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热点

没看见杂志，先看见官司
1981年之前，中国老百姓听说过“读者文摘”

这个名字的人不多，实际看到它的人更少。这里
所说的《读者文摘》，是来自美国的英文杂志。

其实，美国《读者文摘》在上世纪 80年代，
已在全球多个国家推出了当地版。1965 年，
《读者文摘》推出国际中文版，请林语堂先生的
次女林太乙担任主编。林太乙女士崇尚朴实自
然的文风，才思敏捷，中英皆通，曾请三毛、梁实
秋、张晓风等作家为杂志撰稿。但由于简体版
繁体版均未在大陆引进，所以中国内地的人们
看到的国际中文版《读者文摘》并不多。

最初创办中国《读者文摘》的是甘肃人民出
版社科技室的两位编辑胡亚权和郑元绪，他们
的想法一开始就瞄准了美国《读者文摘》。新杂
志从文摘选题到风格把握，无一不脱胎于美国
《读者文摘》，甚至名字也一般无二。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中国几
乎没人不知道《读者文摘》。改革开放刚刚开始
的那些年，中国人对知识和文化有强烈的渴求，
创刊于1981年的《读者文摘》，正好填补了这种
空缺。当时，国内几乎没有文摘类杂志，更少有
媒体引进国际文化生活题材。《读者文摘》没有
竞争对手，因此，它从问世起销路就一路看涨。

但美国《读者文摘》出版集团一直积极寻找
机会打入中国内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刚刚出台，美国《读者文摘》就在中国注
册了“读者文摘”这个刊名，并获审批通过。此
后，美国《读者文摘》多次通过各种渠道，质疑中
国《读者文摘》刊名的合法性，并要求其停止转
载美国《读者文摘》的文章。

中美两国《读者文摘》的版权官司在 1993
年以美方胜诉告终。此后直到2008年初，美国
《读者文摘》中文版才正式进入中国内地。而这

中间的 15年里，《读者文摘》改名为《读者》后，
多年一直保持总体上升的销售业绩。

美国《读者文摘》渐趋衰落
改名后的《读者》发展顺利，一直被誉为“中

国人的心灵读本”；而同一时期，美国《读者文
摘》却渐趋衰落。

美国《读者文摘》由参加过一战的美国老兵
德威特·华莱士在 1922 年创办。华莱士首创

“文摘”模式，初期以几乎零采编成本创办了杂
志；创刊之初，《读者文摘》的编辑工作量非常
大，每人每月要阅读500份左右各类报刊，华莱
士制定了轮换编辑制度以保证稿件质量，并要
求编辑们选稿之前，必须自问：它是否值得读者
思考和讨论？它是否值得大多数人关注？《读者
文摘》走上正轨之后，他坚持给予采编人员高福
利待遇以留住人才。

大部分时间里，华莱士是一个善于理解别
人需求的人。上世纪 2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后
迎来经济泡沫时代，华莱士看到了当时的美国
人身上同时存在着物质享乐与精神提升两种需
求。人们浮躁、空虚，没有时间阅读，华莱士为
他们提供了简短精悍的缩写摘编文章；人们力
图从颓靡中挣扎出来，华莱士的文章又总是洋
溢着乐观、天真、向上的气氛，始终认同并鼓励
人们恪守传统的美国价值观。

从上世纪 20年代一直到 90年代中期，《读
者文摘》一直是美国家庭最爱的休闲读物。然
而，从上世纪末开始，《读者文摘》的广告量、发
行量和口碑不断下降。《读者文摘》现任主编
Mary Berner曾这样比喻：“《读者文摘》有点像
早期的搜索引擎。”然而，当世纪之交整个世界
逐渐进入互联网时代时；当美国人特别是美国
青少年能够利用网络获取最快捷、最新鲜的资

讯时；当美国新一代家庭主妇（中产阶级）的学
历越来越高，越来越倾向于智性交流时；当美国
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人群需求越来越细化时；当
《读者文摘》已有87岁高龄，最初的忠实读者群
逐渐流失时……纯粹而甜美的心灵鸡汤是否还
能找到愿意接受它的那只碗？

2007年初，Mary Berner成为《读者文摘》的
CEO，尽管也做出了版式设计等方面的改革，但
Mary Berner 和她的前任们似乎一样，都坚持
《读者文摘》不能报道政治人物、明星以及有争
议的事件，并认为转型后的《读者文摘》也应该
依然是一本“能供整个家庭一起阅读”的刊物。

事实证明，坚持其“独特之处”的《读者文
摘》，在美国本土终于没能独特下去。在实行了
裁员，延长员工无薪休假，减少出刊期数等措施
之后，它在美国的发行量依然从巅峰时期的
1800万本，降到 600万本以下。在负债高达 22
亿美元之后，它申请破产保护，并决定以股权抵
债权，逐渐交出控制权给债权人。

《读者文摘》中文版登陆中国内地
2008 年 1 月 8 日，《读者文摘》中文版终于

登陆中国内地，命名为《普知》。当时曾引发热
烈猜测：《普知》是否会抢了《读者》的风头？一
年半过去，这个话题再也无人提起。事实表明，
一开始就定位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定价12元
的《普知》，与提价后半月刊价仅为4元，选题多
贴近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状态，并细分有原创版、
乡土版等子刊的《读者》相比，其竞争力无法比
拟。它的通俗和驳杂无法满足真正精英的需
求，其貌似高高在上的架子又无助于拉近与普
通民众的距离。

在《读者文摘》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后第二
天，《读者文摘》中国地区总经理史永强发表声
明：“中国地区的业务既如往常，公司对待员工、
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方针策略没有丝毫改
变。”看起来，虽然美国本土经营情况不理想，但
《读者文摘》对其海外业务仍然颇为重视。但媒
体观察家们普遍抱持悲观的态度，认为《读者文
摘》在经营上无法成功转型，不能在新技术时代
找到切合时代需求的表达形式，出局理所当然，
所谓的金融危机、投资泡沫，并非本质原因。

摘自《南都周刊》

《读者文摘》破产内幕
美国时间8月17日，曾经是全美发行

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静悄悄地宣布
申请破产保护。此后一周时间，除了最初
的新闻之外，甚少有媒体跟进报道，人们
似乎已经忘记，在过去 80 年里，《读者文
摘》曾是他们生活中多么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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