篇读本"的这个出版空白点。
而这么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我认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者，他们手头已经积累了很多这样的稿件资源
，但是没有发表的平台。
我想《读库》能够比较顺利地做下来，可能跟这个平台的独特性有关系。
"　　"顾名思义，最终取名为《读库》，暗含着阅读仓库的意思，举凡人物、纪实、小说及关于阅读
、观影、爱乐等各类文字都可入库。
"张立宪对记者解释，"这些文字或许看似互不相关，但有内在的统一标准：摆事实不讲道理。
要细节，要故事，要人物；不要观点，不要结论，不要评判。
"而对于"有趣、有料、有种"，张立宪认为：有趣，就是一定让读者觉得过瘾好玩，所谓"重度发烧"；
有料，是要求这作者从细节上、冲突上、故事上提供"干货"；而所谓有种，是要做一点有个性魅力的
东西。
张立宪强调："《读库》是用来闲读的，在睡前、饭后、卫生间里，是给大家带来阅读快感的。
不一定有什么教育意义或专业有用。
"　　　　"阅读仓库"是怎么建成的？
　　张立宪"单枪匹马"编辑《读库》丛书，把自己此前积累的资源全部整合起来。
对于封面，张立宪的理念是，在图书封面都很抢眼的时刻，《读库》则要显示出不同一般的朴素和宁
静。
记者看到，"读库"两个字很不显眼地默默地竖列在封面的正上方，整体看起来没有一点装帧的感觉。
为了给爱读书的人以不同凡响的增值体验，张立宪在每本《读库》的扉页，都放置了一个"藏书票"，
第一册《读库》的藏书票是台湾著名画家蔡志忠的一幅漫画，２００６年的六辑为港台漫画名家绘制
的精美作品；２００７年开始，又由张守义、王弘力等内地画坛名宿操刀。
而为了让《读库》增加"书卷气感觉"，张立宪特地选择了质地柔滑的纯质纸，使得《读库》的纸张开
支上涨了将近四分之一。
而此后，他又换了三次纸张，虽然纸的规格一样，但不同的蓬松度，使得读者翻阅时的质感稍有不同
。
虽然张立宪知道读者不一定能感觉到这种变化，但仍然偏执地认为它必须这样在每个细节上做到特立
独行。
　　为了让更多的作者参与到《读库》的供稿、策划中来，张立宪把他策划《读库》的想法、《读库
》的编辑出版进度等在他的博客上"全程直播"，不断有熟悉的朋友或陌生网友留言"支招"，使《读库》
从一开始就凝聚了一群人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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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我一个人在编这本书，事实上是在吸纳众多的高智慧头脑来参与这本书的编辑工作，乃至于还发
展了一大批未来的订户。
"张立宪解释，"实际上，我做得更多的工作是牵头为各个环节配备最合适的人或机构。
看似没有组织，其实正好可以随时结合成最好的组织。
"　　　　怎样把这套书卖出去？
　　对于如何才能让更多读者知道《读库》并且购买这套书，张立宪首先深入思索了该书的目标读者
群。
"现在提起目标读者群，比较专业的说法是：来自什么城市、有什么样的教育背景，每个月多少收入，
甚至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开什么牌子的车。
--对于读书人，我感觉似乎这样划分并不合适，因为读书人可以分布在任何领域、任何地域、任何职
业、任何收入、任何阶层，一个收入几万块钱甚至年收入上百万的老总，他可能不一定愿意买一本书
。
而有很多工资只有一两千块钱的人甚至还有学生，可能会拿出自己收入的一半来买书。
"　　张立宪对记者说："和传统图书宣传恰恰相反，《读库》的读者有着自己的判断力和眼光，如果
他们觉得这本书好，不需要你的推荐，自己会费尽周折来买这本书；如果不喜欢这本书，用多少个报
纸版面来介绍，甚至白送给他，他也不一定会看。
所以，我就选择用干扰度最小的私人博客的方式，来对《读库》进行推介。
一开始，去我的博客的都是一些我认识的老朋友，后来很多朋友又在他们的博客上对我的《读库》进
行宣传，他们博客上的读者大多是我完全不认识的人，这样逐渐就把我的博客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了。
一天有几百个点击量，最好的时候一天有一两千的点击，呈现爆炸式传播之势。
借助于网络的推广渠道，因此突破了地域、领域、职业这种限制概念，能够慢慢让散落在祖国大地的
读书人、爱书人、买书人得到它。
他看到这本书，如果适合他读他会买，如果不适合他就不会要，这样有一个比较缓慢但是有效的筛选
过程。
这个过程之后，慢慢物以类聚，形成一个读者、作者团体。
而且读者在博客的留言，给了我对图书的改进机会。
所以说，《读库》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做起来的，真是各种力量、各种智慧综合起来的产物。
"　　记者了解到，《读库》试刊号的诞生过程是全程网上直播，《读库》在"圈内"形成强烈冲击波，
而后通过网络迅速蹿红，各大媒体纷纷开始关注张立宪及其《读库》，最终形成张立宪创立的有着浓
厚情感色彩的"编读共建"的出版模式。
也许没有网络，《读库》的影响不可能扩张得如此迅速。
　　--《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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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本辑《读库》开始，除了传统的中国连环画专题之外，我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系列，回顾对生
于七、八十年代人造成极大影响的卡通和动画作品，《动漫年华》一文是其楔子。
燃烧吧，小宇宙。
　　本辑藏书票由冷冰川先生设计。
　　1949年，北平、天津、上海、广州、重庆相继解放，民众迎来一个欢欣鼓舞的年代，一个不苟言
笑的年代，一个光明和迷惘并存的年代。
田晓青先生试图“绕到那些标准而笼统的叙述和正统的回忆录后面，直接看一看实际发生的事情”。
他翻阅当年各大城市的报纸，通过见诸报章的通讯、言论、通信、广告、问答，辑录了本辑专题《城
市记忆?解放》。
所谓解放，是一个庞杂混乱、众声喧哗的社会被格式化、被整合、被融入统一的宏大主题的过程；所
谓解放，是由千千万万的个人命运和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的改变组成。
　　谢英俊是一个台湾建筑师，“9?21”大地震后，他的建筑工作室致力为世界上人数最少的民族建
房。
然后，他来到大陆，在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用茅草、树枝、旧木头，和一群没有建筑经验的志
愿者盖起了生态厕所与几栋生态楼房。
这些欧式房屋看上去都很气派，全没有老辈子人记忆里“泥巴房子”的土气样子。
村民们进去看一看，确实不错，绝对不会影响给儿子说媳妇。
　　2006年3月18日，在河南省兰考县葡萄架乡贺村，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一个农民与学生志愿者，以
及贺村合作社生态建筑队的十四名队员，一同参加兰考春季生态建筑工作营培训。
谢英俊声称，中国八亿农民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合作建房，住上漂亮的欧式小楼。
　　寇延丁女士的两篇来自建房第一线的文章，让我们看到，这些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
　　四百多名中国工人来到德国多特蒙德，要将一座称为“帝座”的焦碳厂整体拆迁，运往中国。
他们的工作热情让德国人感到震撼：他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一周工作七天，每个月挣四百欧元，却
干着德国工人给四千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需要三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他们一年半就完成
了⋯⋯纪录片《赢家输家》走进由中国工人在鲁尔工业区构起的独立王国，记录两种文化的冲突，谁
是赢家，谁是输家？
导演吕肯说：“这必须由观众自己决定。
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德国和中国工人都是失败者：中国工人拼命的工作，却看不到一点美
好的前途；德国工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关闭了祖辈相传的矿井，心灵的苦闷难以表述。
至于更多的内涵，需要观众自己去体会。
”　　德国文化电台的报道说：一部伟大的电影，尽管获得很多的大奖，但是很可惜目前只能在德国
的电影院看到这部片子。
《“帝座”迁移》一文则详细描摹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导演人性化的镜头下擦出的火花。
　　关于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铃，越来越受到追捧，乃至网上有了“绝色金子美铃”的主题网站。
本辑《读库》中的金子美铃专题，由金子美铃诗集《向着明亮那方》的策划人金莹小姐编撰，追思这
位宁静而传奇的诗人二十六岁的生命，并收录了《向着明亮那方》一书没有收入的金子美铃生平照片
和相关书影。
　　向着明亮那方　　向着明亮那方。
　　哪怕一片叶子　　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
　　灌木丛中的小草啊。
　　向着明亮那方　　向着明亮那方。
　　哪怕烧焦了翅膀　　也要飞向灯火闪烁的方向。
　　夜里的飞虫啊。
　　向着明亮那方　　向着明亮那方。
　　哪怕只是分寸的宽敞　　也要向着阳光照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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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都会的孩子们啊。
　　杨浪先生的《在人生的另一端》刊发于《读库0701》，激起许多读者对墓园文化的感喟。
张小强先生献出他珍藏的一册《一部宁静的文化史》，里面是安葬在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部分俄
罗斯艺术家的墓碑图。
当年高莽先生编撰《俄罗斯墓园》一书时，他都没舍得奉献出来。
感谢中华版权代理公司协助解决版权，本辑《读库》彩印了其中二十座墓碑，让我们得以目睹那些大
师的长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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