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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库》创始人张立宪长沙谈读书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老六的眼光与《读库》的“讲究”

十年之后，这次张立宪与湖南读

者相会，带来的同样是一段史料——

读库“医学大神”系列。

作者朱石生历时三年写完了这一

套传记，14 册小开本讲述了历史上

14 位全世界范围内的“医学大神”。

现场，张立宪玩笑地说，要是朱石

生开公众号写类似“震惊！这样用微

波炉会致癌”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更

容易致富。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

本讲如何治病的书，也不是一部给

医学院学生看的医学著作。“这些医

学大神留给我们最重要、最宝贵的

其实是思维方式、思考方式，我希

望能把这些提炼给大家。”显然，这

才是读库推出这个系列的初衷，也是

读库历来选取题材的主要方向之一。

所以，张立宪说，他希望这部书的

读者是“读中学、小学高年级的孩子”。

“我一直觉得中学生的胃口最好。

当然，孩子们课业很重，但是我相

信这样的书籍对他们的学业有帮助。

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孩子感兴趣，

可能更难懂的书他都能读下去，我

们不应该把课外读物和学业对立起

来。”张立宪说。

扩充中高年级孩子的阅读资源，

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阅读主题，一

直是张立宪的在童书出版上的野心。

《读小库》便是他基于这一理念创立

的童书品牌，至今已运营 6 年，“按

照不同年龄层次，《读小库》都会有

的放矢给孩子做不同的阅读推荐”。

做童书，张立宪的编辑准则是“不

那么迪士尼”。“现在主流的儿童读

物特别甜、特别腻，当然孩子也比

较容易接受。但我们希望在此之外

做一个更有营养的阅读补充。”他说，

阅读能提供给大家的东西，一是故事，

二是知识，三是道理或者思维，四是

诗意，“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提供

这些营养，也让有水准的作家把想

写的东西写出来”。

王小波说，人仅有今生今世是不

够的，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经

过十多年的出版淘洗，在互联网浅

阅读趋势如此强势的今天，张立宪

似乎更加坚定，他要营造的就是一

个既现实接地气、又十分丰盈的阅读

世界。

如果说中国出版界近年有“奇迹”的话，必然绕不开《读库》。这个诞生于 14 年前的知名读书品牌，一直保留着其深入人心的经典面目——小开本读物，两月一期，平装、平价。
稍微有点文艺情怀的读者都知道，读库背后有个“奇人”——张立宪。因为喜欢数字六，江湖人称“老六”。老六爱喝酒组局，遍识名贵，一度有“京城交际花”之誉。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活得热热闹闹的男人，彼时却跨工种作业，独立完成了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等各个环节，几乎以一人之力，创出“品牌奇迹”。也许因为善写影评的原因，除了在创作和出版界独树一帜，张立宪还主演过高群书经典电影《神探亨特张》，差点就获得上海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显然，这样的男人走到哪儿都是自带流量的。近日，张立宪第一次在长沙举办读者见面会，来的都是不曾见面的老熟人——《读库》粉丝。张立宪记得，他的第一位湖南读者是“长沙铁路分局雷清风”。那时，读库还是“小作坊”，他亲自负责新书邮寄，家里一张中国地图上插满了小红旗，代表着订阅《读库》的读者位置。“现在也没铁路分局了，不知道他去了哪。”张立宪笑着说。
那么，在长沙读者的记忆中，《读库》带来了怎样的初体验呢？且看现场——

“那时我刚生完孩子，一手抱着娃，一手托着《读库》，就这样看完了好几本。”
“那时，我家孩子学业紧张，但我还是给他买了《读库》，希望他能在学业以外接触更多的人文知识。” 
“小巧、轻便，能装在口袋里随时阅读，装帧上极简，内容上充满乐趣，就是我期待中的样子。”

11月4日，“一则来自《读库》的

求助信”刷屏互联网，也由此引起

网友热议。信中说，《读库》库房因

面临临时搬迁，为了筹措资金、腾

空货位，急需读者“把书房变为《读库》

库房”。

《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

也是张立宪的好朋友，当天便在微

博上留言：“再过两天就是‘读库君’

50 周岁生日，老六从不开口求人，

这次看来真的为难了。”

网友纷纷把张立宪的这次求救，

归根于互联网对传统读物的围剿。

在长沙读者见面会上，张立宪现场

回应了读者们普遍关心的这一事件。

他的看法很客观：“虽然数据上纸质

书的出版、销售并没有下滑，但肉眼

可见的是，大家用在纸质书上的时

间正在大幅度减少。现在大家似乎

已经没有心力、精力再去好好阅读一

本书了。”

不过，老六还是一如既往地温

柔敦厚：“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大家

去读书，只是深度阅读确实有它不

一样的乐趣，各取所需吧。”

2005 年，36 岁的张立宪正是为

了这一份不一样的乐趣，选择出发。

当时他已遍历新闻出版的多个行业：

报社、杂志社、网站、出版社，一

家有望上市的新公司又向他发出邀

请。他想，半辈子都在被挑选，不

如自己主动选一选？最终他想清楚

了，自己最想做的，还是一套符合

理想的“书”，《读库》便应运而生。

《读库》意为“阅读的仓库”，形

式介于期刊和传统书籍之间。内容比

期刊深厚，更经得起时间淘洗，选题、

装帧比传统书籍更广泛、轻巧。他曾

对媒体说：“要将百度、谷歌上一搜

几千几万条的人摒除在《读库》的关

注之外，替之以高投入高成本的采访，

留下那些有文献意义的文字。”

有一则八卦新闻侧面见证了他的

编辑眼光。某期《读库》专访民谣

歌手周云蓬，张立宪选择作家、当

时兼任《读库》编辑的绿妖去做采访。

三个月采访过后，绿妖成了周云蓬的

女朋友。换句话说，这次采访等于

张立宪为周云蓬精心挑了个女友！张

立宪选人眼光之独到，《读库》采访

之深入由此可见。

一些埋在文献资料室里无人问

津的史料，也是《读库》常常打捞

的对象。讲述抗日战争期间故宫国

宝南迁历史的《国宝南迁记》，还原

更多五四运动历史细节的《穿越“五

四”》，今年《读库》重推的“医学大

神”系列，作者朱石生写了三年，背

后还有其17 年的医学工作经历。

知乎上，一位曾经给《读库》供

稿的作者描绘了自己的投稿经历。

2008 年，她给读库投稿，一天凌晨

收到了老六的回复：“你的名字是？”

这位作者的名字里有个生僻字，

字典里是“车”字边，但电脑输入法

只能显示繁体的“  ”字边。她写

明后回复了过去。

之后，她便收到了人生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印有她正确名字的刊

物。“能看出来那个铅字是印刷厂现

制的。我曾经去印刷厂实习过，从

没见过这个字的简体。”她写道，后

来她即使在杂志社工作，版权页和

文章署名，也都没再出现过一次“正

确”的名字。

因为这份考究，《读库》在吸引

越来越多订阅者的同时，也吸引了许

多高质量的写作者。

让湖南人骄傲的《读库 0903》
2009 年年初，老六打开邮件，

一份来自湖南的投稿跃入眼帘。

这是一份寻访湖南抗日旧战场的

田野调查资料，两名湖南的媒体记

者走遍湖湘山水，和当地老人交流，

重现了一段段险被遗忘的历史细节：

历时 52 天、尸积如山的常德会战；

抗战史上坚守时间最长、伤亡日军

人数最多的衡阳保卫战；被世界公

认的由中国军队取得胜利的第三次

长沙会战。

受篇幅所限，这篇寻访笔记在

本土媒体第一次刊发时，进行了大

幅度的删减。因此作者在给老六的

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做《读库》

的新星出版社有无可能对此书感兴

趣，或者你的《读库》对此有无兴趣。

我们所寻访和关注的人，都在陆续

去世，早的六十多年前，近的才一年，

但选择将他们抹杀和遗忘，太彻底，

太无情。令我愧对那一丁点儿我以为

触摸到了的历史真相……”

最终，这篇寻访笔记以《这是

湖南，1937-1945》为题刊发在《读

库 0903》中。“令我触动的不仅仅

是作者们的风餐露宿，还做了大量

的史料搜集工作。”张立宪说。该刊

一经推出，好评如潮，尤其激起了

湖南读者对湖湘精神的反思，有网

友不断留言：“湖南真是地地道道的

抗战英雄省，日本人到了湖南就没

能再往西前进一步。”

“读着，读着，哽咽失声……我

不断问自己，我们该记住什么？该忘

却什么？”……

“一晃过去十年了。”回忆起当

时的细节，张立宪感慨道，《读库

0903》是他记忆最为深刻的一篇湖

南来稿。

童书选择，不要那么“迪士尼”

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