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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美国顶尖杂志总编的办刊之道

游　苏　宁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通过阅读王栋先生的新作《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
探寻美国顶尖杂志总编的办刊之道。就编辑和杂志管理者应

具备的素质、如何理智地经营杂志、如何打造世界一流的杂志

等方面与美国同行的对话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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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岁末佳节，当喧嚣转入宁静之际，恰是人在江湖四
处奔波后归家之时。蓦然回首，当年那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的恰同学少年早已步入不惑之秋，并且从一个匆

匆过客变成首都北京的永久居民。随着年龄的渐增，

儿时的许多梦想已随风而去，那热血青年立下的鸿鹄

之志也已荡然无存；但无论忙碌还是闲暇，手不释卷的

读书爱好依旧，成为自己人生的一大乐趣。每逢春节，

非常羡慕北京人探亲访友的喧闹，因举目无亲且不愿

意打扰友人，只好闭门读书。尽管似乎缺少中国人过

年的气氛，但窃以为躺在自家的阳台上，忘却那近在咫

尺的天寒地冻，在温暖的阳光下读着自己喜欢的书，不

失为人生最惬意的事了。

今年春节，友人推荐给我王栋先生的新作《对话

美国顶尖杂志总编》［１］。尽管该书出版尚不足月，但

业内的同道对其好评如潮，认为她是对美国顶尖杂志

系统深入研究的成果，对杂志的从业者和希望了解世

界一流媒体运作经验的人士，不仅是一本必读的书，而

且是一本令人兴趣盎然的好书。

当今的美国，不仅在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位居世

界之首，而且是世界期刊界的领先者。在世界最具影

响的１００种杂志中，美国占５７种，并在列前１０位的期
刊中独占８种。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王栋先生在美国采访
了２０多种世界一流杂志的总编，包括历年获得美国杂
志界最高荣誉———国家杂志奖总分前 ３名的杂志
《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Ｍａｇａ
ｚｉｎｅ》，其目标就是写一本浓缩世界顶尖杂志总编心得
的书，写一本１０年后仍对读者有益的书。《对话美国
顶尖杂志总编》由３个主要部分构成：第１章是其核心
内容《对话顶尖杂志总编》，分新闻类、综合性人文杂

志、男性、女性、其他生活类杂志以及传媒集团６大类，
一共有２４篇访谈；第２章《传媒集团战略》和第３章
《媒体运作新思路》为延伸阅读，不同于聚焦杂志日常

运作的第１章，而是结合王先生自己的实践，介绍美国
传媒界的一些先进理念。在著书立说这个心无旁鹜的

艰苦历程中，他得到最重要的人生体验是：做事贵在专

注地坚持。对此笔者深有同感。２３年前，初出茅庐的
我，从一名医学生直接步入中华医学会的大门，开始了

自己的职业编辑生涯。恰逢中华医学会有着悠久的办

刊传统，有像翁永庆、张本、廖有谋等一批学识渊博、眼

光独到、经验丰富的资深编辑，正是置身于这支优秀的

团队，聆听老一辈的教诲，加上自己不懈的努力，才有

可能未知天命就获得以下殊荣［２］：“全国百佳出版工

作者”，首届“韬奋出版新人奖”，“国务院特殊津贴”，

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及“全国新闻出

版行业领军人才”。笔者也非常赞同美国著名编辑学

家格罗斯的观点：编辑其实是一份能使你获益良多的

事业，和当作家一样，能发挥创造力、想象力和带来满

足感［３］。整个假期，我一直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诚

然，王先生在书中介绍的杂志均为社科类期刊，但我认

为办刊必有相通之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科技

期刊编辑的我，读后感慨颇多，愿将管窥之见赘述如

下，以飨同人。

１　编辑应具备的素质

　　众多的总编认为：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对现状不
满，着迷于探索周围的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热衷于

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不仅如此，还能将这种好奇心

转化为吸引人的文章构思。能发现作者的潜力，并能

帮助作者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编辑要具有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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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力，要突破“新闻是突然发生的”习惯想法，很

多时候重要新闻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点点渗漏

出来的。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编辑，你必须学会从不同

的角度和立场看待事物，即便你完全不认可某些立场。

对事物不确定、没有明确倾向的矛盾态度，对编辑而言

是好事，他们并不确定自己的立场，对所有文章的各种

观点都应持开放的态度。编辑应该知道，人们喜爱的

正是杂志的“杂”，要为作者提供一个平台，无论其立

场如何，只要他的论证睿智并有深度，就欢迎他发表高

见。透过这种兼容并蓄的本质，读者能够品尝到各种

不同的东西。

优秀的编辑应该铭记：落在纸上的不仅是文字，更

是作者的内心和灵魂。要读出文章深层的内涵，读懂

那些含蓄而非直白的东西，然后努力使其表达得更清

晰。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编辑能找出恰当的问题，

不仅如此，你必须能倾听作者，愿意了解他的所思所

想，而且还能与每一位作者精诚合作。作为编辑，应努

力刊登一些让人思考的文章，但决不会晦涩难懂，以至

于令人觉得乏味，或一头雾水。好的编辑不仅能识别

出色的写作，发现文中的出彩之处，还能锦上添花。

《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的成功经验向世人证明：重要的观
点完全可以通过清晰、文学化和令人愉悦的方式向大

众传播。应想方设法使阅读成为一段令人愉悦的经

历。你不仅仅向读者提供信息，你必须使读者真切地

感受到他和杂志之间存在着亲密的、个人化的关系，这

细化到杂志的运作方式和总体风格，广告也必须很漂

亮，这才是真正的杂志体验。所以，杂志编辑必须有良

好的叙事能力、节奏意识以及图文配合的素养，最重要

的是时刻将读者放在心上。杂志的每一页都是有生命

的，你必须使其充满灵性。编辑要有激情，他的激情写

在杂志的每一页上，应反复质疑自己，殚精竭虑地不断

强迫自己向前行进。

２　杂志管理者应具备的素质

　　最好的杂志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总编或者编辑
团队理念的投射，最成功的杂志一定出自个性鲜明的

总编之手。一本期刊的编辑理念，最关键的还是总编

的理念，他是确定方向的人。一流杂志总编办公室的

门是敞开的，它为整个编辑部奠定了一种工作基调：鼓

励对话，欢迎创新。杂志应该是总编理念的具体化，也

是读者感兴趣内容的反映。有人认为：杂志从本质上

来说是一种“总编独裁”，杂志的总编或者说总编的个

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以某种极具特色的方式确定了一

本杂志的形态。《Ｔｉｍｅ》的总编 Ｊ．Ｋｅｌｌｙ认为：期刊的
管理者必须开明，愿意倾听，尤其是要保持开明和客观

公正。管理者应该明确：杂志编辑有更多的艺术成分，

可能是一种工艺，但肯定不是科学，其最主要的工作是

发现有天分的编辑、作者和摄影师。被同行认可为高

质量的杂志固然重要，但作为总编应该意识到：能持续

不断地给读者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更重要。优秀杂志的

总编必须有领导力，能够激励并鼓舞员工发挥他们的

最大潜力。总编一定要有商业头脑，认识到杂志的成

功一定包含商业上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是，对杂志要

有一个愿景，并且不断地实现这种定位，要清楚怎样真

正到达读者，让读者在阅读文章时感到在与总编交流。

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商业杂志《Ｆｏｒｂｅｓ》的总编
Ｔ．Ｆｅｒｇｕｓｏｎ指出：总编最重要的能力可以用一个词来
回答：经济，指的是简练、到位、扼要。杂志服务的对象

是读者，要“以读者为本”，帮助读者很快获取他们所

需要的信息。好的总编还应该能判断什么是新的，什

么能使读者兴奋，什么资讯最重要。《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的
副总编 Ｔ．Ｌｅｓｔｅｒ谈到：我们是一本意见领袖杂志，希
望自己的杂志能够把新的观念介绍给普通读者，或者

会颠覆他们固有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绝大多数总编认

同杂志应该是编辑导向而非市场导向，他们主要以自

己的兴趣取向决定杂志的内容，报道自己感兴趣的领

域并坚信打动自己的内容一定也会打动读者。作为一

名年轻的老编辑，笔者也信奉期刊界的一条铁律：无论

是否优秀的期刊，在期刊已经发表的文章中，９０％的文
章是可登可不登的。正如《Ｈａｒｐｅｒ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的总编
所言：事实上，一年之中能找到１２篇出色的文章都不
容易，更不用说每个月了。

３　如何理智地经营杂志

　　办杂志赚钱在美国是毫无疑问的，《Ｎｅｗｓｗｅｅｋ》的
Ｒ．Ｊａｖｅｒｓ坚信：办杂志一定要赚钱，要获得商业上的
成功，否则你会受制于人。他认为中国的某些杂志徒

有其表，无有其实，形式远大于内容。在杂志的经营

中，编辑部和广告部各持己见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其基

本原则应是内容第一，广告第二，出色的内容是读者不

断选择你的原因。理智的选择是追求与广告相称的最

佳发行量，而不是最大发行量。因为杂志卖得越多，印

制和发行成本越高，所以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用足够

的发行量吸引到最多的广告。在美国，杂志出版的利

润至少有２０％，杂志广告和发行收入的比例约为７∶３，
或者３∶１，但在其他国家，通常是１∶１；因此，美国报刊
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广告，而不是发行。

现在许多人在创办新刊时，会去了解读者想要读

的内容，其实读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总编必须有

能力告诉读者他们应该知道什么，而正是那些令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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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喜的、没有预料到的内容使一本杂志出类拔萃。绝

大多数总编认为：必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相信

自己的直觉。伟大的杂志永远是直觉的产物，杂志是

一个有灵魂、有个性的人，总编应让自己的杂志有其个

性、风格和形象。市场研究只能描述读者大致的态度

以及对已刊出内容的反应，无法预测读者具体想要读

的内容，无法明确指出如何将杂志办得更好；因此，优

秀的杂志是要引导读者，而不是跟随他们，从来没有一

本卓越的杂志是市场调查的产物。

没有良好的商业运作，内容出众的杂志也无法取得

成功，二者必须兼备。总编与发行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杂志的成败。那些能成功并长期屹立不

倒的杂志，其总编与发行人不仅观点一致，而且能并肩

作战。在杂志的经营中应该分工明确，编辑部要做的就

是尽力做好内容，坚信只要内容好就会有销路，而经营

部门非常清楚如何去盈利。杂志运作良好的标志之一

就是年轻读者的数目增加。每一本杂志都必须赢得年

轻读者，因为他们能帮助你获得长期的成功。在杂志的

出版上，没有一个退出的方案，其目标是一份永续的事

业。国际的办刊经验表明：成功的杂志就是“印钞机”。

４　如何打造世界一流的杂志
　　期刊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推动人类进步的重
任，并与这一伟大进程休戚与共。优秀的期刊应该永

远是站立潮头，引领学科的发展。笔者非常赞同王栋

提出的“在中国打造世界一流媒体”的职业理想。中

国要成为具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必须拥有属于

自己的世界级杂志；但窃以为能不能办好一流杂志主

要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实力，科技实力取决于科技个体

的创新，个体的创新取决于科研的投入和体制等因素。

编辑行家认为：伟大的杂志总是能同时扮演好“镜子”

和“窗户”２种角色：举起镜子，帮助读者直接瞄准自己

的生活；打开窗户，带领读者努力探究外部世界。成功

的杂志能深入读者的内心，与读者保持着深层次的联

系，使用的是读者的语言，表达的是读者的看法，与读

者息息相关。

王栋认为，如果现在创办一本杂志，从创刊伊始就

应该考虑“杂志、书籍、视频、网站、手机、户外媒体”一

体化运作的全媒体模式。诚然，高质量的报道是打造

世界一流期刊的前提，其主要包括写作优美、引发思

考、不断尝试新事物等特质。在编辑过程中，中国的媒

体要形成真正的权威，必须在其流程中引入事实核查。

专家认为：作为一名真正的记者，即使母亲说“我爱

你”，他也会去寻找证据来验证这句话，这是管理者应

该具备的质疑精神。美国的经验表明：核查是一件非

常重要的事情，不但可以确保文章的准确性，而且还会

提醒作者论文的写作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在中国打造世界一流媒体”是我辈的理想。较

之于前辈，我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具有更开放的眼光，

更宽广的文化包容，更敏锐的市场意识。更为重要的

是，我们成长在一个更加重视文化发展，更加注重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迎接挑战几乎是我辈的一种本

能，因为没有事业理想和创造激情的人生，对我们来说

只能是残缺的人生。既然目标已经确定，那么时不我

待。正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５　参考文献

［１］　王栋．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Ｍ］．北京：作家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２］　石朝云．为人作嫁 无怨无悔［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２００７，１８（６）：１０９３１０９５

［３］　游苏宁．编辑职业生涯中必读的经典之作［Ｊ］．编辑学
报，２００７，１９（５）：３８６３８８

（２００８０２１５收稿；２００８０２２０修回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中华医学会游苏宁、董海原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本刊讯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７日，以“文明·跨越”为主题的首
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社长兼总编辑游苏宁、《中华风湿病学杂志》编辑部主任董海原

获得该奖的优秀出版人物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新闻出版行业国家级最高奖项，每

３年评选１次。首届正式奖奖励数额为２００个，其中包括１００
个出版物奖、５０个先进出版单位奖和５０个优秀出版人物奖。
另外还有优秀出版物提名奖２００个。出版物参评范围为２００３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正式出版并公开发行的图书，
音像制品，电子、网络出版物以及其中的优质印刷、复制产品。

先进单位和优秀人物参评范围包括图书、期刊、报纸、音像、电

子及网络出版单位，印刷、复制企业，发行企业，版权机构，新闻

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和在上述单

位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个人。

评委会在对优秀出版人物奖的颁奖词中指出：每一个个体

的生命，都必然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

个人获奖者们，用自己对中国出版事业的执著、坚毅、忠诚和勤

奋，为我们奉献了一大批优秀的出版物，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

又一个让人感动、令人振奋的故事，并为中国出版业，这个担当

着传承中华文明责任的崇高职业，留下了一批当代人最值得骄

傲的名字。也许，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但是，他们所创

造出的文化成果，却属于整个社会，属于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

个伟大的时代。

（石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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