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Ｎｏｖ．２０１１
第６期 （总１８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６　

名刊建设

名刊建设需有精品意识

马　光

【提　要】名刊建设，必须突出精品意识。要把刊物办成精品，不要办成凡品，更不要

办成次品。所谓精品，就是在学术观点和研究结论上，有创新，有突破；能言之有物，不

人云亦云；能推进学科繁荣，促进科研深入；能发人所未发，启迪读者；能高瞻远瞩，引

领学术潮流；能推动实践，促进社会发展。在编校质量上，文字内容近于零差错，编排美

观，印刷精良，装帧有个性。选题策划、组稿约稿、编校质量这三个环节是否体现精品意

识，直接关系到名刊建设的成败。
【关键词】名刊建设　选题策划　组稿约稿　编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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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２００８年年底的官方数据，中国期刊的种

类已经接近一万种，３０年间增长了近１０倍，中

国期刊业 已 经 成 为 世 界 期 刊 业 的 一 部 分。中 国

期刊业的总产值已经超过２００亿。①

与中国 蓬 勃 发 展 的 期 刊 数 量 相 应，中 国 的

ＳＣＩ和ＳＳＣＩ论文数量已跻身世界科研大国之列，
但遗憾的 是，期 刊 论 文 质 量 却 与 科 研 大 国 的 身

份很不相称。
抓好名刊建设，的 确 是 当 务 之 急。办 刊 物，

发论 文，决 不 能 以 数 量 取 胜。刊 不 在 多，质 优

才名。名 刊 建 设，必 须 突 出 精 品 意 识。要 把 刊

物办成精品，不要办成凡品，更不要办成次品。

一、精品、凡品与次品

１．所谓精 品，就 是 在 学 术 观 点 和 研 究 结 论

上，有创新，有 突 破；能 言 之 有 物，不 人 云 亦

云；能推 进 学 科 繁 荣，促 进 科 研 深 入；能 发 人

所未 发，启 迪 读 者；能 高 瞻 远 瞩，引 领 学 术 潮

流；能推动实践，促进社会发展。

在编 校 质 量 上，文 字 内 容 近 于 零 差 错 （差

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下———直至零差错），编排美

观，印刷精良，装帧有个性。
精品期 刊，是 高 质 量 精 神 文 化 产 品，是 科

学研究活动、成 果 的 主 要 载 体，是 构 建 科 学 大

厦的优质 建 材，是 引 导 人 类 精 神 文 化 及 科 学 素

质不断上升的阶梯。
应该说，在 目 前 现 实 中，精 品 期 刊 的 数 量

很少，还不足以构成期刊方阵的主体。

２．所谓 次 品，就 是 不 合 格 品、废 品，所 刊

载文章在观 点、内 容 上 四 处 抄 袭，堆 砌 名 词 术

语，制造 学 术 泡 沫，为 凑 数 而 发 表 论 文，为 职

称而敷衍文 字。往 往 作 者 不 知 所 云，编 者 失 职

渎职。
在编 校 质 量 上，错 讹 多 见，不 忍 卒 读，编

排散乱，印刷粗劣，装帧随意。
次品期 刊，是 劣 质 的 精 神 文 化 垃 圾，是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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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恶性 膨 胀 在 学 术 界 的 极 端 表 现，是 社 会 腐

败与科研 腐 败 相 互 作 用 的 突 出 恶 果，是 精 神 文

化产品中的假冒伪劣品。

可以说，次 品 期 刊 的 数 量 在 万 种 期 刊 中 所

占比例不 是 很 大，但 其 绝 对 数 字 也 不 容 小 觑，

而且还有上升的势头。

３．所谓凡 品，处 在 精 品 与 次 品 中 间。没 精

品期刊那么 好，也 不 像 次 品 期 刊 那 样 坏。毋 庸

讳言，这 类 期 刊 所 占 比 例 最 大，数 量 最 多，也

是我们要引起警觉、加以改造的重点。

教育部负责人在２００２年全国社科学报工作

会议的主 题 报 告 中 曾 概 括 我 国 高 校 社 科 学 报 办

刊中 的 问 题 为 “全、散、弱、小”四 个 字，这

也基本 符 合 整 个 综 合 类 社 科 期 刊 的 办 刊 情 况。

目前，不少 社 科 期 刊 成 了 各 学 科 论 文 的 “大 拼

盘”，很多 文 章 是 选 题 重 复 陈 旧、内 容 观 点 不

新、缺乏 创 新 价 值 的 平 庸 之 作。更 有 甚 者，学

术造假现 象 愈 演 愈 烈。很 多 学 术 期 刊 处 于 一 种

粗放经营状 态，缺 乏 整 体 设 计 和 个 性 塑 造，因

而形成千刊 一 面 的 办 刊 模 式，少 有 特 色。所 发

表的论文，存在着 “浅”、 “平”、 “旧”和 “呆

板”等毛病。①

凡品期 刊，编 辑 主 体 意 识 不 强，工 作 无 主

动性，往 往 是 等 稿 上 门，编 辑 形 式 八 股 化，编

排缺乏灵感，给人一种枯燥无味之感。

凡品期 刊，不 同 编 辑 之 间，编 研 成 果 差 异

较大，质 量 良 莠 不 齐，立 意 选 题 不 新，编 发 时

间过长，受众群体面狭窄。

我们搞 名 刊 建 设 的 努 力 目 标 就 是：消 灭 次

品，改造凡品，铸造精品。

名刊建 设 是 一 项 艰 辛 的 工 作，绝 不 是 喊 几

句口号那么 简 单，既 需 要 踏 踏 实 实，也 需 要 精

心设计。关 键 是 要 把 期 刊 的 每 一 项 工 作 都 要 上

升到 “铸造 精 品”的 高 度，每 个 环 节 都 要 突 出

精品意识。

二、选题策划的精品意识

要办好名刊，选题策划是第一位的工作。

选题和 策 划，可 以 说 标 志 着 一 个 刊 物 的 品

牌。读者和学 界 通 过 某 个 刊 物 的 选 题 策 划，就

可以估量出这个刊物的水准、品味。
可以毫 不 夸 张 地 说，对 于 刊 物 来 说，选 题

策划是否 具 有 精 品 意 识，直 接 关 系 到 其 所 刊 文

章是否拒绝平庸，直接关系到刊物的兴衰成败。
目前学术期刊普遍缺乏个性，显得 “千人一

面”，当然也有 一 些 特 定 原 因。学 术 期 刊 属 科 研

性、理论性的性质，其读者面为高知读者群，易

趋向于封闭性和内向性；学术期刊的生存和运营，
长期依靠财政拨款，形成编辑人员 “旱涝保收”、

不求进取的惰性思维；某些久已成习的观念也认

为学术期刊就应该保持严肃性和规范性的面孔，
不需要活泼，不用追求时代感和风格美。

但事实上，学术刊物也可以办出个性来，学

术文章不必总是板着面孔。历史和现实中，都有

一些学术大家写的论文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梁

启超的学术文章，读起来就朗朗上口，新见迭出，
令人情不自禁地击节赞叹。刊物要扩大自身的影

响，要真正发挥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就

应该办得让读者喜闻乐见。要使刊物真正具有独

创性和开拓性，就一定要搞好选题策划。

选题策 划 是 为 一 定 目 的 而 进 行 的 谋 划、决

策，其强调 的 是 编 辑 工 作 过 程 中 编 辑 主 体 创 造

性的发挥。选 题 策 划 包 含 着 极 其 丰 富 的 内 容：

本刊 定 性、读 者 定 位、栏 目 设 置、稿 件 组 织、
版面编辑 等 一 系 列 工 作 的 策 划。但 最 主 要 的 是

深层次的 策 划，重 点 是 对 期 刊 本 身 价 值 取 向、

学术 定 位、基 本 格 调、读 者 群、竞 争 力 等 进 行

富有创造 力 的 深 度 挖 掘 与 思 想 升 华，以 此 作 为

期刊具体工 作 的 指 导。要 时 常 自 问：我 刊 的 品

牌是什么？怎样在学界打响我刊的品牌？

因此，选 题 策 划 要 站 得 高 一 些，不 只 是 几

个文章题 目 的 构 思，不 仅 仅 是 编 辑 过 程 中 某 一

环节的的 谋 划，而 是 对 原 有 期 刊 理 念 的 一 种 扬

弃，是在不 断 推 陈 出 新 地 建 构 新 的 办 刊 理 念。
要有刊物整 体 发 展 思 路 策 划。要 与 时 俱 进、开

拓创新，利用策划意识，使期刊走上一条创新、
理性、高端的 发 展 之 路。充 分 发 挥 期 刊 在 学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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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育部召开全国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袁贵仁副部长作大会

主题报告》， 《东 南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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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的 引 导 作 用、在 教 学 与 科 研 上 的 推 动 作

用、在反映学校教学与科研绩效方面的窗口作用。

选题策 划 一 定 要 殚 思 极 虑，拒 绝 平 庸，要

做到 人 无 我 有，人 有 我 精。不 论 何 种 举 措，都

突出精品 意 识。让 精 品 意 识 渗 透 在 办 刊 的 整 个

过程，这是名刊有别于其他刊物的显著特性。

学术成果 是 不 可 能 通 过 “策 划”制 造 出 来

的，但如何反 映 学 术 成 果 是 可 以 策 划 的。诸 如

哪个学术 领 域 有 潜 在 热 点？ 哪 个 学 科 可 能 面 临

何种突破？社 会 焦 点 问 题 急 需 哪 类 理 论 研 究 指

导？哪些选 题 可 能 对 某 学 科 突 破 发 展 瓶 颈 有 所

助益？等等，都是可以策划的。

一般说 来，期 刊 的 每 位 编 辑 都 可 以 考 虑 选

题策划，这不 仅 因 为 他 们 工 作 在 第 一 线，最 有

发言权，而且，要 把 刊 物 办 成 精 品 也 必 须 群 策

群力；但是，如果有条件的、大一点的编辑部，

可以考虑再设 “策划编辑”。

策划编 辑 以 选 题 策 划 为 专 职，要 做 的 工 作

就是分析 学 界 动 态，在 深 入 调 查 研 究 和 缜 密 分

析的基础之 上，提 出 选 题，写 出 详 细 的 策 划 方

案。策划案要 说 明 这 个 选 题 的 可 行 性，备 选 作

者、建议文章 题 目 和 主 题。策 划 编 辑 的 工 作 是

一种积极的学术编辑活动，具有很强的主动性，

具有创新性、选择性和深度性的特点。

三、组稿约稿的精品意识

在组 稿 约 稿 方 面，许 多 编 辑 缺 乏 主 动 性、

积极 性，懒 惰，怕 辛 苦，坐 在 编 辑 部 内 “等 米

下锅”。这种得过且过的懒汉作风可能还会持续

下去，因为目 前 一 般 编 辑 部 都 是 来 稿 成 堆，不

愁没稿子可 发。现 在 写 论 文 的 多 了，多 过 前 些

年几倍甚至 十 几 倍。人 员 倍 增 的 高 校 教 师、科

研院所人 士 要 评 职 称，已 是 扩 招 状 态 的 硕 士、

博士生要 毕 业 找 工 作，雨 后 春 笋 般 申 请 各 类 课

题基金项 目 者 要 结 项，都 要 发 表 论 文 才 算 数。

可是学术期刊却几十年如一日，数量很少增加。

来稿量与 发 稿 量 的 比 例 差 距 越 来 越 大，这 客 观

上给编辑坐等来稿提供了便利条件。

但是，如 果 要 真 正 拿 到 高 质 量 的 稿 件，要

真正把刊 物 办 成 具 有 一 流 学 术 水 平 的 名 刊，则

必须编辑走出去，主动地、广泛地组稿约稿。
名刊的 编 辑，必 须 是 学 者 型 的 编 辑，应 有

自己擅长 的 专 业 领 域，应 有 撰 写 学 术 文 章 和 专

业著作的能 力 或 经 历。唯 有 如 此，编 辑 才 能 具

有较深邃 的 学 术 眼 光，才 能 具 有 沙 里 淘 金 的 本

领。因此，名 刊 编 辑 要 练 好 基 本 功，要 具 有 学

术前沿意识，努 力 学 习 学 科 专 业 知 识。广 泛 了

解各学科 研 究 动 态 和 前 沿 问 题，了 解 国 内 外 学

术研究的热点、重点、难点，掌握读者的需求，
具有科学的、探索性的、前瞻性的选稿眼力。

俗话说： “一 家 有 好 女，四 方 都 来 求”。学

术质量很高、有 突 破 有 创 新 的 稿 子，就 是 学 术

领域的 “好女”，四面八方的期刊编辑都趋之若

鹜，都想 拿 到 手。谁 拿 到，谁 就 抢 得 “独 家”。
这个 “抢”字 很 关 键，重 量 级 的 稿 件，往 往 只

有 “抢”才能得到。
名刊的 精 品 意 识，最 终 地、关 键 地 还 是 要

体现在发出 高 质 量 的 稿 子，这 样 的 稿 子，就 相

当于名牌企业的 “拳头产品”。
组稿约稿当然要有重点对象。
学术界的名家、大 家，应 是 重 点 对 象 之 一。

对于这种 已 有 赫 赫 声 名 的 重 量 级 学 者，名 刊 编

辑应主动联 系，勤 于 沟 通。最 好 应 随 时 掌 握 他

们学术研 究 的 基 本 状 况，如 正 在 从 事 什 么 课 题

研究，手中有 何 种 基 金 项 目，阶 段 性 成 果 是 否

已形成篇章。这 样，在 组 稿 约 稿 时 就 能 有 的 放

矢，拉近距离，提高成功率。
学术界 的 有 潜 质 的 新 人，也 是 名 刊 编 辑 应

重点关注的 对 象。他 们 虽 然 名 气 还 不 大，但 正

处于上升时 期，是 出 成 果 的 黄 金 时 段。他 们 此

时也正急 需 名 刊 编 辑 的 发 现 和 扶 持。如 果 此 时

编辑 慧 眼 识 人，雪 中 送 炭，结 下 友 谊，日 后 果

有成功也自然会保持长期合作。
为什么 组 稿 约 稿 不 能 漫 天 撒 网，而 必 须 重

视特定作 者 群 呢？因 为 名 家 之 作 和 新 锐 之 作 通

常有较高 学 术 质 量。学 术 精 深 是 名 刊 生 命 力 的

体现。名刊的学术价值，体现在推出新的观点、
新的 材 料、新 的 论 证 方 法 等 等。反 映 各 学 科、
各领域的 发 展 动 态，或 是 填 补 某 学 科 的 空 白；
或是提出 新 的 研 究 方 法，或 是 提 出 能 促 进 学 术

研究重大 突 破 的 新 问 题。名 刊 应 以 所 约 稿 件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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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突破，这 类 稿 件 的 “含 金 量”越 高，刊 物

影响也 就 越 大。如 果 刊 载 的 尽 皆 自 然 来 稿 （也

不排除间或有高质量文章），那么，刊物整体学

术水平就不容易上去。

在组 稿 约 稿 工 作 中，除 了 关 注 特 定 对 象，

还应注意 抓 好 特 定 题 材。名 刊 编 辑 要 有 高 度 学

术敏感性，要 有 前 瞻 意 识，要 抓 住 学 术 界 的 热

点、前沿 问 题，及 时 组 稿 约 稿，进 一 步 推 动 学

术研究深入。

组稿约 稿 是 编 辑 创 新 工 作 的 重 要 环 节。名

刊编辑要 以 自 己 独 具 的 学 术 慧 眼、熟 悉 的 信 息

渠道，掌握学术界需求信息，通过对已经出现、

正在出现 和 将 要 出 现 的 新 理 论、新 观 点 及 各 种

新知 识 进 行 选 择、组 合、升 华，创 造 性 地 推 出

学术研究的力作，促进学术界的繁荣。

四、编校工作的精品意识

细致出 精 品，细 节 定 成 败。刊 物 如 果 只 是

内容 精 彩，但 校 对 马 虎，或 者 编 排 随 意，那 就

会让人阅读 吃 力，或 者 根 本 读 不 下 去。刊 物 的

功用也就无可发挥，也就更谈不上是名刊了。

名刊的 编 校 质 量 万 不 可 掉 以 轻 心，期 刊 出

版白纸黑字，一 旦 发 行 后 发 现 误 差，其 影 响 无

可挽 回，所 以 一 定 要 诚 惶 诚 恐，把 好 每 一 关，

防患于未然。

首先，要 最 大 限 度 降 低 差 错 率，要 使 校 对

质量优于 国 家 规 定 的 标 准，即 误 差 在 万 分 之 一

以内，无限接 近 零 差 错。对 稿 件 中 的 用 语 精 心

推敲，防止语 病 和 词 不 达 意 的 问 题 出 现；正 式

出版 前 认 真 校 对，将 错 别 字 剔 除，核 实 图 表、

数字、注释、外文翻译等等。

其次，为 使 名 刊 成 为 经 得 起 挑 剔 的 精 品，

需要编辑精 心 编 排。安 排 适 当 的 版 面。有 的 学

术质量较 高 的 稿 件 由 于 没 有 编 好，或 由 于 存 在

病句，或 存 在 错 别 字，或 不 够 简 练，结 果 降 低

了学术评价，浪费了优良学术资源。

再次，规 范 化 是 刊 物 精 品 化 的 一 个 重 要 环

节。刊物规范是编辑工作应遵循的原则、标准、

方式，包括国际 标 准、国 家 标 准、政 策、法 规、

决定、刊物模式的规则等。由于社会发展迅速，

学术 界 也 日 新 月 异，互 联 网、信 息 化、全 球 化

带来的知 识 爆 炸 使 学 术 更 新 加 快，学 术 规 范 的

动态性、多变 性 更 加 凸 显。尽 管 目 前 我 国 没 有

一个统一的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但至少要严格将

本刊编排规范统一，防止一本期刊内各篇文章规

范不尽一致的现象。要遵守学术界通行标准和规

则。如编发的文章文字必须符合规范，用字准确，
无错字、别字；用词恰当，准确地表情达意；句

子通顺、简洁，无语法错误；文章结构完整，逻

辑性强，标 点 符 号 正 确；汉 语 拼 音、书 刊 名 称、
地名、人名、术语和文章分类、作者介绍、外文

翻译等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化规定；刊物基本版式、
论文格式、摘要和关键词编写、注释和参考文献

著录、封面和封底版权标识，必须执行有关规范，
应严格依据出版法规出刊。

全本刊物 所 有 文 字 内 容 图 表 注 释 要 做 到 严

格统一规范，事 实 上 很 不 容 易，要 花 费 很 多 劳

动，需要编 辑 把 精 品 意 识 落 实 在 大 量 繁 琐 的 工

作中。编辑 必 须 秉 持 严 肃 认 真 的 态 度 和 严 谨 的

作风。细心细 致 是 编 辑 工 作 的 性 质 决 定 的，浮

躁、粗枝大叶 是 编 辑 名 刊 的 大 忌。名 刊 编 辑 应

善于动脑，勤 于 动 手，充 分 利 用 工 具 书 和 互 联

网资料进行 核 查；勤 于 请 教 研 究，遇 到 疑 问 万

不可想当然随意定夺。
最后，在外在形式 上 也 要 精 心 设 计，封 面、

版式的设计，纸 张、材 料 的 选 用 要 与 期 刊 的 内

容谐调，要 有 文 化 品 位。印 刷、装 订、装 帧 等

讲求科学性 艺 术 和 技 巧。作 为 名 刊，应 该 是 内

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把刊物 打 造 成 精 品，必 须 依 赖 编 辑 的 创 造

性劳动，刊 物 生 产 的 整 个 流 程 充 分 展 现 编 辑 的

精品意识、创 造 性 技 巧。名 刊 精 品 必 须 在 同 类

刊物中独树一帜，别具一格，不断创新。
实践将 证 明，只 有 将 精 品 意 识 渗 透 到 名 刊

编辑的全 部 工 作 环 节 中，才 有 可 能 打 造 出 学 术

精深、编 排 精 湛、制 作 精 美、社 会 效 益 明 显、
无愧于学术进步、无愧于历史检验的期刊精品。

本文作 者：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学 报

编辑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赵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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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浅述铜仁地区土家族宗教文化

熊元彬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熊元彬撰文说：

铜仁地区土家族是中国５６个民族中土家族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多神崇拜和地域性的宗教文化特色，以及

丰富多彩的宗教活动形式。铜仁地区处于贵州的东北部，是中国戏剧的活化石之地，土家族主要居住在松桃、德江、

沿河、印江、思南、石阡等县。他们的民间 文 化 与 宗 教 祭 祀 是 紧 密 相 连 的，许 多 文 艺 是 通 过 宗 教 活 动 所 表 现 的。从

其特点来看，铜仁土家族的宗教文化未能形成 固 定 化 的 宗 教 模 式，而 是 以 原 始 宗 教 为 主 的 多 神 宗 教，即 除 了 祖 宗 崇

拜占主导地位外，还有自然、图腾崇拜等。

铜仁土家族宗教的特征主要有如下两点：

１．与其它民族融汇而成多神崇拜。土家族宗教除了原始的宗教 外，还 带 有 浓 厚 的 道 教 色 彩。佛 教 对 土 家 人 原 始

宗教的渗透、结合而成了 “文教”，这也就使土家人从原始宗教的灵魂观念转变为轮回的思想。如印江土家人，他们

建房、安葬皆会请人看风水，而且大多数人还信仰佛教，吃斋念佛。

２．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原始宗教文化特色。这可从其现实生活中的禁忌得到印证：忌吃坟上的葱和祭祀所用的饭、

菜、肉，认为吃了后记性不好。如印江县的永义乡，如果民间 遇 有 结 婚 几 年 不 生 小 孩 者，他 们 便 会 去 永 义 街 给 紫 薇

树烧香、燃纸，其目的就是许生，希望能得子。

总而言之，铜仁地区土家族 有 着 独 特 的 发 展 历 程，因 而 亦 就 存 在 着 独 特 的 宗 教 文 化 活 动 和 特 色。对 它 的 研 究，

有助于丰富我国多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及加深对独特地域文化的深刻认识。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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