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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术地位新论

———编辑在学术发展中的主动作用
马　光

【提　要】依照传统认识�在学术研究事业发展的序列中�编辑的工作是处于从属地位
的�编辑业务所涵盖的一系列工作完全是辅助的、被动的�人们对编辑工作的惯常评价
是——— “为他人做嫁衣裳”�即文字裁缝而已。其实这是很片面的认识。无论从历史上还是
现实上看�编辑都应该而且可以做到主动推进学术研究、主动引领学术研究。编辑是学术
研究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学者论著原稿必须经过编辑这一关键环节�才能成为社
会精神劳动产品。出色的编辑工作�是居于主动地位去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的。编辑
人员的素质�不仅关系到出版单位的质量、声誉和生命�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学术文化
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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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传统认识�在学术研究事业发展的序
列中�编辑的工作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编辑业
务所涵盖的一系列工作完全是辅助的、被动的�
人们对编辑工作的惯常评价是——— “为他人做
嫁衣裳”�即文字裁缝而已。

其实�这是很片面的认识。无论从历史上
还是现实上看�编辑都应该而且可以做到主动
推进学术研究、主动引领学术研究。
一、历史实践所证明的编辑
　　工作对学术研究的　　

　　主动推动作用　　　　

　　从历史上看�成功的编辑�出色的编辑工
作�都曾推动当时学术事业的发展进步�甚至
引领学术的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是以灿烂辉煌著称于世

的�文献典籍不仅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而且
两千多年一直绵延不绝、从未中断。这在世界
人类历史上是唯一的奇迹。这其中原因当然不
止一端�但历代学者卓越的编辑工作———对各
类文献的及时收集、编次、保存、传播�是其
中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文化及学术先师孔子�是伟大的思想
家、教育家�其对中国人传统和思想文化的影
响�我们至今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但孔子之所
以能破天荒地办起私学�让平民也接受教育�
打破了 “学在官府” 旧格局�以后又带领学生
周游各国传播政治主张�其根基就在于他先是
进行了对历史文献的编辑�这就比当时其他学
者相对拥有典籍资料的优势。孔子认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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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徒、发表政见�不能 “空言无征”�于是就整
理六经以作为教材。所谓 “整理”�即编辑�也
就是 “述而不作”�删削注释�整齐体例。孔子
通过对 《诗》、《书》、《易》、《礼》、《乐》、《春
秋》的编辑�对词句的褒贬斟酌�对篇目的编
次加工�融进自己的政见和理想。同时客观上
也开创了中国教育与学术发展的新时代。经孔
子编辑的 《六经》�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源头。
后世无论是哲学、文学�还是经学、历史学�
举凡人文领域各学科的肇始�都要从 《六经》
讲起。所以�从中国学术文化的起点上看�编
辑之工作居功至伟。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是著名经学家、文
学家、目录学家�也是杰出编辑家。汉成帝命
陈农搜集全国各地遗书�诏刘向领校宫中藏书。
刘向校书于秘阁�编辑生涯长达19年。刘向主
持的校书编辑工作相当艰巨�因为当时搜集到
的图书都是经多年口传或传抄的�内容上、文
字上差异很大。每一种书经过编辑整理、缮写
出定本后�由刘向撰写一篇叙录�介绍书的名
目、校勘经过和主要内容�一同奏上。这些叙
录以后辑集在一起�名为 《别录》�共20卷。

刘歆是刘向的小儿子�青年时就参与其父
的校书编辑工作。刘向死后�刘歆继承父业。
约公元前7年～前5年之间�他根据 《别录》�
撮要编出第一部反映当时国家藏书的分类目录

《七略》�共7卷。 《七略》所收图书�按类分
列�大类称为 “略”�小类称为 “种”。七略包
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
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目录的总说明。其余
六略共著录图书603家�13219卷。

在编辑过程中�刘向、刘歆广辑众本�编定
篇章；校雠全文�厘正文字；新创了 “互著”、
“别裁” 的编辑方法。使用了这些新创的办法以
后�书的目录就能更好地指导读者充分利用图
书�更清楚地提示书籍的基本性质。刘向、刘
歆父子共同编辑完成的 《七略》是一套严整的
图书编目系统。而他们总结前人的经验�开创
目录工作�在公元前1世纪就编制出中国第一
部具有学术水平的大型图书分类目录则尤为可

贵。《别录》、《七略》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

开端�由于其对典籍进行系统编目�考证各类学
术源流�每一部著作都有明确的书名、篇名、
作者、目录、叙录、正文和附件�全书结构齐
全、字句规范�已明显不同于初创时期的书籍�
使整个学术文化基础建设明显厚重。刘向父子
大大推进了我国编辑业务的技术水平。由于他
们长期精心校勘整理图书�使先秦的许多古籍
得以流传�大大推动了当时的学术研究。

步刘向、刘歆父子遗绪�后世的编辑工作
跃上新台阶�走向集体编辑、大规模合作。萧
统、欧阳询、李窻和扈蒙、杨亿和王钦若等人
在编辑 《昭明文选》、 《册府元龟》等类书、丛
书时�都组建了精干的编辑队伍。 《艺文类聚》
的主编是欧阳询�参与的编辑有10余人。 《太
平御览》是由 “史馆” 承担任务�主编为李窻
和扈蒙等人�参加的编辑达17人。编辑过程中
已有主编和编辑之分�编辑机构和编辑队伍的
轮廓已趋于清晰�为大规模学术文化事业发展
奠定了基础。

到了近现代�编辑工作已正式成为一个独
立的社会职业�但一些大学者仍在治学同时从
事编辑工作�相互促进。或者是其早年的编辑
生涯�奠定了其一生的治学方向和特色。蔡元
培、张元济曾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建立
了一套完善的编辑制度�开展确定选题、编制计
划、约稿、审改等业务。商务印书馆聘请学者
担任编辑�充分发挥编译所各位编译人员的专
长�有效地保证了书刊的质量�使商务印书馆
出版水平举世公认�其对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
的推动也是有目共睹的。

好的编辑�也可以是一个出色的学者。叶
圣陶是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
家和社会活动家。1923年�叶圣陶进入商务印
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主编 《小说
月报》等杂志�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他
主办的 《中学生》杂志�是三四十年代最受青
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他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是和他长期从事编辑工
作分不开的。叶圣陶曾说：“如果有人问我的职
业�我会说�我的第一职业是编辑�我的第二
职业是老师。” 叶圣陶曾花费他人生的许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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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编辑和出版工作。上海商务印书馆是叶圣
陶编辑工作的起点。在1930年底�叶圣陶辞去
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转为开明书店的编辑�
他开始编辑中文书籍和儿童故事书。叶圣陶的
一生致力于编辑与出版�为学术文化建设做出
重大贡献。

应该说�编辑是学术研究队伍中不可或缺
的成员�也可以说是核心成员。出色的编辑工
作�是居于主动地位去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
展的。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杂乱无章、良莠并
存的海量信息每日每时在涌现�编辑在知识鉴
别、知识加工、知识传播、知识继承和知识创
新中的职责�不是减轻�而是更重要了。
二、学术论著是否获社会准入
　　———编辑是把关者　　　

　　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形成个人精神劳动产
品�其表现形式为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此时
的学术论著还只是个人原创稿�是否被社会承
认�还是未知数。学术论著若不经过编辑的选
择鉴定、标准加工、修饰完善过程�就不能正
式公开发表�不能进入学术领域进行交流�就
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不能作为永久性文献
保存或流传。换言之�学者论著原稿必须经过
编辑这一关键环节�才能成为社会精神劳动产
品。如果通过编辑环节发表了�作者的劳动价
值就实现了�由此个人精神劳动产品变为社会
精神劳动产品�作者也因个人劳动被社会承认
而获得相应的名声、稿酬及其他收益。反之�
如果没有通过编辑环节正式发表�作者的劳动
价值就不能体现�论著只能是以个人原稿形式
存在�论著的学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就没有实现�
作者的劳动就是无效劳动。由此而言�学术论
文、著作原稿是否获社会准入———编辑是把
关者。

那么�编辑对作者原稿的选择、鉴定�对
于个人精神劳动产品能否问世�就起着决定性
作用了。

编辑的选择虽然不可避免带有一些编辑个

人色彩�但主要是代表社会视角来审视作者的
原创稿�是代表学术界来初步鉴定、评判论著
原稿的学术价值。编辑所具有的主观上的选择
性�实质上就是对学术研究成果的选择�也就
是为社会、为学术界选择其所需要的精神文化
产品。同时�学术文化产品林林总总、五花八
门�有五彩缤纷�也有幽谷阴暗；有主流热点�
也有冷僻琐细�并不是每一种学术文化研究都
为社会所需要或与学术文化大势相吻合�这就
需要编辑作出准确的选择。

编辑的选择是否得当�取决于其编辑素质
的高低；而编辑素质的高低�也决定了出版社
或杂志社学术质量及声誉的高低。编辑素质是
保证期刊质量的重要因素。随着新世纪科学技
术的跃进式发展与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对编辑
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编辑工作是一项
融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科学性、技术性
为一体的复杂工作�它既是一项综合性的管理
工作�又是一项涉及面广的学术工作�因此需
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只有不断提高编辑素质�
才能把好学术文化产品的准入关。

实际上�编辑人员的素质�不仅关系到出
版单位的质量、声誉和生命�而且关系到整个
社会的学术文化水准。那么�如何界定编辑人
员的素质？有学者提出：编辑应具备四种素质：
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道德素质。
也有学者主张 “多素质说”�即思想素质、道德
素质、专业知识素质、编辑知识与技能、语言
文学修养、吸收知识掌握科学方法论和公关能
力等素质。无论持哪种 “素质说”�学者们都认
为�编辑工作的性质�要求其从事者必须具备
广博的学识修养�编辑要学者化。比如�一个
好的文学编辑�必然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学者。
由于文学稿件的内容牵涉社会生活极多�涉及
的知识面广泛�所以文学编辑应该具有广博的
文学专业基础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不仅要
对文学专业知识精通�还要对相关学科、边缘
学科有所了解。不但要熟悉文学各种知识�还
需要具有深厚的文字底韵�善于谋章练句�还
要了解与编辑相关的专业术语、符号、图表、
印刷字号、字体、排版等领域的相关知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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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文学编辑应具备的一种基本技能。
编辑作为复合型人才�其素质应包括：精

通本专业的知识�深化科技编辑学知识�掌握
中外语言知识�优化智能知识 （分析、策划、
组织、社交等）�强化现代意识 （创新、竞争、
超前、信息、市场、效率和法律等）。

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通晓计算机、网
络知识尤为重要。编辑务必拥有使用计算机编
排稿件的能力。熟练使用电子技能进行组稿、
选稿、文字加工、版面处理、符号数据显示、
图表编排、规范体例等等。

网络编辑的出现�体现了编辑事业与时俱
进的基本品格。网络编辑是现代技术与人文科
学之间的桥梁。编辑不仅是技术平台的运用者、
操作者�也是信息的人文价值的开掘者。从这
个意义上讲�网络编辑不但是新媒体时代的
“把关人”�更是一位思想者�这就对网络编辑
的素质与综合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编辑要完成选择、鉴定作者稿件的任务�
必须具有相当敏锐的学术判断能力�并依靠自
己深厚的学术修养�多渠道、多角度地了解稿
件中某一学术问题目前的研究现状、最高水平
及最新的研究动态�是否为当前该领域研究的
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注意研究本学科自身
的发展规律�广泛涉猎专业领域最新研究成果�
随时跟踪了解学科的发展趋势�把握学科发展
动态�洞悉学科发展前沿。编辑要始终保持做
本学科的专家�准确地对论文进行分析、综合、
判断、推理和鉴定�客观地判断其价值�进而
决定取舍。

编辑是择优汰劣的选择者。在人类文化选
择的过程中�编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界一般认为�编辑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大
致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价值性原则。衡量
学术文化产品对社会或个人价值和进步意义的

大小。第二�科学性原则。选择学术文化产品
要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落脚于
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第三�审美性原则。按照
社会的审美标准�力争达到学术文化产品主客
体的高度完美和统一。价值判断是基于事实判
断又高于事实判断的�即不仅是产品本身是什

么�而且根据产品消费者的需要�衡量一个产
品是否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

足消费者的需要。
三、编辑工作的导向性
编辑对学术研究有很强的导向作用。编辑

通过自己的劳动�把作者个人创造的学术文化
产品推向社会�成为全社会学术文化产品的一
部分。编辑的主体意识也经由其编发的产品而
凸显出来。编辑这种选择、判断�会产生强烈
的示范效应�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作者、读者�
影响到学术文化的趋向�而这一切都会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社会。编辑选择的激励机制就会促
使其他学者做出更积极的反应�扩大该类研究
的选择范围�反复选择�集中选择�就会形成
社会热点�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认识的提高。
同时�编辑的选择、判断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
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社
会需求�能够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而且能够引
导社会公众参与文化的缔造。这种选择一经得
到社会的认可�就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近
些年来�在能源、人口、环保等问题上�世界
各国已基本达成共识�就与编辑的上述选择紧
密相关。编辑是通过选择学术文化产品来影响
世界的�由此�也可以说�好的编辑也是学术
潮流或社会潮流的引领者�编辑导向意识对社
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编辑的导向作用�还体现在研究专题的策
划�捕捉最新学术信息�围绕学术热点组织稿
件。编辑作为学术研究队伍的一员�有自己的
学术眼光和办刊出版宗旨�并体现在其所编辑、
组织的稿件中。

编辑应迅速从整体上判断稿件的学术价值、
理论探索、实践意义�择优录用�并能准确地
指出稿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编辑通过对稿件和学术动态的科学控制�源源
不断向社会输送尽可能优秀的学术文化产品�
以此来影响和促进社会进步。

编辑对学术文化的导向和推动作用�还体
现在扶植作者�培育新人。一个学者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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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经历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当他在学术之
路蹒跚学步时�第一次发表他论文的编辑�不
亚于扶他上路的保姆。

高学术水平的编辑能指导作者选题�对稿
件进行精加工�指导作者在稿件中如何突出新
意、删除疵点和补充修改等�使文稿在学术质
量、结构层次、文字表达等方面得到提高�由
此使作者从编辑身上受到学术熏陶。学术水平
较高、责任心较强的编辑实质上是作者的良师
益友。

编辑与作者的互动�既是学术出版界发展
的需要�也是学术人才培养的需要。学术期刊、
出版物既是展示学术研究成果的窗口�也是培
养人才和发现人才的学术园地。

编辑以自己的工作成果�不断为学术文
化大厦添砖加瓦。这一学术大厦�既是学术
文化研究成果的展示和总结�又是学者们进
一步研究的科研基础；既传播着学术成果、
科研知识�又为后学者指引着研究方向。因
为任何学者的研究都不能靠自己单枪匹马从

零开始�都必须借助已出版的学术论文和著
作。换言之�不仅学者自身的成长须依赖前
贤的学术论著�而且学者的进一步研究�还
必须以前贤的学术论著为起点。由此可见�
编辑的工作对于学术文化研究来说�既是基
础建设�又是具体引导。编辑对于学术研究
的创意�对于研究课题的设计�对于研究热
点的发现和追踪�对于学术研究稿件的刊用�
都可以起到对学界的启迪和示范效用�起到
对成功发表论著的作者的激励效应�从而对
学术研究起到导向作用。
四、编辑工作的创造性
编辑是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者之一�编辑

活动是参与人类文化创造的社会活动。编辑工
作的过程便是文化产品的选择、鉴定、加工、
完善的过程�精神文化产品正是通过编辑的工
作而生产完毕�进入社会传播网络的。在精神
文化产品问世的过程中�编辑的主观能动性有
充分的发挥空间�编辑工作可以充分体现出创

造性。
1∙编辑在精神文化产品问世之前的创造性
编辑在熟悉学术文化领域发展动向的同

时�对某一学科领域专家的特点有所了解�对
研究动态、研究热点有所把握�就可以高屋建
瓴地主动去促进研究课题更上一层楼�可以提
出自己的创意�挑选一流的作者�组织高水平
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编辑在主动组稿、约
稿的过程中�也可以特别注意选择题材新、水
平高、应用性强的稿件�突出对稿件的科学
性、独创性、实用性等要求�以引导学科的发
展方向。

编辑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创造性思维的

脑力劳动�创新的策划、创新的选题�是编辑
创造性的重要体现。是否能够做到创新�已成
为杂志、出版社竞争的核心问题�也是编辑事
业发展的生命力象征。

编辑的创造性在构思选题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编辑在确定选题时要有正确的、超前
的选题方向�要对社会反响、学术定位、内容
创新、编辑手段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了
解读者的需求�找准切入点�做出周密的选题
安排。

诚然�编辑稿件是复杂的工作�但在编辑
稿件之前有无创新意识更为关键。编辑要对所
编的稿件�对分工的类目乃至整个出版的框架
设计�提出创造性方案。
2∙编辑在精神文化产品问世过程中的创

造性

编辑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作者撰写的文
章、书稿只是一种前期精神产品�学术论文和
著作从毛坯到合格品———编辑是加工完善者、
再创作者。只有通过编辑付出一系列艰辛的劳
动�原作者的劳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所以�
编辑的劳动是作者劳动的继续与发展�是一种
复杂的创造性精神劳动。这种创造劳动体现在
整个编辑过程之中�而创造意识也是贯穿于编
辑工作的全过程�举凡选题、组织稿件、修改
稿件以及内容的组织、装帧设计等各个环节�
无不渗透编辑的创造意识。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科技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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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采集手段多种多样�研究效率也越来越高�
学术论文、著作的稿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通
过互联网飞进各个杂志社、出版社的电脑中。
此时的出版竞争�更多地反映在对各种稿件进
行有独特创意和原创性的判断与选择上。创意、
整理、加工、处理方式的差别�实际上是编辑
创造能力强弱的差别。

作者原稿相当于毛坯�编辑是对原稿毛坯
进行加工处理的工程师。编辑对学术论著的再
创造�体现在对原稿的提高、规范和优化上�
有内容、形式方面的�也有专业、技术方面的。
编辑对稿件观点的斟酌、事实的订正、结构的
调整、文字的修饰�集中体现着编辑的创造性。
这不仅需要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知识�还要有非
常敏锐的洞察力�甚至还要有灵感、顿悟等非
逻辑思维的想象力。所有这些能力的综合运用�
才能实现对稿件的再创造、再发现。

编辑只有坚持创造性的工作原则�才能积
极判断每篇稿件社会价值的大小、学术质量的
高低�才能辨别真伪和优劣�从而才能提高社
会学术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才能真正提高整个
学术界的科研水平。所谓再创造�是相对于作
者的学术研究原创阶段而言。编辑从海量来稿
中筛选出学术价值、社会价值最大的稿件�经

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的改造制作功夫�使优秀成果优先流向社会。
没有编辑的再创造�就没有原创成果的有效利
用�甚至会出现明珠蒙尘、佳作废弃现象。编
辑的再创造功能显然十分重要。

编辑的再创造功能�还体现在对参差不齐
的论文、著作的原稿的规范化改造上。各类精
神文化产品统一各自的规范�是信息化时代的
产物�是更广泛传播、更便捷检索的需要。学
术文化产品的生产应该流程化、标准化、序列
化�需要每一个学术文化产品以标准化的结构、
标准化的方式提供。而原稿作者处于不同学术
圈、不同学术层次、不同个性爱好�他们所提
供的原稿必须经过编辑的规范加工�而这也正
是编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之处。编辑对原稿
的加工、整理、修饰、美化、规范、有序化�
提升了原稿的质量�是对原稿的进一步优化和
再创造。

所以�编辑不仅仅是精神产品生产的重要
参与者�也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或再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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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Discussion on Editors’Academic Status
———The Editors’Initiative in Academic Development

Ma Gua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 raditional idea�the editing w ork is in a subordinate posi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 development�and all the editorial w ork is completely supportive and
passive∙ T he usual evaluation of the editorial w ork is “ making w edding dresses for oth-
ers”�that is�just tailoring the text∙ In fact�this is a very one-sided opinion∙ Whether in
terms of history or in reality�editors should and ca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romote and lead
the academic research∙ Editors are important members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teams∙
T he manuscripts of the scholars must be edited by the editors before they become social
spiritual products∙ Editors’quality is not only in direct relation to the quality�reputation
and life of the publishing unit�but also to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standards of the socie-
ty as a w hole∙
Key words： editors；editors’academic status；editors’orientation；editors’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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