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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作家纷纷迈进杂志时代做主编

杂志书：借明星炒作还是文学新出路？
近日，韩寒在博客中高调宣布自己

的杂志将“在夏天结束之前和大家见
面”，而在此前，他还高调征稿，以“稿
酬为郭敬明稿酬 30 倍”的诱惑吸引 80
后作者群，在短时间内就征集到了上
千封稿件。至此，郭敬明主编的《最小
说》，张悦然主编的《鲤》以及韩寒主编
的青年思想为主题的杂志正式进入三
足鼎立的状态，三位 80 后作家在杂志
市场的全面出击，宣告了 80 后正式进
入杂志时代。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作为80后作
家的代表人物，其作品颇受关注，发行
量动辄上百万，为什么在此风口浪尖之
际都把目光瞄向了杂志书呢？对此，记
者分别采访了作家张悦然、《最小说》文
字总监痕痕及出版社业界人士。

晚报记者 杨宜锦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张悦然表示：
“从‘五四’新青年的时候开始，办杂志似乎一
直是写作人的心愿，因为它可以让许多志同
道合的人相聚、分享和进步，我也是怀着这样
的想法来做杂志的。”至于创办杂志是否将
影响自己的创作，张悦然称如果说完全不影
响写作是不可能的，“但被影响的那一部分，
也许本来就是不那么必要的作品。真正对
自己重要的作品，任何事情都无法影响它的
写作和面世，对于这一点，我始终坚信。”今
年，张悦然的《鲤》系列严格遵循了两个月的
出版周期，虽然这让正在从事长篇创作的张
悦然感到有些疲惫，但是怀揣着将《鲤》打造
成中国青年新文学平台的她，带领整个团队
推动着《鲤》前进的步伐，也预示着张悦然用
文学对 80后生存状态的探索投向了更广阔
的社会层面。

而柯艾文化作家经纪部总监、《最小说》
文字总监痕痕则表示，郭敬明创办《最小说》
的出发点是想要构建一个更有亲和力的青少
年文学平台，因为传统的文学杂志往往姿态
很高，曲高和寡，对广大青少年来说可能会有
一定的阅读障碍。

痕痕还称，创办杂志并未影响郭敬明的
创作。作为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最小说》杂志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郭敬明确实非常繁
忙，但作为主编，杂志的整个风格和方向都是
由郭敬明把握的。虽然在制作中他并不需要
监督每一个流程和细节，但是在杂志定稿后
他都会通读一遍，对杂志内容进行必要的调
整。郭敬明的主打小说也一直是杂志上最受
欢迎的不可或缺的栏目之一。痕痕称，郭敬
明本人其实还挺适应这种忙碌的状态的。

对于自己的杂志，郭敬明、张悦然、韩寒
这些 80后的生力军不但投入了相当大的精
力，还投入了相当大的财力。记者在韩寒博
客中看到，他称自己将在杂志中开设“所有人
问所有人”栏目，其中对于“非常好的问答给
予奖励，奖励标准一定超过杂志一字两元的
标准数十倍”。

而在此之前，张悦然的《鲤》系列一直是
同类刊物里稿费标准最高的，千字 300元的
稿费大大高出了纯文学刊物，以及同类热销
的青春杂志。至于为什么会开出如此高的稿
酬，张悦然接受采访时称：“我身边有许多写
作的人，所以深知靠写作为生的不易。我们
只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让稿费尽量地高。
但我其实很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文学杂志都这
样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以写作
为生，才能使更多的好作品出现在我们的眼
前。”事实上如今青年作家路内、于是、苏德也
因此成为《鲤》的固定作者。

杂志书和传统杂志或文学书最大的不同在
哪里？对此，痕痕表示，《最小说》最大特征就是
把文学这个比较严肃的内容，用一种让年轻人
更容易接受，更贴近他们的方式呈现出来了。
比如说搭配精美的插图，加上一些轻松活泼的
小栏目等。“我们想要做的是一个无论你之前是
否对文学感兴趣，都能接受、喜欢并愿意坚持，
最终在其中有所获益的东西，可以通过阅读不
断积累，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创作水平。”

痕痕透露，《最小说》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初高
中生，但是作者既有在校学生、从事各行业工作好
多年的人，也有专职写作的作家。虽然《最小说》
是青春校园风格的定位，但是其中的文章是追求
质感和深度的。目前，《最小说》每月两本杂志合
计销售100万册，成为同类杂志中的翘楚。

而采访中张悦然并未透露《鲤》的具体数

量，但记者从郑州书店了解到，《鲤》也是颇受读
者关注的。张悦然只是笑称：“目前销量还不
错。因为我本来也没有期许把它变成一个非常
畅销的杂志。许多人都会说，《鲤》很小众。这
并非我们刻意标榜的，但我们发现，这是我们的
审美和趣味决定的，我们也绝对无法做出另外
一本其他样貌的杂志。”

而在博客中，韩寒表示，杂志的前名叫《文
艺复兴》，因无法通过审查，现在已经报废。新
名字因担心有人说不而无法透露。据负责出版
其杂志的聚星国际表示，韩寒主编的杂志是一
本给当代有灵魂的青年看的杂志，或者说这是
一本引领文化潮流的青年杂志。目前，首期杂
志的内容 50%已经定稿，并将于 9月与读者见
面，首印量将高达 30万册。而其博客上，已经
有无数跟帖者表示将支持他的这本杂志书。

80后作家纷纷创办自己的杂志书究竟是种
潮流还是市场必然？对此张悦然称，每个人的目
的都不一样，她并不太清楚其他人的目的，但在
她看来每本杂志书都有它的读者群，这是它可以
继续做下去的前提。作为作家，张悦然对于市场
始终没有太多想法。“但我觉得杂志书或许会越
来越多，但它们要继续，都要有拥护它们的读
者。它们的存在，应该是不可替代的。”

而痕痕表示，知名的作家都有一定的读者
号召力，他们负责主编的杂志书肯定会有读者
接受和认可。此外，杂志书作为一个比较新兴
的载体，有发展潜力和利润空间，所以应该会不
断有人去尝试。

磨铁公司负责青春文学选题策划的工作人
员张爱华告诉记者，做杂志书，其实是利用现有品

牌的商业化选择。青春文学作家想要继续在以后
的长篇中突破或者超越自己已经遭遇的瓶颈，而
出版社想继续扩大市场占有，没有一定的数量支
撑则难以为继。因此，借已有品牌做一做杂志书
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杂志书可以弥补图书过多将
宝押在一个人身上，而一个人又无法短期内创作
大量优秀作品的缺点，可以更多地利用文字以外
的东西，利用其他人作品的组合，可以发挥某种程
序上的流水线操作，来维系一定量的生产物。

但也有业界人士表示，杂志书也面临着诸多
尴尬问题，比如杂志书在发行上现在都还主要依
赖于图书的销售渠道，以书店零售为主，销售面
比较窄。在经营上，杂志书虽然形式上更接近于
杂志，但因为本质是“书”，所以不能刊登广告，因
此在经营上受到影响，不利于支撑其发展。

无论是郭敬明的《最小说》，还是张悦然
的《鲤》，抑或蔡骏主编的《谜小说》，都被出版
界称为“杂志书”。这是杂志（magazine）和图
书（book）的结合体，故而简称为Mook，也有
人称之为“墨刻”或“慕客志”。

目前在日本，杂志书已被认为是与图书和
杂志并列的第三种出版物，一般书店里都设有

相关的杂志书专卖区。而在国内，郭敬明、张
悦然、韩寒这些80后作家全面进入杂志书时
代则把杂志书推向了高潮，其中郭敬明率领创
作团队打造的纯情感文学杂志书《最小说》
2006年上市就赢得庞大粉丝群的追捧。而张
悦然的《鲤》战绩也不俗，韩寒的杂志虽尚未出
炉，但其粉丝已开始在网上广泛关注。

竞争 财大气粗开出诱人稿酬

质疑 杂志书靠什么生存下去

此杂志非彼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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