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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格缺失及其对策

崔玉子　　韩长友
《延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１３３００２，吉林延吉

摘　要　编辑人格缺失阻碍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影响学术创
新的热情。当前主要表现为：不学无术，不思进取；屈从权威，

缺少独立；自视优越，膨胀傲气；道德迷失，行为失范。文中对

编辑如何塑造独立人格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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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是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

结构组织，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影响人的外显和内隐行

为模式的心理特征［１］。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时间

和地点，人格都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使之

具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心理品质。编辑人格是编辑

在编辑活动中形成的思想意识、智能结构、道德情感、行

为方式、尊严等的内在表现。对于编辑人格独立的意义

已有作者进行了阐述［２４］。近年来在编辑实践中我们发

现，一些学术期刊编辑在办刊过程中出现人格缺失，甚

至扭曲，这一不良现象如果蔓延下去，必然阻碍学术期

刊的健康发展，乃至学术创新的热情，值得警惕。

１　编辑人格缺失的表现

　　１）不学无术，不思进取。当今社会已步入知识经
济时代，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学

习已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鲜明的标志。作为站在各种知

识、信息前沿的学术期刊编辑，能否始终主动学习、终身

学习，不断提高知识素养和能力，能否把最新、最好、最

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及时传播出去，不仅是编辑自身

价值的具体表现，也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客观要求；然而，

有些编辑面对时代的变化、知识的更新却显得很不适

应，缺乏积极主动学习和进取创新意识，思想意识陈旧，

知识结构老化，对出版中出现的新技术、新理念、新知识

不是去主动学习，而是存在排斥和恐惧心理，甚至得过

且过，编辑能力已不能胜任现代化的编辑工作。

２）屈从权威。权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
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５］。学术权威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在学术研究和期刊的运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

易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权威存在的合理性是绝对

的、可以不被怀疑的。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学

技术的重大进步，都是对权威的挑战和否定，一味盲从

权威，人类只能是故步自封；然而，由权威所产生的思维

模式和行为准则，常常使一些编辑对学有所成的学者、

专家怀有仰之弥高的心理，不能以怀疑、批判的思维对

待他们的稿件，不愿对稿件作深入的斟酌或推理，有时

即使发现了某些明显的错误，哪怕是标点和符号上的错

误都不敢相信自己，造成初审质量不佳。此外，屈从心

理还表现在对专家审稿人和上级领导的简单盲从，工作

缺乏主见和能动，亦步亦趋，编辑主体意识消失。

３）傲气与霸气。随着我国近些年来从事研究人
数的不断增加，研究生队伍的不断扩大，以及人才评价

体系、论文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大多数高校和科研院所

把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晋升职称、提高待遇的重要标

准。尽管我国已拥有众多的学术期刊，但就目前的状

况来看，发表学术论文仍然处于供需紧张的买方市场。

这一供需矛盾使得编辑产生职业地位的 “优越”感，进

而心里失衡和膨胀，产生凌驾他人之上的傲气，有些编

辑甚至权力异化，霸气十足，损毁编辑形象。

４）道德失范。市场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空前地调动了人们对物的欲望，

有的编辑经不起诱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

拜金主义思想膨胀，导致编辑社会价值取向紊乱，道德

失范。主要表现在：编辑职责淡漠，工作浮躁；用稿不讲

原则，优亲厚友；只顾经济利益，不讲社会效益。这些致

使“人情稿”和“关系稿”不断，期刊质量下降，学术风气

败坏，甚至出现见利忘义，权钱交易等违规、违法现象。

２　编辑人格独立的塑造

２１　增强学习意识，不断提高知识素养和能力　构建学
习型社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学习型社会的一个

主要特征就是人人学习、时时学习、主动学习、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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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不是直接取决于物质性的资源、资本

和硬件的数量与质量，而是主要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

的生产、积累、扩散、利用和能量的释放［６］。有资料表明，

即使一个人接受了大学教育，他所学的知识也只占他一

生所学知识的１０％，其他９０％的知识是依靠本人终身不
断地学习或接受外界教育而获得的［７］。在知识激增的今

天，知识更新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加快，不学习必然会

被时代所抛弃。学术期刊编辑工作处在各种知识和信息

的前沿，又涉及众多学科，编辑不学习就难以甄别论文内

容的真伪、价值的大小，就难以及时、快速地将各种新知

识、新方法、新成果和新技术传播与推广。

同时，编辑出版的理念、手段、方式也在不断发展

和变化，编辑如不始终处于一种学习的状态，就无法把

握期刊发展的脉搏，难以胜任现代化的编辑出版工作；

因此，编辑只有增强学习意识，主动学习、终身学习，努

力提高知识水平和能力，才能把最新、最好、最有价值

的成果传播出去，实现编辑自身的价值。

２２　强化编辑职责，提高编辑主体意识　主体是指具
有思维、认识能力的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编辑主体

性就是编辑主体在编辑实践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

本质属性，也就是编辑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

主性［８］。我们清楚地看到，知识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国家

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力量。知

识创新不仅与广大学术研究者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而

且与编辑的劳动也密不可分，知识的传播、知识的创造、

知识的加工和知识的应用都依赖于编辑主体的支持。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的社会，想要成为一流的科学
大国，就必须有一流的学术队伍，就必须有一流的学术

期刊。我们看到，我国的学术期刊出版事业尽管有了

长足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大多数期

刊仍然处于一种“散、小、弱”的状态，这也就决定了我

国学术期刊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而且，随着我国加入世

贸组织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我国期刊面临的市场

竞争会更加复杂和激烈。目前，国际出版巨头已开始

进入我国市场，以其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办刊理念正

在抢夺我国的期刊市场，对我国期刊形成了巨大的挑

战；因此，编辑应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充分发挥编辑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

性，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把我国的期刊事业做大做强。

２３　加强道德建设，提高人生境界　道德是在一定的
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之

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编辑的职业道德，从观念

上说是建立在对编辑出版这个职业所承担的社会义务

和社会责任这种道德认识的基础之上的，由此逐渐形

成有关编辑职业道德的种种道德情感，如荣誉感、义务

感、羞耻感等，逐渐形成编辑的职业良心，逐渐形成一

种自觉的道德行为［９］。我们也应当看到，道德观念作

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

上，并受其左右和支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人

们对物的欲望被充分调动起来，学术期刊编辑也不例

外，如果不加强职业道德的操守和自律，极易导致私欲

膨胀，社会价值取向紊乱，人格扭曲，出现道德失范的

种种不良现象，损毁编辑形象，污染学术风气。

道德作为人格的核心部分，道德的高低自然是衡量

编辑人格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当前加强编辑道德建设、

提高人生境界，对编辑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自身行为、端

正学术风气、发展期刊事业都有着其极重要的作用。众

所周知，道德观念一旦形成，就变成支配人们思想和行

为的强大力量，良好的编辑道德风尚一旦形成，编辑就

能够自重、自省、自警、自律，自觉抵御种种不良诱惑，展

现出品德高尚、甘于奉献、正气浩然的人格魅力。

３　结束语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编辑在实践工作中必然
会受到来自观念的、传统的、利益的、组织的等社会环

境的影响，加之出版环境的特殊性，人情的纠缠，物质

利益的诱惑，往往容易使编辑主体意识缺失，人格的构

建受到不良影响。良好人格的塑造不仅需要编辑自身

努力和实践，也需要期刊组织为之提供良好的环境，使

编辑乐于守业、敬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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