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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6日，《读者》杂志原常务
副主编郑元绪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
岁。郑元绪是《读者》杂志三位创刊人
之一，在主持读者杂志社工作期间，以追
求平民立场、人文关怀、高品质、大俗大
雅、含蓄内敛等办刊理念，创造性地破解
了困扰中国大众人文期刊的难题，为《读
者》杂志的发展壮大作出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不起眼的甘肃

人民出版社的期刊《读者文摘》突然进入

大众的视野并迅速畅销：在火车站的地摊

上，学生的书桌前，妇女的床头柜上都有

《读者文摘》。十年后就发行370万册，

一跃成为全国期刊发行之冠，到了2019年

总发行量达到20亿，创造了中国期刊的奇

迹。它影响了我国两代人，至今许多中老

年人都回忆说，《读者文摘》陪伴了他们

的生活和成长。

清华学子，《读者》丰碑

——怀念郑元绪同学

○赵天吉（1968 届工物）

是谁创办了它？是哪个知名的文学

家、编辑、诗人或学者？不是，都不是。

他的创办者之一就是我们物8的郑元绪同

学，另外两位分别是兰州大学地理系毕业

的胡亚权和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彭长城。

他们三人被合称为读者的“三驾马车”。

郑元绪，1945年4月25日出生于山东

黄县，四岁时由在京已经落脚的父亲用马

车从山东老家接到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大杂

院。寒门出贵子，元绪从小聪明过人，喜

爱数理化，在高中受过老师的特殊培养。

1962年，17岁的郑元绪由北京二中考入清

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物8这个大家庭中有

很多好学生，其中不乏来自各省市的高

考状元，但是在众多青年才俊中，郑元绪

依旧发出灿烂的光芒。功课优秀，数学、

物理出色，制图速度惊人。每周所用学时

极少，多才多艺。担任班长并积极参加许

多课外活动。元绪痴迷歌曲，识谱能力极

强，复杂的音符、休止符都能以数学般的

精准唱出，因此他通晓各种歌曲也喜爱评

剧。他也迷恋体育尤其是喜爱看足球。他

做事果断，反应灵敏富有幽默感，文笔犀

利简短，文如其人。优秀的理工头脑，多

样的文艺体育爱好、广泛的社交能力、突

出的人格魅力都为他毕业后的办刊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熟知元绪的同学对于他后

来的成功都不感到意外。

元绪比大多数同学年龄小，但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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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三驾马车”，左起：

郑元绪、胡亚权、彭长城

成熟，为人宽厚，乐于助人。他常常帮助

有病住院的同学补习功课、抄写讲义；在

“文革”中受过不公正待遇的同学至今仍

记得元绪作为班长在政治上保持冷静的

头脑、平等待人。元绪生活简朴，享受部

分助学金，时时记得报效国家的培养。参

加工作后，探亲回京也借机为刊物办事。

为《读者文摘》创刊题字就是他利用探亲

机会找到佛教领袖赵朴初居士。元绪的工

作热情、谦虚谨慎、敬老的态度感动了朴

老，得到了刊名题字，以致后来许多读者

误以为是朴老办的杂志。

元绪1968年毕业后分配到甘肃， 经

过三年多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在酒泉

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再后来在酒

泉县工业交通局做过几年的干部。1978

年调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当数理编辑，

1981年创办《读者文摘》并主持该刊14年

之久。值得一提的是元绪遇到了好的领导

主编曹克己和创刊同伴胡亚权。曹克己主

编经常对郑元绪、胡亚权说，你们放手

干，签字找我，出事我负责。胡亚权以前

有过办刊的经验，其素描水平不亚于美院

学生，二人一拍即合，把身心全部放在刊

物上。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国家改革开

放、社会急剧变化的新时代，学生学者去

欧美日本留学，外资不再满足于投入而是

直接开办公司工厂。人民的思想开始了巨

大的变化，《读者文摘》深入了解社会动

态，紧紧把握住改革开放的脉搏，起到了

引领和指导民众的作用。正如元绪所说：

“我们的杂志不仅仅要引入传扬真善美的
东西，讲述一些动人的故事，更重要的
是要有思想的深刻，和国家的改革开放
紧紧联系在一起，和思想解放紧紧连在
一起。” 时代要求编者要有更高的智慧

和水平来指导民众。1981年3月出版第一

期，第一篇文章是张贤亮的《灵与肉》。

后来改编为电影《牧马人》，在当时社会

产生强烈反响。随着一本接一本杂志的出

刊，一篇文章接着一篇文章的选择，发行

量越来越大。

郑元绪工作的14年，是《读者文摘》

风格形成的14年，它的风格就是追求真善

美，追求人性的光辉。在郑元绪看来，人

性的力量是永恒的。他将独特的办刊理念

总结为“四不”，即读者的意见不要全

听；兄弟报刊的经验不要全学；潮流不要

全跟；受到上级批评不要慌了神。刊物不

要有一副成熟的面孔，不要有一套娴熟的

套路， 让读者总是以新鲜吃惊的表情翻

看每一期。更具体的诠释，他办刊的22个

观点试列举如下，“领先读者，只领先一

步”“人性是永恒的主题”“人性的本

质——健康与真实”“消灭形容词，消灭

惊叹号——不动声色的力量”“刊物是编

者同读者的较量”“感觉胜于数字”，等

等。多么聪明的大脑，多么新鲜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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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样的办刊理论和观点，全身心

地投入和付出是可以想象的。元绪带动

了一个8人团队，这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家

庭，甘肃人民出版社每天晚上亮着灯的一

定是《读者文摘》编辑部。每一期发表后

每人把杂志从封面到封底，包括每一个启

事都读一遍，然后大家讨论，畅所欲言。

大家提出批评看法，甚至谈到个人的修身

养性和对社会时事的针砭。大家并不把它

视为工作任务，而是投入了全部的兴趣。

每个人随着杂志一起成长。郑元绪的发言

总能给大家启迪。

创刊初期有同学顺道访问，郑元绪接

待后说工作太忙婉言谢绝饭局，加班加点

已经是编辑部的常态。有同学去过他的办

公室，一间小屋，架子上、书桌上都是报

纸杂志；除了出差没有休息时间，每天工

作时间无法确定，床头有个记事板，夜里

醒来想起要干什么随手记上；元绪为读者

耗尽了心血！他把期刊当作与读者沟通的

桥梁，牢记期刊是第三产业是为读者服务

的，不论是大学教授、中小学生，甚至是

在服刑的人员，元绪总是恭敬地把《读者

文摘》献给读者。读者认为好的文章，想

要更多的人知道，元绪总是拿来阅读修改

再奉献给其他的读者。这样的办刊焉能不

成功！让我们看看《读者》 建立的丰碑：

2006年1月A版获得2006年畅销书第

四名；

2013年9月获得中国邮政发行报刊百

强排行榜第一名；

2015年获得最受海外机构用户青睐的

中国期刊发行排行第一名；

2018年获得中国邮政发行报刊百强排

行榜第四名；

2019年6月获得2018年数字阅读影响

力期刊TOP100海外榜单第一名、中国国

内榜单第二名。

1992年美国《读者文摘》委托律师致

函中国《读者文摘》要求停止使用其商

标，《读者文摘》刊登征名启事，在读者

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应征信十万多封。

最后使用了《读者》一名。中央领导人视

察读者杂志社，称赞其为“大漠瑰宝”。

2008年1月《读者》海外版创刊， 2011年

《读者》在台湾省发行，成为第一本进入

台湾省发行的大陆杂志。

郑元绪常常引用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

先生公子梅葆玖的话：人生来是为一件大

事而来。对梅先生来说，他就是要传承父

辈的京剧艺术；对郑元绪来说，创刊《读

者》， 给国人最美好的精神粮食就是他

的大事。元绪和他的同事将《读者》办成

了我国最成功的期刊。物8班为有这样出

色的同学感到骄傲，为元绪取得的成就感

到自豪。同学们在纪念元绪的五言诗中有

这样的字句：

不折不从众，亦静亦惊涛。
文字如金玉，为人似醇醪。
今年1月初始，元绪病逝于新冠肺

炎，同学们心情都十分沉痛，大家纷纷发表

悼念诗文，其中一首最能代表大家的心声：

天妒英才去，携吾读者魂。
荷塘润翘楚，金城舞缤纷。
无奈小虫返，可怜黔首湮。
思君夤梦断，侵目泪沾巾。
如果说《读者》是元绪竖起的丰碑，

这些诗词就是对这丰碑最好的注解。元绪

没有走，他永远活在我们同学的心里，也

永远活在他为之奋斗终生的《读者文摘》

亿万读者的心里。

2023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