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年 月

第 卷 增刊
陕西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也谈学报编辑学者化

卫 玲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

高校学报是高层次的学术刊物
,

它立足高校
,

及时反映 各学科的教学科研成果
,

组织开展

学术争鸣
,

传递科技文化信息
,

显示 出各学科各专业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实力
,

代表一个学

校的科研水平
。

高质量的学报既可以成为校内
、

校际乃至国际 间学术交流的载体
,

又可以提高

学校的声誉和知名度
。

基于学报的特点及其作用
,

学报编辑应具备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
。

学报编辑到底应具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呢 有人认为
,

编辑应该是一个上知天文
、

下晓地

理
、

无所不知的
“

杂家
”、“

文字匠 ” 。

对于综合性的社会期刊来讲
,

由于其专业性
、

学术性不强
,

所

强调的是社会性
、

通俗性和知识性
,

要求编辑具有广博的知识面
,

而作为高校学报编辑则不然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
,

各学科相互渗透
,

学科分支越来越细
。

再加

上电子计算机等研究手段和 系统论
、

控制论
、

模糊论等理论在 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广

泛运用
,

科学研究越来越向纵深方向发展
,

科研成果层出不穷
。

而高校是重要的科研机构
,

高校

学报的稿件又多 系科研学术论文
,

专业性强
,

学术水平也较高
,

不是内行几乎就没有发言权
。

对

此类稿件的取舍及修改
,

绝不只是纯文字的加工润色
,

要求编辑必须对该论文所涉及的专业知

识有一定深度的研究
,

对该领域的发展状况有一定了解
,

并在此基础上
,

理清其逻辑结构
,

鉴别

其学术价值
。

所以
,

作为学报编辑
,

必须具备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
,

并不断地进行更新
、

充实
、

完

善
,

走专业化
、

学者化的道路
。

编辑 自身学者化
,

才能更好地同作者
、

审稿人这些专家
、

学者交换

意见
,

才能确切了解该专业的研究热点
、

新观点
,

才能具备鉴别能力
,

从众多稿件中发现有价值

的文章
,

经过加工
、

处理和雕琢
, “

去粗取精
,

去 伪存真
,

调整充实
,

润色修饰
” ,

更臻完美
。

这对于

提高学报的学术水平是十分重要的
。

怎样建立学者型编辑的知识结构呢

要当专家
,

首先
,

要在工作中甘当学生
,

虚心向作者请教
。

作者大都是在某一领域有相当的

研究并有独特创见的专家
。

编辑处理稿件时
,

遇到 自己不熟悉的专业问题时
,

切忌不懂装懂
,

应

虚心向作者请教
。

这样不仅有利于对文章的审读和加工处理
,

改其当改之处
,

更能使编辑在专

业知识方面有所长进
。

这种干中学
、

学中干的方法是十分可行的
,

也为以往许多编辑的实践所

证明是有效的
。

正如著名出版家邹韬奋所说的
“

且做且学
,

且学且做
。 ”在实践中学习

,

在学习

中实践
,

学习
、

实践
、

再学习
、

再实践
,

如此循环往复
,

不断提高
。

此外
,

在工作过程中
,

编辑还应重视信息积累
。

读者希望并要求学报所登载的论文能反映

学科发展的趋势和最新动向
,

并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和突破
。

编辑要能初步鉴审或准确评价这

些文稿
,

首先就得了解这些学科体系及 各分支学科 目前的发展状况
,

清楚哪些是前沿课题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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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间题
。

因此
,

编辑应不断地翻阅国内外有关的学术期刊
,

并积极参加相关学科的学术讨论会
、

报告会
,

广泛接触各种人才
,

采他山之石
,

取众人之所长
,

这对于巩固
、

提高编辑的专业知识水

平大有益处
。

编辑也是学有所长的人才
,

社会经济发展对编辑有了更高的要求
。

编辑不仅仅要当
“

甘愿

年年压金线
,

为他人做嫁衣裳 ”的
“

无名英雄
” ,

默默无闻地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
,

也应该结合

专业知识进行研究
,

拿出科研成果
。

在 日常工作中
,

编辑通过审读稿件能接触到大量的学术信

息
,

有机会结识专家
、

学者
。

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

在原专业基础上深化
,

进行学术研究或结合

日常编辑工作
,

在编辑学理论
、

编辑学史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

多年的编辑工作使得编辑大都具有较扎实的文字功底
。

因此
,

在从事科研的过程中
,

编辑

可以拿起第二支笔
,

撰写论文乃至著书立说
。

这有助于编辑学术水平的提高
,

对学报的编辑工

作也有积极作用
。

第一
,

可获得编研结合
、

编研相长的效果
。

编辑在进行科研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
,

会进一步

主动地学习专业知识
,

有 目的地收集学术信息
,

并积极地接触学术界
,

参加学术研讨
。

这有助于

了解学术动态和联络作者队伍
,

也能使编辑更加得心应手地鉴定文章的价值
。

第二
,

写作体现着一个人的综合水平和综合能力
,

编辑总绍其学术研究成果
,

撰写学术论

文
,

这是对其专业知识和业务知识的深化
、

扩大和提高
,

也是衡量编辑学术水平的重要尺度
。

第三
,

编辑著书立说
,

有了当作者的亲身体验
,

就能体会到科
一

研工作和撰写文章的甘苦
,

才

更会尊重作者的劳动
,

不致于任意否定
、

任意删改文章
,

从而在加工处理稿件时字斟句酌
、

精益

求精
。

著名作家 巴金在谈及当年的编辑工作时说过
“

有权不必滥用
,

修改别人的文章不论大删

小改
,

总是征求作者的同意
。 ”只有真正地尊重作者 的劳动

,

才能使编辑与作者的关 系更加融

洽
,

而这对于建立一支庞大
、

优秀
、

稳定的作者队伍乃至保证学报 的稿源和学术质量都是十分

重要的
。

第四
,

编辑经常练笔
,

可以提高 自己的文字修养
,

克服眼高手低的弊病
。

编辑文笔畅达
,

则

为审阅
、

修改和润饰稿件打下了基础
。

提倡编辑学者化并不排斥博览群书
,

博学多才
。

鲁迅先生曾说过
“

博学家的活多浅
,

专门

家的活多悖
” 。

作为学报编辑
,

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
,

以专为主
,

以杂为辅
,

以辅促主
,

在拥有广博的知识面和扎实的文字
、

编辑功底 的同时
,

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
,

成为一专多能的

学者型编辑
,

唯有如此
,

在处理稿件时才能真正做到取之有理
,

弃之有据
,

改之有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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