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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有个著名的段子：三联书
店不是书店，它是一家出版社。

其实，有传统的老牌出版社大
多不那么浅白，比如中华书局、商
务印书馆，再如岳麓书社、齐鲁书
社、巴蜀书社。

但三联书店旗下还真有书店
——三联韬奋书店，那个24小时开
业的美术馆店更是让人难忘。

日前记者采访了三联书店总经
理路英勇。

记者：路总，您能勾勒一下三
联书店的全貌吗？

路英勇：三联书店分为三个板
块：一部分是图书出版，这是三联
书店的主业。三联书店最核心的图
书产品，都集中在这里，包括学术
出版分社、大众出版分社、综合出
版分社、生活书店出版公司等；一
部分是杂志，以 《三联生活周刊》
杂志社为基础成立了三联生活传媒
公司，除生活周刊、《爱乐》以及正
往线上调整的 《新知》 外，还有新
媒体，如操练知识付费的中读、主
打线下活动做精选品质生活方式平
台的松果生活APP。《读书》杂志从
业态上属于期刊，但因为影响太
大，而且与图书关系密切，所以作
为和分社平行的编辑部，归在总店
管理；第三部分是实体书店，除正
在装修的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美术馆
总店外，还有网红三里屯店、海淀
店、丰台店以及成都店。

记者：似乎三联有种书店情结。
路英勇：也许是因为历史的渊

源，三联人一直在做“前店后坊”
的传统梦，而且越挫越勇。

上世纪80年代末，三联在郑州
建立了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分销
店，之后又在广州设立五羊、环市
东、流花和增城分店。后因网络书
店冲击和成本上升，有的关停，有
的勉强维持。但三联人坚持梦想。

2014 年，三联韬奋书店成功地
将营业模式转变为24小时书店，连
续两年销售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
创下中国实体书店的销售奇迹，被
李 克 强 总 理 赞 为 北 京 的“深 夜 书
房”。今年的伦敦国际书展上，三联
韬奋书店荣获国际出版业卓越奖·

“中国书店精神奖”。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到三里屯店调
研，三联书店选书的眼光和员工服
务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见，虽然书店很难盈利，但
对于塑造品牌、联系读者、了解读
者至关重要。

记者：三个板块各自为政？
路英勇：三联书店的图书、期

刊/融媒、书店三个板块不是各自独
立的，而是相互沟通，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充分利用共有资源，让
文化内容充分辐射、流动，互补提
升。这种优势发挥出来，效果令人
称奇。

宋朝喝茶也要“拉花”？张择端
是怎样一个人？“雨过天青”究竟是
什么颜色？今年 7 月，中读推出首
档精品音频专栏“宋朝美学十讲”，
邀请叶放、康震等知名人士解读宋
式生活美学。课程上线一周，就吸
引了两万多付费用户，在第三方测
评机构的知识付费排行榜中居第 2
位，测评指数达到8.6分。

8 月推出的音频专栏“中国群
星闪耀时——成为大师第一季”，选
取了蔡元培等10位文化人物，重现
这些大师的故事、学识和思想，在
排行榜中力压喜马拉雅、知乎大
学、得到，位居榜首。

这两个产品，借助本店和纸媒
内容资源，格调远高于一般的知识
和技能培训，体现了人文的吸引力。

前者是在《三联生活周刊》“我
们为什么爱宋朝”“宋朝那些人”两
期封面故事基础之上经过 1 年半打
磨而来，后者的蓝本是 《三联生活
周刊》“1917 年新文化运动”封面
故事。这个方向，既是三联的融媒
努力，也是 《三联生活周刊》 的突
围路径。

韬奋书店开设的讲坛性质的活
动“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邀请的
就是三联的作者。

而韬奋书店里的排行榜，又是
图书编辑们的目光所在——在本店
图书的排行榜上，自己占到第几？
全国图书排行榜上正流行什么内容
的书？

记者：听说您先后在山东文艺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
领导工作十多年，来到三联书店不
过 4 年，却深深感受到三联书店有
种文化传统和难以言说却又鲜明的
人文气质？

路英勇：我以为，这种气质来
源于红色基因、对知识与思想的尊
重以及对一流、新锐的追求。这种
鲜明的文化品格，使三联书店与广
大读者、作者达成了一种以相同的
文化理想为基础的情感认同，从而
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存在。

三联书店的创始人多为进步人
士，尤其是邹韬奋，他将 《生活》
周刊的宗旨确定为“暗示人生修
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
造”，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
想。 据统计，共和国成立前，国内
共出版“红色读物”400 余种，而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
就出版了 200 种，其余皆为解放区
的出版社所出。

这种气质，体现在编辑们对图
书选题的判断标准上，体现在出版物
清雅的封面装帧上，还体现在三联整
体的出版格局上，很微妙，又很鲜
明。不久前，《三联生活周刊》《读书》
杂志双双获得2018年度中国最美期
刊，这是继两种杂志 2018 年初获得
全国社科百强期刊后的又一荣誉。

三联历任领导中出过好几个出
版家，范用时期推出《傅雷家书》、杨
绛的《干校六记》、巴金的《随想录》；
沈昌文时期出版了《情爱论》《金庸全
集》《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以及黄仁
宇作品系列；董秀玉时出版了《陈寅
恪文集》《钱钟书集》《我们仨》等。

记者：三联现在以发掘传播文
化自信为己任？

路英勇：如今的三联，以“三
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当代学术
丛书”“三联精选丛书”“新知文
库”等大型丛 （套） 书作为支柱，
继续完善“优中选优”的出版机
制，对于国内外顶尖学术大家，选
其代表性成果做成精选集以飨读
者，同时及时推出原创性的高水平
学术文化著作。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学者越
来越自信地向世界阐述自己的思
想，他们努力从中华文明中找到替
代性的、适合今天世界需要的伦理
原则。三联书店以文化、情感上的
认同感，与作者一起，将这种文化
自信发掘出来、传播出去。

鲜明的时代特色、扎实的学理
功底、丰富的人文关怀和思想智慧
……高品位的人文科学专业图书和
社会科学的译著图书形成三联独特
的文化品牌，受到读书界广泛尊
敬，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
家园”。

重温三联书店的全名——生活·
读书·新知，看起来更适合今天年轻
人的认知：生活是首要的，读书是
一种习惯和人生态度，我们要从读
书和生活中求得新知。

路英勇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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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总经理路英勇曾这样
写道：“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文化
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基
因中所蕴含力量的外化。中国悠久
的历史文明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命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屹
立不倒的根基所在。经过 30 多年的
发展，中国已经从当年大量引进、
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时
代，开始进入到一个自主创新、以
我为主的时代，一个系统建立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文化体系的
时代。”

三联书店对中国学术文化界的
文化自信积极呼应、大力支持，推
出了大量优秀成果，如李零 《我们
的中国》、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
值》、张祥龙《家与孝——从中西间
视野看》、李伯重《火枪与账簿——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
世界》、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
与中国》、辛德勇 《海昏侯刘贺》、
刘禾主编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
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让我们来听听三联用好书解读
中国的故事。

聚谈会上的思想风暴

三联每年春节前都会举办一个
作者聚谈会，有几百人参加，像流
水席一样，有的来看看，打个招呼
走了，有的坐下来深聊。这本是

《读书》杂志的传统，后来渐渐变成
了全社作者、编辑参与的聚谈。

2015 年 2 月，又一次聚谈会召
开，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清华大学
国学院院长陈来跟三联总编辑翟德
芳、副总编舒炜谈起他十余年来在
国内以及韩国、美国所做的涉及中
国文化价值观的几次演讲。

对价值观，陈来有一个漫长的
思考过程。早在 2003 年，江苏省委
学习班请他去谈儒家思想和儒家文
化，那次陈来初步讲了儒家价值
观。比较集中是在 2010 年的中央国
家机关读书论坛活动中，陈来开始

对价值观采用比较的方法。价值本
来就是一种偏好，孟子讲舍生取
义，就是在义和生之间的选择。

最近十多年来，世界上也有一
种对中华文化价值观了解的需要，
中国现代化成功后，世界上有一种
期待，就是怎么能从中华文明中找
到一些替代性的、适合今天世界需

要的伦理原则。
陈来认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

有别于西方的四大特点是：责任先
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
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一
脉相承的。

两位老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很
好的图书选题，于是力邀陈来将这
部分内容重新整理，交由三联出版。

只过了两个月，4 月 23 日世界
读书日前，这本最终名为 《中华文
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
价值观》 的 10 万字小书出版了。5
月三联开了学术研讨会，引起各界
关注，得到了中央党校、中纪委、
外交部的推荐，不但获评中国好
书，而且被纳入中宣部和广电总局
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之后
版权被输出到多国。

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编辑张龙看来，《良训传家
——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可谓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2016 年 7 月，在一个中古史前
沿论坛上，他碰上了同做魏晋南北
朝及隋唐史研究的前辈、复旦大学
教授韩昇。张龙知道韩教授对日本
汉学非常熟悉，本想约这方面的书
稿。聊天中，韩昇随口谈到在“百
家讲坛”录制 《中华家训》 节目的
情况，他认为，家训是从人生经验
总结出的智慧，把伦理道德化为日
常的行为规矩和利益，培育文明而
高雅之人。千百年来潜移默化中规
范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乃至
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价值与族
群认同的凝聚力。

张龙转念一想，从宣传中华传
统文化的角度立意，这是个好选
题。韩老师研究的魏晋南北朝有很
多大家族，讲究家教门风，诗礼传
家、耕读传家，他于此题一定积淀
深厚，于是果断约稿。

该书脱跳出对古代家训逐条罗
列释读的说教式方法，而是将各家
训中的共通性精髓提炼出来，用历
史人物、典故围绕主题生动讲述。

此书出版后，被纳入中宣部、
广电总局2017国家主题出版重点出
版物选题，荣获第十三届“文津
奖”，被中国出版协会评为 2017 年
度中国 30 本好书，被 《中国教育
报》 评为 2017年度教师喜爱的 100
本书。

三联的吸引力

三 联 老 编 辑 孙 晓 林 退 休 后 ，
2008 年，曾诚接手担任北大教授李
零的责编。

他发现李零虽是中文系教授，
但因为有深厚的考古学理论学习和
实践探索功底，所以在考古、古文
学和古文献的研究非常深入，而且
对于自己的研究、写作有着极清晰
的规划。

上世纪 90 年代国学热，李零花
8年时间拿出了 4本一套 《我们的经
典》。他认为，《论语》《老子》《孙
子》《周易》是现代人眼中最能代表
中国古代智慧的书，也更容易融入
世界文化。跟常规解释不同，他反
对泥古、崇古，而是依据最新出土
文献来译注和解读，尤以用白话文
讲解 《周易》 的 《死生有命富贵在
天》影响最大。

如果说 《我们的经典》 解说的
是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那么李零的

《我们的中国》则从书斋走向了名山
大川，面对一个更广阔、更现实的
大地上的中国，用他的实地考察和
具体研究建立起关于中国“大一
统”的宏观思考。两套丛书带领读
者从历史到地理，从经典到思想，
读懂一个自古以来的中国。

李零对三联有着极深的感情。
在 《和三联一起过生日》 一文中，
他写道：“ （三联） 这个书店很有
名，我早就想成为它的作者。小时
候，我最心仪神往有三个出版社：
中华、商务、三联。中华出古书，
了不起；商务出洋书，也了不起。
它们是百年老店象牙塔。三联的特
点是什么？是贴近生活，渴望读
书，追求新知。一个字，新。它更
接近广大知识分子而不是专家的兴
趣；第二，三联特有人文气息。人
文也者，要义精义是拿人当人。读
书人，吭哧吭哧，一辈子都写不了

几本书，他希望的是尊重和负责。
杜甫咏胡马，‘真堪托死生’。三联
书店的编辑，学历高，知识背景
深，很有朝气也很有干劲，我和他
们打交道，那是如鱼得水。第三，
三联的书，不仅思想内容吸引人，用
纸用料、封面设计、版式设计也非常
考究，让人看了，赏心悦目。我能送
给三联什么呢？只有我的书。”

建一个思想储备库

如果说，上面的寻书故事都是随
机发生或之前积累的，那么三联还有
一个思想储备库，那就是创建于1994
年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三联
人亲昵地称它为“三哈系列”。

在 学 者 “ 出 书 难 ” 的 上 个 世
纪，三哈系列旨在扶持中国中青年
学者的原创性著作。为保证学术质
量和遴选的公正，采取了国际通行
的匿名评审制度——这在当时的出
版界，可谓是首开先河。丛书首任
学术委员会由季羡林、李学勤、李
慎之、苏国勋、厉以宁、陈米、刘
世德、赵一凡、王蒙构成。三联几
代学术编辑负责过这套丛书，到曾
诚已是第三代。

20 多年来，这套丛书与中国学
界共成长，它始终位居人文科学研
究的前沿，至今已推出上百种中青
年学者的专著，力图鉴古知今、鉴
外知中，更深层地应和中华文明复
兴的时代诉求。很多如今的知名学
者在丛书中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
或是成名作，丛书还涌现了很多知
名度极高的学术畅销书，如茅海建

《天 朝 的 崩 溃 —— 鸦 片 战 争 再 研
究》、赵汀阳 《论可能生活》、陈嘉
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陈来《古
代宗教与伦理——儒家的思想根
源》、荣新江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
明》、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
究》等。

近 年 来 ， 三 联 书 店 出 版 的 图
书，荣获了各种重要奖项：《1944：
腾冲之围》（2015年中国好书、第六
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楚亡：从
项羽到韩信》（2016 年中国好书）、

《海昏侯刘贺》（2017 年中国好书）、
《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选
择》（2017年中国好书）、《中华文明
的核心价值》（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
物奖）、《王世襄集》（第六届中华优
秀出版物奖） 等。这说明，三联书
店已和作者联起手来，共同把阐扬
民族主体性文化形态和价值理念的
图书当成出版的重要部分，并获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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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全称是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它的历史可追溯到 1932 年邹
韬奋、徐伯昕、胡愈之在上海创办
的生活书店。

1948 年 ， 生 活 书 店 与 钱 俊
瑞、薛暮桥等创办的新知书店以
及李公朴、艾思奇等创办的读书
出版社合并，成立了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截至此时，三店
共出版图书 2000 余种，前后创办

期刊 50 余种，先后在上海、汉
口、广州、西安、香港开办分店
百余家。

1951 年，全国出版体系调整，
三联书店被拆分为几部分，“三联
书店”的品牌则以人民出版社副牌
形 式 保 留 。 1954 年 ， 获 中 央 批
准，人民出版社内部设立三联书
店编辑部，下辖中国历史、外国
历史、地理等六个编辑组。

1979 年，三联创办 《读书》
杂志。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
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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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

《我们的中国》
《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

古文物》
《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

《鲁迅藏浮世绘》
《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

代的旧体诗》
《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

重要摄影家在中国》
《百年旧痕：赵珩谈北京》
《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

始末》
《我的精神自传》
《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

解读》

2017年度

《1944：龙陵会战》
《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

微观世界》
《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
《朝鲜战争》
《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

期到早期青铜时代》
《古诗词课》
《中 国 近 代 海 军 史 事 编 年

（1860-1911）》
《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

中的家国焦虑》
《在台湾发现历史：岛屿的

另一种凝视》
《御窑千年》

三联书店好书榜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