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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世界诗人同祭四川大地

震》（以下简称《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是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的一本双语诗集，专为纪

念四川大地震而作。此书甫一面世，即于当年 11 月

荣膺“中国最美的书”称号，之后又连获上海装帧设

计奖、银鸽奖两项大奖。忝为本书的责任编辑，笔者

很早就想写下若干文字，略述其出版的来龙去脉及编

创者的心路历程，但延宕多时都未动笔。个中缘由，

洵如刘勰所说，殆因“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

成，半折心始”[1] 之故。去岁春杪，某杂志编辑致函

笔者，告知他们拟做一个历届“中国最美的书”的纪

念专辑，要我提供相关资料。在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

中，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渐次开启，策划、编校、制

作此书的历历往事涌上心头。虽时隔四年，却清晰如

昨。佛家最讲因缘。我与“中国最美的书”的此番遇

合，作为笔者编辑生涯中一件深具意义之因缘大事，

颇值得记上几笔。是故，便有了这篇文章。

1 编辑缘起：国家之殇，诗人之恸

发生在四年前的那场大地震，至今想来令人犹

有揪心裂肺之感。汶川，这个在地图上不大容易找

到的地方，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的那一瞬间，成为中

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顷刻里，曾经的秀美山

川、温馨家园被夷为平地，只剩下残垣断壁唤起人

们对往昔的回忆；陡然间，楼宇崩毁，房屋倒塌，数

万条鲜活的生命被深埋于地底。横亘在罹难者与幸

存者之间的，唯有百转千回的不舍与眷恋，天人永

隔，生死殊途。这是中国自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以来

所遭受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消息甫一传来，举国

悲恸，举世震惊。各地的救援队、志愿者纷纷赶赴

灾区，献上他们的一片爱心；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

基于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或致电慰问，或捐款捐

物。全人类的爱心在彼时彼刻汇成一股巨大的暖流，

涌向灾区，涌进灾区同胞的心里。

作为一家以出版外语教材和学术专著享誉全国的

出版机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地震伊始，就积极

伸出援手，迅速组织全社捐款捐物。不过，我们总觉

得这样尚不足以完全表达对灾区同胞的情意。如何结

合自身作为精神产品策划者、组织者、生产者的社会

角色，为他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始终是萦绕在我

们心头的一个问题。此时，全国许多出版社已经行动

起来。一些科技类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防震

与防疫的图书，并在第一时间发到灾区，对灾后重建

工作起到很好的作用。一些人文社科类出版社，纷纷

出版有关四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新闻报道作品，对

人们深度了解此次地震中涌现出来的真情大爱，提升

民众抗震救灾的信心助益颇多。那么，作为一家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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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我们应该而且能够做些什么呢？

俗语云：皇天不负有心人。恰值此时，华中师

范大学聂珍钊教授向我们提议，可以考虑出版一本

纪念四川地震罹难同胞的双语诗集。聂教授是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资深作者，双方有过良好的合作。

他曾留学英伦，身兼《外国文学研究》主编、外国

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在学界颇具影响，是主编

的理想人选。经过仔细磋商，出版社决定延请聂教

授担任本诗集的主编。他欣然应约，并迅即紧锣密

鼓地展开组稿工作。西谚说：“爱能感动世界”（“Love

makes the world go around.”）。是四川大地震，这场

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劫，将中外诗人的心紧紧地联在

一起。组稿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短短一个月，就

有多位诗人惠赐大作。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凡优秀的诗人，多为时

代的歌者，时代脉搏最敏锐的感受者。唐代诗人白

居易尝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四

川大地震，这场给人类带来巨痛的灾难，不会不在

诗人的心灵上留下印迹，不会不对他们的情感有所

触发。以诗歌的形式哀悼死者，抚慰生者，在中外

诗歌史上源远流长，其例不乏。中国有哀辞，西方

有哀歌。在中国，哀辞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中

的《邶风·绿衣》与《唐风·葛生》。自此两篇开启

端绪，流风余韵，绵延不绝，遂演变为中国文学中

一个重要的类别。西方文学中的哀歌，以密尔顿的

《科西达斯》为滥觞，后出名篇有雪莱的《阿东尼

斯》、丁尼生的《怀念》、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

等。《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一书，亦是赓续了以上

中外文学的优良传统。

笔者甫读初稿，心灵即被抓攫着、激荡着；所

收获者，不唯审美上的愉悦，复兼灵魂上的洗礼与

升华。诗人们饱含真情大爱，驰骋诗思，各展才华，

以不同的诗歌样式，或歌咏之，或嗟叹之，读来均

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手足之情，同胞之爱，是中

国诗人咏叹的主音符。诗人雷抒雁深情吟道：“我们

怎能忘记/这些和我们共享祖国山水/共享一轮太阳/同

宗同脉的父老乡亲姊妹弟兄。”地震中的罹难者，不

少是嗷嗷待哺的幼童，或是正在读书的花季少年，他

们的夭折早逝让我们尤感痛彻肺腑。米歇尔·兰金

斯写道：“像清水中的珍珠/离开了贝壳/孩子们的灵

魂/离开了妈妈/向着太阳飞去/像白鸽衔着金色的丝

带/翱——翔——/在地球的/废墟之上/然后在云间/找

到栖息地。”以“清水中珍珠离开了贝壳”作喻，象

征纯真烂漫的孩子们的早夭离世，读之令人悲不自

禁、泫然涕下。“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诵罢

这些情意深挚、柔肠百结的诗章，作为责编的笔者，

不禁油然生出一种强烈的冲动与使命感，一定竭我

绵薄之力将此书编好、做好，使其成为精品。

2 编辑过程：苦心研磨，砥砺精品

获“中国最美图书”称号，于编辑而言，委实

是一项殊荣。不过，这既非我们出版本书的初衷，亦

非最终目的，至多，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此项

创意之萌发，实缘于我们作为出版人的一种文化情

怀，以及对灾区同胞的一片赤忱。故从一开始，我

们就没有把它当作寻常书对待，而是立志将其打造

成精品。同时，吾侪亦深晓，欲达成这一愿景，光

靠决心殊为不够，如欲遂愿，非得苦心研磨、沉潜

砥砺方可。回溯整个出版过程，责编与美编无论在

基调确定、整体设计、文字润饰，还是宣传推广等

方面，都可谓绞尽脑汁、费尽思量。可以说，追求

精品的意识贯穿了编辑工作的每一环节、每一细节。

2.1 基调确定

基调是一本书的灵魂，是一本书有别于他书质

的规定性。在确定基调的过程中，责编起着非常关

键的作用。首先，责编连着作者、美编两端，既要

将作者的意见传达给美编，也要将美编的设计意图

告知作者，实现双方信息的无缝对接。复次，责编

并非被动的执行者，而是要对作者和美编两方的意

见进行过滤和筛选。最后，责编还要从受众的维度

来考虑问题。主编聂珍钊教授是外国文学界的知名

学者，学殖深厚，对外国诗歌有深湛的研究。作为

组稿人与作者之一，他对本书已然“胸中有丘壑”

了。笔者先同他进行仔细商讨，吸纳他的想法，又

结合自己审读初稿的印象，最终将本书的基调定为

“悲而且壮，哀而不伤”，并将这一构想告知美编，请

他在作整体设计时予以遵照、参酌。

2.2 整体设计

基调这个“纲”定好之后，接下来的“目”是

整体设计。格式塔心理学的美学原理告诉我们：整

体大于部分之和，审美是对对象完整结构的领悟与

把握，人的知觉结构具有将残缺对象加以完形的功

能，人的心理场与事物的物理场若有“同形同构”关

系 [2]。“世界最美图书”金奖得主、中国装帧设计家

吕敬人说：“一本好书不仅在于设计的新颖，更在于

书的内容编排与整体关系贴切，能让读者十分清晰

地读到内容。”[3] 可见，整体设计绝非搞搞字体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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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体例那么简单，而是要结合书的体裁类别、题

材内容、读者群甚至特定的舆论氛围作全方位的美

学考量。我们设计《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主要从

开本、版心、版面的空隙间隔、颜色、封面、印刷

工艺等几个方面着手。

开本的选择。按照装帧设计的通例，诗歌的语

言凝练简洁，句式以每句一行为主，故开本应以窄

长为宜。但《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一书有所不同。

本书是汉英双语版，读者群兼及中外。确定开本时

不能只考虑中国读者，外国读者的审美心理也应顾

及。这方面，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多年来同国

外出版社合作的经验，使我们对国外读者的审美心

理有较深的了解。《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最终定为

787 × 1092 的大 16 开本。这一开本在国际上甚为流

行，很多知名的出版机构，如培生教育集团、麦克

米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讲

谈社的主打出版物都采用过。

版心的确定。德国装帧设计家契肖特，通过研

究《圣经》的多种版本得出一条金律，较为符合人

审美心理的版心标准为：地脚大于天头，外边口大

于订口。《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的版心是这样定的：

天头 2.5 厘米，地脚 4 厘米，外边口 4 厘米，订口 3.5

厘米。样张出来以后，我们感觉整个版面大方疏朗，

阅读时舒惬适意。而且，空白部分留得很足，既契

合本书作为诗集富于形象思维、能触发读者联想的

特点，又深得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计白当黑”的美

学三昧。

版面的空隙间隔设计。空隙间隔在版面设计中

非常关键。间隔合理，能使文字突出、版面美观，有

利于集中视觉与注意力，读者阅读时有轻松舒畅之

感。最初，我们并无在书中加放插图的设想。真是

机缘巧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其时正在与《文汇

报》社合作出版一本四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集，里

面收有大量《文汇报》记者在地震一线拍摄的照片。

我们一看到这些照片，就深感震撼。脑海中闪过一

念，何不把它们也放到诗集中，发挥其最大效用呢？

在征得《文汇报》社同意后，我们将它们作为插图

编入诗集中。这些照片与书的内容完美地融合在一

起，对诗集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着实增色不少。

颜色的选用。做整体设计，颜色的选用也煞费

周章。本书面向的是中外读者，在中西两种文化中，

颜色背后所具的文化含义相差甚远。譬如，在中国，

红色象征着喜庆、吉祥、成功、进步；在西方，它

却多与流血、残暴联系在一起。白色的情况刚好相

反。在中国，白色是禁忌色，往往同死亡、肃杀等

不祥概念相联系；在西方，白色却象征着纯洁无瑕。

为兼顾东西方读者不同的审美心理，我们将本书的

主色调定为红黑两色。黑色，“使人得到稳重、安静、

庄严、庄重、坚毅之感，在艺术视觉中是一种可贵

的颜色”[4]，并且它与本书“悲”的主题相呼应；红

色是中国人非常青睐的一种颜色，用在本书中，寓

“坚强不屈、昂扬向上”之意，与本书“壮”的基调

相契合。

封面设计。封面是整体设计的“魂”，是最应浓

墨重彩之处。《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的封面，整体

以黑色打底，中文书名“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世界

诗人同祭四川大地震”置于右上方，着以红色；英

文书名

紧贴其下，着以白色。红白对比十分鲜明醒目，很

能吸引读者的眼球。中间的图片是从一百多张图中

精心挑选的：在一张大比例的中国地图上，四只手

捧着花瓣与纸条，一起献到标有“汶川”字样的地

方。装帧设计家张进贤认为：“象征寓意的手法是艺

术表现最得力的语言，往往用具象来表达抽象的概

念或情调。”[5] 我们以地图、花瓣、纸条、手等具象

来构图，意在营造一种“悲而且壮，哀而不伤”的

整体氛围，紧扣并突出全书的基调。

印刷工艺的选择与应用。一流的设计方案，须

有一流的印刷工艺作保证才能实现，否则就是纸上

谈兵、空中楼阁。为了确保本书的印制质量，我们

选择美国当纳利印刷公司作为承印单位。该公司有

146 年的历史，位列美国财富 500 强，在业界享有盛

誉。《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采用的是数码印刷，这

在当时还是比较超前的。纸张选用的是 85 克的微黄

色轻质纸，既利于读者阅读，携带也很轻便。“世界

最美图书”评选有一条重要标准，非常强调书籍的

物化之美，对质感与印刷水平的要求很高。《让我们

共同面对灾难》的印制非常精美，能获得眼光苛刻、

见多识广的评委们的一致青睐，绝非偶然。

《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的获奖评语是这样写的：

“该书是纪念汶川大地震的诗集。从外观封面深沉的

色彩，到全黑的蝴蝶页，营造出一种闷不透气的氛

围，加之以黑红双色处理双语版面，并在文字间有

节奏地穿插地震纪实图片，增强了阅读的层次感和

气氛。纸张的选用，适度地掌握了视觉与情感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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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6] 可以说，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切中肯綮的。

2.3 文字润饰

作为责任编辑，文字润饰是我的职分。本诗集

所收诗歌形式多样，有抒发哀悼之情的挽歌，表达

善良愿望的哀歌，拟中国古代词牌而作的填词，还

有语言诗、图像诗等很先锋的作品。编辑倘无一定

的中外诗歌的艺术修养与鉴赏能力，审读本诗集是

有一定难度的。审读之外，我还为本书撰写了出版

前言，并请人译成英文。

2.4 宣传推广

新媒体时代，宣传推广极为重要。常言道：皇

帝女儿也愁嫁，酒香还怕巷子深。诗集出版两个月

后，主编聂珍钊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了诗歌朗

诵会。作者们悉数到场，现场朗诵自己创作的篇什，

反响热烈，效果极佳，在湖北乃至全国文学界产生

了相当的社会影响。在 2009 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将本书作为重点图书展出，引起

各方关注，多家国内重要媒体如《文汇报》、新浪网

都作了报道。受宣传活动的带动，本书的销售成绩

颇为不俗，2100 册印数半年即告罄。

3 编辑感悟：因为感动，所以最美

十余年的出版从业经历，使笔者于此深有体会：

出版是一项须将知、情、意、行高度结合的职业。知

者，感知也；情者，情感也；意者，意志也；行者，

践履也。所谓情，是指出版者作为主体，在面对出

版的客体对象——图书时，一定要融入与贯注自身的

情感。这种情感，很大程度上会成为调动与激发主

体内在动力乃至能量的决定性因素；相应地，也会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客体的最终结果与质量。孔子云：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即包含

这层意思在内。这种体会，在编辑完《让我们共同面

对灾难》一书后尤感强烈。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的

那段时间里，全国民众所迸发出来的同胞情谊和无疆

大爱，使当时的笔者深为感动、铭刻在心。至今念

之，犹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这种情感，在编辑《让

我们共同面对灾难》时，旋即幻化为一股奇异的力

量，促使、鞭策自己竭尽所能，务求精益求精、尽善

尽美。美学家蒋孔阳曾说过这样的话：“美向着高处

走，不断地将人的本质力量提高和升华，以至超出了

一般的感受和理解，在对象中形成了一种不可企及

的伟大的神圣的境界，这时就产生了崇高。”[7]

因为崇高，因为感动，所以才美，所以最美，这

是我编辑《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一书所获得的最

深切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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