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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学术期刊编辑的角度，探讨编辑在阻击学术伪劣产
品、培育“学术土壤”的工作中应承担的历史重任，以期为我国

“学术土壤”的整饬提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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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术土壤”，顾名思义，学术生长之地也，指

的是培育、承载、养护学术研究的氛围和环境。

当前我国的学术氛围，从整体上讲尚未建立健全

学术评价标准和机制，导致研究者大多在应激状态下

从事研究，长期处于心理焦虑当中。从微观上看，存在

着部分学人不重原创、急功近利、剽窃他人成果的现

象。这不但使学术研究这一本应潜心伏首、殚精竭虑

的高级智力活动变得日益浮躁和浅薄，也使得我国整

体的学术水平难以有质的上升，与我国日益提高的国

际政治经济地位不甚匹配。培育学术土壤是个宏大

的、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命题，既有赖于制度的建设，也

有赖于诸多个体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我们所处的时代“呼唤大编辑的出现”［１］，编辑不

一定是知识的创造者，但他们一定是人类智慧传承并

繁荣的链条上重要的守护者。编辑因应着自身的职责

和读者的渴望，成为读者精神世界的“守门人”，他们

谨慎开启的一扇扇通往知识殿堂的大门所呈现的，必

当是充满智慧和真诚的人类思想精华。学术期刊编

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国科研成果和人文精神的守

护者和捍卫者，应主动分担培育我国学术土壤的重任。

学术土壤是各领域学者创造原创性的优质产品的地

方，然而目前我国的学术土壤受到学术腐败等“病毒”

的严重侵袭，呈现“学术造假狼烟四起”的局面［２］。

本文试从学术期刊编辑的角度，探讨编辑在阻击

学术伪劣产品、培育“学术土壤”的工作中应承担的历

史重任，以期为我国“学术土壤”的整饬提供有益的

思路。

１　学术伪劣产品与编辑的防范策略

　　继清华［３］、北大［４］、同济［５］、上海交大［６］等著名学

府卷入“学术造假”风波之后，２００９年２月，以浙江大
学中医学院博士后贺海波为第一作者，牵涉中国工程

院院士在内发表在国际期刊的论文造假事件，使人们

又一次直面学术伪劣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的恶劣

影响和危害［７］。“如果造假的惩罚成本和风险概率不

够大的话，人们在丰厚的名利引诱面前，往往置道德不

顾而冒风险去造假。”［８］李怀祖教授对“学术造假的利

益链解耦”，一语道出学术造假者的心理动机。

贺海波事件是否会引发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制

造”论文的恐慌，我们不得而知，但国际期刊必将大大

加强对中国学者论文的审查力度，而学术投机者极有

可能将其造假阵地转移国内，为国内期刊编辑的工作

带来挑战。学术期刊编辑应当努力使学术造假者的投

机风险概率最大化，将危害学术土壤健康的“学术病

毒”消灭在萌芽之时。有关学者已经就学术反腐和应

对学术造假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９１２］，在此主要强调

期刊编辑在实际工作中应重视的几个方面。

１１　时时高悬“质疑之剑”　“质疑”是阻击学术伪劣
产品的重要武器，高悬“质疑之剑”将对学术造假者造

成极大的心理震慑作用。

第一，消除“作者文责自负”等思维误区，“坚持编

辑工作在出版工作的中心地位，坚持对稿件质量的严

格把关”［１３］。

第二，树立对所有作者一视同仁的工作态度，不要

被某些造假者声名显赫的学术头衔和光环所迷惑。贺

海波所在的课题组由院士牵头，论文还分别标注研究

经费得到国家９７３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支持，正
是这些光环麻痹了多家国际期刊的编辑，对伪劣学术

产品予以轻松放行。国内期刊编辑也应吸取这一深刻

教训。

第三，承担“反方专家”的角色。唐安国教授曾提

出，科研成果鉴定需要“反方机制”［２］，编辑在很大程

度上扮演着以论文为表现形式的科研成果的鉴定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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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应当好反方专家，即使是评审专家已经通过的论

文，也要敢于挑战权威，不放过任何一个有问题的

问题。

１２　努力提高甄别能力　“甄别”是阻击学术伪劣产
品的关键环节，甄别能力也是学术期刊编辑核心竞争

力的构成要素之一。

第一，在组建评审专家信息库的同时，组建作者信

息库，把相关领域作者的学术背景、研究方向以及已发

表的所有论文收集在内，可以有效识别论文是否属于

改头换面之后的一稿多投，构建作者信息库也为编辑

策划组稿提供了信息资源。

第二，养成随机抽查的习惯。可以随机抽取有发

表意向论文中的某几句话或某些数据，输入网络搜索

引擎，查找是否有雷同文献。国内目前开发出的科技

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ＡＭＬＣ），以《中国学术文
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可检测抄袭与

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

文献［１４］。

第三，对参考文献和引文进行核实。文稿内容是

否正确标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稿是否抄袭剽窃之

作。有些编辑出于节省版面的目的，甚至把作者附列

的参考文献删除［１５］，这本身就有把作者推向抄袭剽窃

者行列的危险。编辑需特别防范那些在引文及参考文

献的标注方面错漏较多的论文，因为这至少反映出作

者的学术研究态度不够严谨。

编辑不仅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对学术产品的质量监

督工作，还要有自我剖析的精神。如果自己所负责的

稿件发表后被证实是抄袭之作，要敢于承担责任，及时

刊登道歉声明，并协助相关部门严肃处理作者的造假

行为。

２　原创精品与编辑的开发意识

　　我国有数量庞大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及学生，
涉及数量众多的领域。学术研究的实质是在总结前人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原创性的理论和观点，或作出

前人未提出的重大发现。学术研究是人类较为高级的

思维活动，需要大量的认知投入和努力；人类从事学术

研究活动的最高层次的动机是自我实现，即在肯定自

我价值的基础上经历成功的“高峰体验”：“当问题迎

刃而解时，当通过显微镜看到的事物突然完全不同时，

他（科学家）为那荣耀的一刻而生。”［１６］

但是，我国目前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不太完善，

导致大多数学术研究者都是在重重压力之下进行科研

工作的，而且研究成果多数跟评职称、获奖励等利益挂

钩，使得研究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动机严重扭曲。他们

长期处于心理焦虑状态，容易急功近利，难以创作出原

创的学术精品。另一方面，学术期刊编辑每天需面对

几十篇甚至上百篇作者为评职称、完成学业等目的而

发来的稿件，为区分良莠花费了大量时间；而编辑工作

通常是为作者做“嫁衣”，自己很难体会到成功的喜

悦。作者的焦虑与编辑的冷漠，使得在学术土壤上耕

耘的这２个最重要的主角处于异化的关系当中，最终
将导致学术土壤的干涸。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需要重

新审视自身的职业生涯，视培育学术土壤为己任，与作

者建立和谐的关系，把开发原创性的学术精品作为自

己的工作重点。

２１　尊重作者，给予作者共情式的理解　尊重作者，
首先表现为对作者作品的尊重。互联网时代，作品往

往被异化为网络虚拟空间的电子符号，编辑通过对这

些符号进行扫描来对作品进行判断。这种判断属于纯

认知层面的，编辑很可能因职业倦怠、时间紧迫等原因

而作出错误判断。如果编辑认识到，每一篇论文的背

后是作者数月或多年研究心血的积累，是许多个日夜

冥思苦想的结果，就不会在审稿时仓促作决定，而是在

审稿专家的帮助下，多提出修改意见，由此培育新的学

术资源。

尊重作者，还表现为与作者温馨的互动交流。作

者投稿之后，往往需要等待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知道是

否能够发表。如果编辑因处理稿件过多而难以一一回

复的话，可以在统一的回复模式中加上几句温馨的话

语，如“感谢您的辛勤劳动”“谢谢您对我们刊物的信

赖”，等等。作者在感受到编辑的真诚之后，会多一些

耐心来等待。

尊重作者，最终表现为对作者给予共情式的理解。

共情式的理解是高级水平的理解［１７］，是指编辑能够体

会到作者的焦虑心情和热情期盼：在处理稿件时做到

迅速、认真，同时，能够体会到作者完成研究工作时的

喜悦；在改稿时不轻易滥用自己的权利，而是认真细致

地核对每一处有疑问的地方。

一个工作态度认真的编辑会赢得作者的尊重，即

使文章不能发表，他们也会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们不

会心浮气躁地把一篇文稿到处投放，也不会通过胡乱

编造来生产批量论文。编辑的严谨与认真会在潜移默

化当中传达给作者，使他们养成严肃做学问的好习惯。

这将为培育健康的学术土壤打下坚实的基础。

２２　走在学术前沿，主动开发学术资源　学术期刊编
辑视域的宽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选定文章质量

的高低。如果编辑自身的学术知识过于片面，很容易

错过原创性的稿件，甚至将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稿件

拒之门外。编辑如果缺乏主动性，只是被动地接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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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稿，就很难与高水准的作者相遇，共同打造学术

精品。

新时代的编辑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学术圈，中

国的学者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融之中成长

为国际化的学术人才。编辑在完成自己编辑工作的同

时，也应时时提炼自己的学术才能，争取成为某一学术

领域的专家；还应把每一次审稿的机会当成学习的机

会，争取成为对学术领域的多个层面都有所了解的通

才。把自己打造为走在学术前沿的专业人才之后，编

辑就具备了与专家平等对话的资质和机会，不会走入

迷信权威的怪圈。

与某些学者和学生为完成学业、评职称等而不得

不赶制平庸之作、广种薄收的现状相对应的是，还有一

些高水平的专家和学者已经超离了世俗的压力，以做

研究为快乐。他们的成果往往充溢着真知灼见，但因

无发表的压力而迟迟难以面世。编辑应具备学术的敏

感性，以搭建优秀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为己任，

主动出击，以求贤若渴的精神去感动作者，共同为培育

健康、优质的学术土壤而努力。

３　编辑：知识与人文精神的守望者

　　编辑工作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在人类文明的传承
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穿越几千年时空而跃

入读者视野的《诗经》［１８］《尚书》《论语》《道德经》，还

是现代不胜枚举的各种期刊、读本，雅俗共赏中离不开

编辑默默无闻的奉献与投入。鲁迅、巴金等文学大师

也曾甘为人梯，投身编辑出版事业。编辑在反思自我

价值之时也应把编辑工作视为一种事业，而不单纯是

一门赖以谋生的职业，应始终牢记自己作为文明传承

者的历史使命，以热情和积极的态度迎接每一次的

挑战。

２１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在浩如云烟的信息迷
宫中，人们很容易迷失方向。人们掌握的是知识，还是

仅仅是毫无价值的信息垃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

辑的辛勤工作。在 Ｇｏｏｇｌｅ搜索引擎上输入“信息”一
词，共有８．５４亿个搜索结果，而以“信息”为题名在中
国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进行搜索，获得的结果立即缩

小为４４万多个；因此，编辑精心选择和加工学术产品，
可以为徜徉在信息海洋中的读者提供导航。如果编辑

不能牢记自己作为信息导航者的角色，很有可能把自

己宝贵的时光耗费在重复、抄袭、仅仅堆砌信息的平庸

作品之上，辜负读者的期望与信任。

当自以为高明的学术造假者遭遇态度严谨认真的

编辑，当焦虑不安的年轻作者遭遇能理解其急迫心情、

予以善待的编辑，当秉承学术自由精神的学者遭遇真

诚为学术而奉献的编辑，我们的学术土壤就能得到净

化，受和谐之风吹拂，被原创性的精神财富滋养。为培

育健康的学术土壤而工作，应当是每一个编辑终生追

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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