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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象化比拟的角度探讨编辑社会角

色的演化，多闻于耳而少见于书面，我国较

早或较系统涉及这一问题者当数张如法及

其 《编辑社会学》!，该书提出的有：“把关

人”、“精神生产设计、规划与组织者”、“信息

搜集与研究专家”、“社会活动家”、“园丁”、

“受众的代言人”、“导演”、“杂家”、“文字加

工大师”、“助产士”等比拟。其余，包括笔

者，曾有过个例角色的分析论述"，而贴近

于当代者尚未见有系统论述。本文从古今

中外编辑角色的演化入手，侧重就 !" 世纪

#" 年代以来新的变化，作了分析和批评，从

而得出了新的结论。

一、杂 家 说

这是基于编辑的知识结构而提出的，应

该是将编辑位列学问百家座次中最古老的

一种说法。明清以来，此说常见于经典。近

代以来，不少老一代编辑人均有编辑乃杂家

的论述。叶圣陶即提出：“我们的记者编辑

应该成为‘杂家’。报纸本身是‘杂’的。我们

也就要‘杂’一点了。我们要做个杂家”。吕

淑湘也有类似的说法，但强调编辑 “自己也

得有一点专长”。!" 世纪 #" 年代，一些学者

提出编辑家概念，而且认为：“编辑家是精神

文明建设的设计师与组织者，他要有政治家

的敏锐眼光、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编辑家

是精神产品的鉴赏家，他要有评论家的眼

光；编辑家是编辑工作的管理家，他要有企

业家的头脑”#。这显然是向编辑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如将这些素质集于某编辑一人

之身，无异于凤毛麟角，似仍未脱离 “杂家”

的窠臼。!" 世纪 #" 年代，上海曾经出版有

以“杂家”命名的编辑出版类刊物，旨在“冶

古今于一炉，把既古老又年轻的‘杂家’合为

一体。”

其实，自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

命名吕不韦学派为“杂家”之后，对吕不韦及

其 《吕氏春秋》褒、贬或折衷之辞便不绝于

耳，有的甚至认为“杂”有恶意，无褒有贬，只

能解作驳杂、庞杂，荡无归心，以致 “很难与

诸子之学一分轩轾”。从最初《汉书》将其列

于儒、道、墨、法、名、纵横、阴阳诸家之后，为

“九流”的倒数第二来看，这个称谓一产生就

评价不高。

杂家称谓非但具有贬意性，而且随着历

史的推进，其称谓的专指性也已模糊不清。

历史上的吕不韦、刘安等被称为杂家，写杂

文者被称为杂家，多产作家被称为杂家，一

专多能者被称为杂家，知识广博者被称为杂

家，编辑也被称为杂家。这说明，杂家并不

专指编辑，充其量只是一种借代。

杂家概念从来就没有明确的内涵，也无

规矩可依。我们既无法准确地说谁是当今

的杂家，也无法采用适当的教育环节培养出

来未来的杂家。“杂家说”实际上否定了编

辑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这与“编辑无学说”

如出一辙。“杂家说”已不单单是一种称谓

的问题，实际上它已在培养新一代编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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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是它模糊了青年编辑

的成才方向，使某些编辑，专，亦不知可否，

杂，又无从着手；二是它使某些编辑涉于浅

近，事事仅略知一二，但却自以为这就是“杂

家”或“通才”，以至于荒废专业，成为什么都

懂而其实什么都不懂的“半瓶子醋”或“万金

油”。

一些学者从需要广博知识的角度理解

杂家和要求编辑，实际上这种看法也有偏颇

之处。《吕氏春秋》也好，《淮南子》也好，这

些杂家的代表作其实均非一人所为，而是众

多门客的群体知识水平。这说明，杂家模式

具有明显的多元集约性质和群体特征，将其

规定为某一个人 !如一名编辑 "的知识结构，

是很不适宜和缺乏科学基础的!。事实上任

何人知识结构的建立，都要先杂再专，由博

返约，否则就对任何事物 !特别是学术问题 "
的认识只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上升不到

理性认识。其实即使是杂家的鼻祖吕不韦

也是有所专的，这就是军事和政治，他曾利

用燕赵矛盾，取得燕所献的河间 !今河北献

县东南 " #$ 城作为封邑，还攻取周、赵、魏的

领地，他主编《吕氏春秋》的主要政治目的就

是为秦统一天下设计蓝图。作为近代编辑

典型的邹韬奋，可谓经历丰富、知识广博，但

他最擅长的还是政论。

为此，我们再次建议以编辑家和编辑学

家取代杂家的称谓。编辑学家应是对在编

辑学的研究方面具有高深造诣和在编辑工

作方面有丰富经验者的一种专称，而从事编

辑工作数十年却无任何研究者，只能称为编

辑家或编辑工作者。

二、为人作嫁和无名英雄说

这与西方比喻编辑为 “助产婆”、“助产

医生”的说法类似，因为古罗马人“%&’(%”的

词根即为 “降生于世，分娩”之意。“为人作

嫁者”和 “无名英雄”均反映了编辑职业道

德，反映了编辑牺牲自己，做人梯，做园丁，

做伯乐，发掘和培养新秀的奉献精神。在我

国编辑出版界，叶圣陶慧眼识丁玲、巴金、

胡绳等俊才并助之成名，以及 《科学》杂志

编辑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的故事，已成为

编辑为人作嫁，扶持新秀的佳话。天津人民

出版社编辑谷守女指出：“我们必须看到，

由于社会分工不同，正像工人不能在每件

商品上标上自己的名字，教练员不能在运

动员身上注上自己的名字一样，作者的扬

名是他职业特点决定的，编辑的隐姓埋名

也是职业特点决定的。编辑必须有博大的

胸怀，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计较个人的名

利得失”"。

诚然，我们提倡为人作嫁的职业道德，

并不是说编辑只能永远隐姓埋名，默默无

闻，其实现在的责任编辑署名制度已打破

了这种常规，而编辑既编又撰，或既编又研

的新风尚已使传统的 “杂家博识”、“剪刀浆

糊功”和 “老裁缝笃诚的英雄业绩”等理念

发生了新的变化。笔者在 #)** 年全国高校

青年编辑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编辑要拿起

两支笔，一支笔为他人做嫁，一支笔用来充

实自己的观点。钟叔河先生亦认为：“好编

辑是编出来，也是写出来的”，“耍两支笔，

蓝笔自娱，红笔编文”#。其实，编辑做点研

究，写点东西：一可亲自体验科学研究的甘

苦，更加尊重作者的劳动；二可经常练笔，

以免滋生眼高手低的毛病；三可获得编研

相长的效果，实为有利之事。另外，编辑必

须承认，写作是自己工作不可分割和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年轻的编辑也应早知

道：一位不动笔写作的懒编辑，很难成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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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良师益友，也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编

辑。假如你的工作是和机器打交道，那么你

的写作能力是无足轻重的，但你的工作越

是脱离了体力劳动，文字表达能力也许是

你种种技能中最为重要的技能。因此，作为

一名整日与文字打交道的编辑，如果只懂

得一门范围很窄的专业知识，却不具备起

码的写作能力，就不能卓有成效地做好本

职工作，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 “我是一名编

辑”。这和 “为人作嫁”的美德并不矛盾，却

恰能相得益彰，会使所做嫁衣更美，会使无

名英雄更为受人崇敬。

三、“筛子”、“转换器”、“锤子

铁砧”和“黑暗中的射击手”

这是 基 于期 刊同 人 评审 过程 中 的编

辑、作者和审稿人而提出的，是 !" 世纪 #"
年代欧美流行的看法。其中：“筛子”是指编

辑运用同人评审机制将所投稿件中有价值

者和无价值者区别开来，“论文被置于 ‘编

辑筛子’上，在编审过程中经过审慎地筛选

分类，无用的 ‘秣子’便与 ‘麦子’分离开了

$这一类比的遗憾之处，犹如一位评论家指

出的那样，可能粗糙的材料留下来，而优良

的材料却被丢弃了 %”!；“转换器”是指一

位作者无论撰写了什么稿件，最终将其转

换成 $或公开成 % 期刊论文的是编辑和同人

评审这个转换机关；“锤子”指同人评审，

“铁砧”指编辑标准，是指作者的稿件在同

人评审的“锤子”和编辑标准的“铁砧”二者

间被猛烈锻打至新的和更好的状态；“黑暗

中的射击手”是指编辑和同人评审，作者的

稿件是靶子，之所以处于“黑暗中”，是指编

辑和同人评审过程对作者而言是无法预知

的和无法拷贝的，其结果也是无可遵循的

规律。

这四种形象的比拟，应该说比较贴切地

反映了编辑与专家审稿的过程。这种过程

或机制源于 &’’( 年在法国巴黎创刊的 《学

者杂志》$ )*+,-./ 012 34.5.-2 %，至今已有 6""
余年的历史。在中国，这种编辑审稿和同人

审稿始于清乾隆五十七年 $ &78! 年 % 的 《吴

医汇讲》杂志，也已有 !"" 余年的历史。在这

种机制没有形成以前，像英国《哲学汇刊》等

早期期刊多发表文责自负的文章，或印些粗

制滥造的文章充填版面，有些甚至刊登诸如

一妇人口吐蛤蟆、一妇人口吐小猫或分娩出

鼠、蛙、蟹和蛇等荒诞不经的东西!。因此，

期刊同人评审机制的建立，应该说是一个里

程碑，并为期刊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

勋。然而，这样一种如此古老的做法，在当

代已暴露出许多弊端，如与科学民主性、自

由性、平等性、争鸣性原则的抵触，显现的不

可靠性、不公正性，偏见狭隘和拖沓缓慢，甚

至扼杀新秀，造成剽窃等弊病，已引起很多

人的重视。在欧美，甚至有人认为，“除开所

有已试验过的其他评估形式，同行评审是最

讨人厌的评估形式”!。于是，计算机网上公

开审稿，以及在一些环节取代人工审稿，或

人工审稿与机上审稿相结合等新的编审体

制开始出现。

四、编辑乃“艺术家”之说

这是 9/*:0 ;< =.2>1??1 等人 &8#! 年在

《编辑的艺术》一书中首先给予系统论述的

一个说法，他们认为 “编辑是一门艺术而不

是一门科学”。其理由是：“在编辑的某些方

面，例如准确性、语法和拼写等方面也和科

学上的大多数情形一样，只有正确和错误

两种答案，但编辑还涉及一些需要斟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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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事情，例如什么时候使用某个词，什么

时候为了清楚起见而改变一两个词，什么

时候保留作者的一段话⋯⋯而不是去画蛇

添足，这堪称一种艺术”!；“编审 ! "#$% &’()
*#+ , 是切割钻石的工艺家，他经过琢磨和精

制，去掉瑕疵，把一块石料制成一块宝石。

他寻找一切瑕疵和不确切之处，剔除各种

无用的、不必要的词语和与主题无关的赘

述”!；“一个好的编辑对语言充满热爱。他

在语言方面训练有素，可以感觉到微妙的

节奏和词语搭配所产生的伟大力量。他应

该靠声音去进行编辑，去听，而不是去看一

篇好文章”"。

美国报刊编辑协会的 《新闻简报》曾向

全国的编辑领导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

在聘用编审时要找什么样的人- 《圣路易斯

邮政电讯报》总编辑大卫·里普曼 ! ./0(’
1($2/3 , 回答说：“以精确为己任，对于活生

生的英语有一种听觉上的灵犀，不仅能领

会一篇稿件讲的是什么，而且有一种抓住

在哪一点上没讲清楚的诀窍，能识别好文

章而不去做画蛇添足的修改。最后是要有

幽默感”!。俄克拉荷马州《玛斯克基凤凰及

民主 党人 时报》 发行 人玛 乔里 ·帕 克逊

!4/+5#+(& 6/78#3 , 说她的报刊聘用的编审应

该是：“一个懂得语法，拼写准确、注意细节

的人；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一个能处理日常

工作而又不感到烦躁不安的人；一个会运

用创造性和想象力，而不因循守旧的人；一

个具有首创精神、机智敏捷、头脑清醒的

人”#。

美国著名编辑萨克斯·康明斯称得上

一流编辑艺术家，《星期六文学评论》杂志

说他是 “一位用蓝铅笔一挥，就能使光秃秃

的岩石冒出香槟酒来”的编辑。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比尔·福克纳立下遗嘱：“在我死

后，在交付出版的我的一切文稿方面，我要

萨克斯负有最终的权力，在出卖我的任何

手稿或将之送给博物馆或图书馆方面，我

也愿意他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其事。换句话

说，我愿意萨克斯来做我文学方面的遗嘱

执行人和我过去与未来所有文学作品的责

任编辑”$%&。一位作家如此依赖一位编辑，足

见编辑艺术的魅力。的确，一位作者遇上一

位好编辑，肯定会使其作品锦上添花。

这种将编辑视为艺术家，要求具有节

奏感、能感触到词语搭配的伟大力量，用声

音去编辑，具有听觉上的灵犀，具有幽默

感，追求完美，能使岩石变成美酒等等，显

然都是属于艺术范畴的素养，这恐怕是编

辑修炼达到炉火纯青状态时才能领略的一

种体验或升华。我们有时亦闻身边有放背

景音乐从事写作或编辑校对以增韵律感的

人，这也可能是一种视学为艺，或融音乐、

编辑为一体的一种萌动。如枯燥的编辑真

的成为一种艺术，那倒的确值得欣赏，不过

要进入这种境界恐非一日之功。

五、“守门人”、“仲裁人”、

“侦察员”和“超级侦探”

这些比拟反映了编辑在科学进步中所

扮演的角色。

“科学守门人”是说编辑好似守卫科学

大门的人，以防无价值的和欺骗性的文章

刊登在期刊上，在西方担当这一角色的人

受到严格筛选，大多数渴望得到此职的人

都不会如愿以偿，只有少数候选人获准进

入编辑的殿堂，这样的话，诸如一名妇女如

何口中吐蛙的文章就未必能通过评审。麦

赫涅 !49 :9 4/;#3&% , 注意到人们往往忽视

了编辑把守真理之门的重要性。他在《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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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为主题：心理要素》一书中指出：“在科

学运动中，最被看轻的人，依我看，当数期

刊编辑了。编辑牵拽着科学的真正生命线，

并且在他的手中可能还掌管着一种思想和

一个人的命运⋯⋯，最终拍板决定刊登 ‘什

么’、刊登 ‘谁的’，是期刊编辑⋯⋯编辑能

以期刊版面为由，对初露端倪的研究势头

或扶 或压 ，对有 作为 的科 学工 作者 也一

样。很难使人相信，我们长期以来把真理之

门竟托付给在科技人员中如此少量而又如

此不被看重的那一小撮人身上”!"#。

“高明的仲裁人”是说编辑从审稿人的

批评意见中仔细斟酌文章的是非曲直，做

出明智的决定，一些编辑对审稿人的意见

采取折衷态度，对专家的一致看法可以毫

不理会，而另一些编辑则依据审稿人提出

的意见和从文章的是非本质来权衡利弊。

这说明，尽管同行专家审稿人可以选择多

位，也可以提出很多个相同的或完全不同

的意见，但最后裁定是否刊登的，还是编

辑。据此，也有对编辑特别令人刺耳寒心的

比喻，特别是在一些被退过稿的作者心目

中，编辑简直就像一个狭隘的、目光短浅的

和刻薄可憎的吝啬鬼。

编辑如同 “科学侦察员”或 “超级侦

探”，是说编辑要去发现尚属于遥远的重要

动向，努力使优秀人才成为自己期刊的作

者，并通过编辑过程去扶持他们。美国普渡

大学的 !"#$% &’ ()"*+,"$$在 -./. 年指出：

“我要争辩的是，编辑能促进其刊物的影响

的最重要举动是鼓励重要的论文投寄给本

杂志 ，否 则杂志 会无 人阅 读甚 至无 人写

稿。编辑应恰当地扮演科学侦察员的部分

角色，四处搜寻重要的新概念和稿件。我给

自己的杂志使用的一条普通策略是参加科

学研讨会，以期获得尚未刊登的有潜在优

势的重要论文”%。

把编辑喻为 “超级侦探”，始于 01)%*
2’ 3456"77" 等人于 -./8 年撰写的 《编辑的

艺术》一书。其中有“编审是超级侦探，他们

不断在稿件中搜寻线索，找出把平淡无奇的

文章变成史诗的关键”&。《纽约时报》9 :;"
<"=>)$6:+?"5 @ 编辑卡尔·范·安达 9 A4$$
B4#C#*4 @ 就是这样一位 “超级侦探”，他为

了搞清一篇稿件里的某个疑点而潜心研究

海洋图和天文公式，甚至连稿件中误用的

爱 因 斯 坦 公 式 都 能 予 以 纠 正 。D4B+* <4
(7;4# 博士对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编辑

0$4#E <# F"1G+#,"$ 对他的指导即莫齿不忘，

特别是在没有背景的那些领域中。我想一

定是一种神奇的交往本领。我永远不会忘

记坦率地给了我几小时指正的这么非常专

心 的 人 ” !"’ 。 A4$$ B4# C#*4 和 0$4#E <#
F"1G+#,"$ 可能是编辑的社会角色进化到最

高层次的典范了。要求编辑不要旁观，要进

入科学、身临中流测其力，导其流这一点，

还有更为精辟的说法，即美国著名编辑史

伯格 9 A;4$1"5C’ HI$4,J" @所说的：“今日一名

编辑的第一要务，乃是明白现实，他看到旧

文明倒落，新信仰的殿堂兴起，其中一些又

迅即崩溃，他不只是一个旁观者，坐在岸边

静观历史巨流的汹涌澎湃。他是在巨流之

中，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必须身临中流，试

着去测量它的力量，如属可能，还要指引它

流入深的水道。编辑每天所遇到的工作，是

在一片乱糟糟之中，提出合理的材料，使之

为人所能理解，致力引导舆论脱出迷雾，进

入清明思想的阳光。如果这是能够，责任的

确是极其沉重，也绝不是由其独立承担，编辑

必须觅求最好的意见、最好的消息来源”!"’。

这种编辑角色显然已进入一种出神入化的

最高境界，应是编辑追求的最高目标，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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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境界和目标显然要比 “杂家”的内涵和外

延要明晰得多。

六、结 论

! " # 编辑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或角

色，属编辑社会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杂家

说只讲杂，不讲专，只讲博，不讲约，概念模

糊，既找不到榜样，又很难通过教育环节实

现，从而使编辑知识结构的底层过于宽大，

以致无暇顾及专门性和高层次知识层的建

立，故缺乏科学基础，应代之以编辑家和编

辑学家。

! $ # 为人作嫁，甘当无名英雄的编辑职

业美德不能丢弃，但若要看懂别人的文章，

必须会写文章，故提倡编辑拿起两支笔，一

支为人作嫁，一支用来充实自己。

! % # 基于期刊审稿而产生的 “筛子”、

“转换器”、“锤子和铁砧”、“黑暗中的射击

手”等流行于西方的称谓，反映了在编辑六

艺之关键环节中编辑所扮演的角色，但对

这一环节的目标、价值、程序、如何改革、如

何在计算机上实现，仍有待做重大革新，届

时编辑的角色将会有新的变化。

! & # 关于编辑乃守门人、仲裁人、侦察

员和超级侦探以及编辑艺术家的比拟，深

刻反映了在科学进步、社会进步、时代进步

中编辑角色由杂家、裁缝、无名英雄等较模

糊的形象向较高级、较清晰形象进化的轨

迹，牵拽科学的生命线、身临科学中流测其

力、导其流等说法赋予编辑神圣的职责，也

使编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深刻变化，

应该是目前或今后相当时期编辑发展的最

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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