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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在1995年9月接任《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筹备《三联生活周刊》正式以半月刊方式连续出版的
时候，设计最后一个栏目为《生活广场·大家谈》。
就栏目而言，是沿袭原来的设计。
在我接手《三联生活周刊》之前，钱钢在《三联生活周刊》创办试刊期间，就设计了“生活广场”这
个栏目，杨浪在《三联生活周刊》以月刊方式正式创办时，改成为“百姓广场”。
“广场”是当时三联书店的领袖董秀玉先生特别喜欢的一个概念，那是一个无拘无束开放交流的文化
空间。
虽为“广场”，其实能做到集会、演讲交汇之气势并不可能，要想将一种思想有寄附之地，文字在千
字之内也不可能。
我一开始求助于文学圈最熟悉的朋友，王小波、余华、苏童、史铁生，他们都具备最好的文字表达能
力。
记得王小波在“生活广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个人尊严》，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在单位里
、家里，不代表民族、国家单独存在时，居然只能算是一块肉”。
余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简洁有效的金钱关系》，这篇文章后来在朋友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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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文章是由曾在或正在编辑部工作的同事们提供的，他们从个人角度讲述的故事，涉及周刊从创刊
至今各个时期的生存状态，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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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对《三联生活周刊》的点滴回忆与感想一场神经病期望时代大刊致董秀玉女士的信“史前史”的一个
小片断德国记忆向往文化我的三联生活1993，那些人那些事随手一翻，找回一段快乐见习香港那一年
，三联的生活很灿烂“生活”漫忆试刊号：封面故事的故事“做周刊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且做且学
，且学且做十年一个轮回对《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点回忆心中有我，眼底无他生活琐记一层一层浑厚
的叙述离开你，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我们那时的理想生活的开始迷惑和焦虑关于《三联生活周刊》
二三事净土胡同15号与1995年的复刊关于《三联生活周刊》的回忆短暂过客长久缘就像一个嫁不出去
的姑娘中年转行第二春生活周刊如何掀起数字化狂潮逃不掉的缘卧游四月的下午不要错过无法想象没
有“生活”我在“生活”的五年记忆曾经加入过一个组织我的编外生活“生活”带我走进科学和媒体
一人二画三联四年“三联不错，挺小资的”继续操练梦想之旅如此的富有新意无法抹去的片段记忆“
生活”的别致景观“生活”作坊流水账圆桌旁边一坐五年一张小画外省青年进北京生是“三联”的人
，死是“三联”的鬼一本杂志和它改变的生活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一种是活着，一种是“三联生活”
离不开的“三联”“三联”最糟的记者与“三联”“三联”与区区的故事2000年，那真是一个快乐的
春天“生活”：不容易的四年我要做中国最好的记者晃晃悠悠来“三联”在这战斗的岁月里一个专栏
和它消解的生活“三联”三年我的“女民工”生活哦，我曾在那儿!安贞岁月“三联”和我的社交恐惧
症一次理想主义的邂逅我，《三联生活周刊》门下铅笔头像怀念大学生活般怀念三联生活寄居三联两
年之痒社会部的女人和男人们感触“三联”：身体力行的文字煎熬我的“圆桌”缘漫画六幅——为《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而做王焱／陈曦／李钺／吴洪亮／谢峰朱德庸附录：  创刊时期的笔记（1992
～1993）  北京报刊业发行状况透视——见习记者作业之报刊发行调查（1993年8月）  北京报刊发售透
视——见习期作业之一（1993年8月）  为续刊启动提交的设想（1995年8月）  编辑部纪事  《三联生活
周刊》编辑部人员名单（1992～200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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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出版界盛说“品牌”。
我辈有时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维护“品牌”的从业者行列。
其实，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的出版学徒，长期以来，何尝有过“品牌”观念。
我们只知道听上面的话，不出上面不中意的书刊。
你去自创一个什么东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岂不是自找麻烦，自讨没趣？
这种观念，我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
上世纪80年代起编《读书》杂志，“品牌”说似乎稍稍有点露头。
但愚鲁如我，直到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光景，才开始想到：在那个叫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该自己设计一点该做的事了。
1992年11月27日，鄙人虚度六十又一，已经不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了。
这时觉得自己不妨“罗曼蒂克”一些，又仗着新领导的纵容，于是斗胆写了一个意见，报送各方。
意见第一段谓：“中国的著名出版社均有出版刊物的传统。
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务、中华各有年出十大刊物之说。
三联书店更是以刊物起家，无论本店图书出版之盛衰，几大刊物（尤其《生活》杂志）总是由店内主
要负责人亲自主办和竭力维持，使之成为本店的一种‘门面’和联系读者之手。
本店之三个名称（‘生活’、‘读书’、‘新知’）即为三种杂志之名称，是为明证。
据说，胡愈之（一九四九年后的出版总署署长，三联书店创办人之一）始终认为出版社应以办刊物为
重点，而以未能在他生前实现为憾。
一九七九年筹备恢复‘三联’建制之际，先以恢复《读书》人手，迄今十三年，看来也是成功的。
因是，无论从传统经验，还是从当前实践看，出版社办杂志都是必要的（有些国外经验也许更可说明
此点）。
”写这段话，‘是读了不少文件特别是店史以后的心得。
既有文件和店史支持，于是突然头脑更加发热，居然提出立即要办十个刊物。
当时设计的十种是：（1）《时代生活》（月刊）——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新
现象展开多角度、多侧面、多学科的报道和分析，侧重点放在促进新的生活方式健康成长之基点上。
这实际上是《生活》杂志的现代版。
  如果主管机关允许重用《生活》刊名，则更佳。
（2）《开放经济*（旬刊）——  对外报道中国经济之发展，对内指导中国读者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即
使  人们懂得经济事务之重要以及操作、运行之道，又要防止人们成为单纯  的“经济动物”。
（3）《生活信箱》（半月刊）——供一般市民阅读的大  众性刊物，继承K生活》杂志的优秀传统，
用亲切的语言以通信形式为  群众排除生活、心理上的种种疑难。
（4）《读书快讯》（半月刊）——《读  书》杂志之通俗版，着重在培养读者对书刊的爱好和兴趣。
（5）《译文》  （月刊）——适应开放改革之需要，译述国外政经学术文化之重要文章，  让中国读者
了解域外最新信息。
（6）《东方杂志》（月刊）——如“商务”  暂不拟举办，拟由本店接手，敦请陈原先生主编。
如商务不拟让出此刊，  则易名为Ⅸ新知》杂志，性质仍为综合性的高级学术文化刊物。
如果陈  原先生俯允，还以他主编为好，因他原是“新知书店”旧人，有此因缘，  较能贯彻“三联”
传统。
（7）《艺术家》（月刊）——介绍和鉴赏中国文  物及艺术精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人
生活品位。
（8）少年  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
（9）艺术摄影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  待设计）。
以上九种，加上三联书店原有的《读书》，合共十种。
拟在2  到3年内次第实现。
”这种设计，说实话，即使实现，也只是我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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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本人说，  自己“下岗”在即，自然是一个刊物也做不了的。
拿了这个设想，托人情，  走门路，处处请托关说。
结果不少人看了觉得是匪夷所思，简直是神经病。
  几次周折，到是年12月8日，才从神经病稍稍回到现实，把计划改为  出版三种刊物：《现代生活》（
月刊）、《经济生活》（半月刊）、Ⅸ新潮生活》  （周刊）。
于是上报。
又经周折，最后落实为一种，即《三联生活周刊》。
  在我作为高级秘书捉刀写成的申报办《三联生活周刊》的“办刊理由”  是：“本刊为邹韬奋同志创
办的声名卓著的《生活》杂志之现代版，以  此向海内外表明：《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  光明正大，有道有理。
这个计划总算批准。
于是，到1995年1月，《三  联生活周刊》出刊了。
要说明的是，三联书店早有恢复《生活》杂志的意愿。
1980年至1981年，即已开过一些座谈会，还出版了《生活》半月刊试刊。
90年代末，在自己临近全面退休之前，大发了一场神经病。
凑着好时光，因着三联书店新领导的敢于承担风险，总算因而让我们有了一个好杂志，让三联书店由
此可以对外宣称：“Ⅸ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这话翻译成时髦的语言，无非是说：我们维护住了一块历史品牌。
现在，谈“品牌”不再是发神经病了，也许不要“品牌”反而成了神经病。
时至今日，我经常想起管理学大师杜鲁克的主张：不去算旧账，赶紧往前看，去创造更多的机会。
按时今的说法，就是创造更多的品牌。
这个期望落在时下在三联书店秉政的诸君子身上，特别是《三联生活周刊》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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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三联生活周刊》迎来自己创刊号出版十年之际，我们编辑了这本文集，想给刊物的成长留下一点
记忆。
文章是由曾在或正在编辑部工作的同事们提供的，他们从个人角度讲述的故事，涉及周刊从创刊至今
各个时期的生存状态，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限于篇幅，我们删去了部分重复的内容和过于冗长的感想。
数十位读者朋友也写来文章，他们对周刊的期待我们已经铭记在心。
在周刊发展的历程中，有许许多多人倾注了心血，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刊物经营和市场推广方面的开
创性工作，同样值得回顾和思考。
希望今后有机会将这方面的文字结集出版。
周刊正在成长，恳请我们曾经和现在的同事以及读者朋友，继续给予关注，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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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期望时代大刊，德国记忆，净土胡同15号与复刊，《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中记载《三联生活周刊十年
》的回忆，心中有我，眼底无他，中年转行第二春，外省青年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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