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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要善于“借力”

夏　登　武
《宁波大学学报》编辑部，３１５２１１，浙江宁波

摘　要　在对科研成果评判、扬弃、更新与组织传播过程中，编
辑要善于：向作者和审稿专家借“智力”，以获得阐释创新信息

的能量和增强内在的学术张力；向读者借“识力”，以优化编辑

创意和修正信息评判标准；向其他媒介借“传播力”，以扩大信

息传播的广度并提升信息服务能力。

关键词　编辑；智力；识力；传播力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ｅｆｆｅｃｔｂｙａｎｅｄｉｔｏｒ∥ＸＩＡＤｅｎｇｗ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ａｂａｎｄｏｎｉｎｇ，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ｉｔｏ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ｍａｋｅｔｈｅｂｅｓｔｕｓｅ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ｓｔｏａｃｑｕｉｒ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ｒｅａｄｅｒｓ，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ｅｄｉｔｉｎｇｉｓｔｏｂ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ｈｉｒｄｌｙ，ｂ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ｏｂｅ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ｄｉｔｏ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ｉｎｇｂ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３１５２１１，
Ｎｉｎｇｂｏ，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创新意味着对现有事物的超越，而人的认识总是

落后于现实的。编辑要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探寻真理

和规律，就要时时面对新思潮和新价值观的挑战。从

编辑自身的知识获得和构成来说，任何领域的知识领

会并不完全是经过专业培训所能获得的，更何况不是

所有的定型知识都能解决未知领域的问题，或可以阐

释不断发生的新事物；因此，在工作实践中，编辑要善

于“借力”来夯实信息判别和传播能力。

１　向作者和审稿专家借“智力”

　　科技学术期刊编辑立足于科学发展的前沿，对不
断创新的专业信息或研究成果进行组织、阐释和传播。

相对于作者和审稿专家来说，编辑对一切专业信息的

认知都是外行人，在专业研究和信息阐释方面远不如

作者和审稿专家；但由于工作性质决定了编辑可以不

断地向作者和审稿专家借“智力”，在工作中逐步提高

专业学识水平［１］。

１１　获得阐释新信息的能量　首先，编辑是以接受者
的身份不断接受作者的创新成果，如果把阅读稿件当

作是了解和学习新的研究趋向、观点或方法的过程，那

么，对作者的研究成果的认同和接纳，会加深编辑对前

沿信息的理解。这些“新”要素的积淀，会合成编辑思

维的创新元素，调整并完善自身已有的知识结构，激发

编辑的创新情感和创造意识，增强编辑对新问题的阐

释、判断和选择能力。其实，在以创新知识产品为特征

的传播要求的条件下，作者就是编辑的智能库。与智

能库里不同的人交流，能不断地获得新信息充实编辑

的“智囊”，增加编辑阐释新信息的能量。其次，编辑

对一篇稿件的判断和选择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即

编辑以一篇稿件为出发点，探究它的来龙去脉，会辐射

出很多知识信息，这种“蜜蜂采蜜”式的积累，虽然是

“广种薄收”，但能让编辑广泛涉猎大量的相关专业知

识，扩大编辑的知识面，进而提升编辑的专业认知和创

见能力。邹韬奋曾说过：“经验随闻见而增进，常识因

应用而愈深，日积月累，乃蔚成大器。”［２］

１２　增强内在的学术张力　请专家评审稿件是科技
学术期刊稿件选择的关键一环。由此，编辑可以获得

与不同的审稿专家共同讨论问题的平台，甚至与一流

的学术大师进行交流的机会。如果编辑善于倾听专家

的见解，在许多学术命题上，就能时时接受专家的“拨

云见日”式的启迪，感受来自学术前沿的新思潮。

这些新思维、新观念不仅能使编辑不断打破常规，

培养求新意识，增强内在的学术张力，而且能促使编辑

涉足新的学术天地，引领作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同

时，阅读审稿专家的评审意见，接受专家高屋建瓴式的

稿件评估信息，揣摩专家对稿件的判断角度和方式，也

不停地挑战着编辑的思维模式和价值标准，使编辑获

得既能“入得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学术视野。

因此，在工作中，向作者和审稿专家借智力可以使

编辑尽可能接受不断变化的世界，提升自身的应变能

力和发展能力，以吸收瞬息变化的新信息，判断稿件的

价值。反之，编辑如果不善于借“智力”，则很容易形

成一种麻木的学术心态，既不利于修炼内功，也不易于

积累外力，只能故步自封，甚至画地为牢，编辑稿件难

以达到升华之境。

２　向读者借“识力”

　　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价值进行判断与识别，是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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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编辑要在实践中修炼一种与时

俱进的识别和判断能力，以及时发现科研过程中的新

成果，或社会发展变化中的新趋势等，除了要靠自我提

升外，还需要紧跟读者需求，并从读者那里吸取营养。

２１　优化编辑创意　读者对于期刊的阅读需求是期
刊的价值所在和发展的源泉［３］。也就是说，编辑对价

值信息的识别和传播源于读者，也终于读者。

接受美学认为，文本的意义实现要靠读者通过阅

读对其具体化［４］。学术期刊的文本价值实现是读者

在接受与确认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学术素养去填补文本

的“空间结构”［５］。读者对文本价值的多层次、多视角

的解读，也是编辑个人无法企及的；因此，编辑了解读

者对文本价值的不同阐释视角，就能得知读者的阅读

需求和价值取向，把读者的价值取向收入自己的囊中，

不仅能有的放矢地判断“群疑待释”的问题，而且能提

升自己对信息的识别和发掘能力。同时，从读者对已

刊发信息的评价，去推敲各种信息能为读者解决什么

问题，或者满足读者哪些需求，及时分析读者对刊物的

认可程度，可以帮助编辑获得一些读者想知而未知、未

知而可知的东西［６］。

从读者群中了解读者对新思想、新技术、新问题等

相关前沿信息的追求，可以帮助编辑不断完善捕新目

标，指导编辑准确地判断是否具有潜在价值和实践意

义的稿件，明确编辑策划和选择目的，进而使刊物实现

提升和引领读者的功能。此外，任何文稿能被读者读

懂，读后有启迪、有收获，才是编辑传播的终极目的。

及时了解读者的阅读体验、阅读心理、阅读情绪等相关

信息，也是编辑完善信息设计和传播创意的基础。

因此，从不断求变的读者需求那里借点“识力”，

是编辑审时度势、调整编辑办刊思路、优化编辑创意、

明确办刊指向的有效途径。编辑前辈邹韬奋办刊时非

常注重“读者来信”，并把读者来信称之为刊物“真正

的维他命”。他认为，通过读者来信，编辑可以摸到一

点读者的“脉搏”［７］。注重向读者借力也是邹韬奋办

刊不断进步并受欢迎的一条宝贵经验。

２２　修正信息价值的评判标准　围绕读者群体的特
点和需求，编辑判断稿件的最大基准是“有没有意

义”。对“意义”的追问是以“读者”为目标来考量的，

即编辑对任何一个知识信息源的评价和选择正确与否

的终裁权是读者。

目前，科技学术期刊界对稿件的评审主要是强调

出版前的选择和评判，而对出版后的评估，主要是来自

数字统计层面的，如影响因子、被引总频次等，却较少

关注来自一线读者的反馈信息。如今，科技学术信息

发布呈几何级数增长，如此宽泛的信息面，不是几个审

稿专家或编辑所能完全涉猎的；因此，对一篇稿件的创

新观点或成果的评判，也很难做到没有“漏网之鱼”。

对于游离于审稿专家、编辑评判之外的“伪学术”

创新，数字统计层面很难反映，往往只能通过读者才能

识别。“诗无达诂，文无定评”的现象由来已久，读者

对文本的阅读不一定完全顺应作者的文本意义，对文

稿的评价也不一定完全认同编辑和审稿专家的评价标

准。收集并分析读者对作者的观点或认同，或质疑，或

反对等反馈信息，能激发学术批评和争鸣，增强学术互

动和交流，促使编辑不断地反思自己的选择与判断效

果，修正自己的选择目标和方式，获得更强的检验力。

因此，编辑要善于创造不同的交流平台，实现与读

者“零距离”的沟通：或针对编辑的策划思路，设置相

关主题来激发读者发表意见和看法，或定期以多种方

式召集读者聚会，集思广益，等等。

从广泛的读者群里借“识力”，是编辑不断检验自

己的正误，调整内在的价值评估体系的重要方式。

３　向其他媒介借“传播力”

　　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不同媒介在传播信息方面
彰显不同的功能。虽然一个编辑基本上仅掌握一种媒

介编辑技术，并根据媒介性质组织和传播信息，但在读

者需求多元化的时代里，读者获取信息的手段迅速而全

面，单一媒体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各种媒体相互渗透

和合作已成为出版界的趋势；所以，现代传播环境下的

编辑，在开发一种媒介传播信息的基础上，还要善于向

其他媒介借“传播力”，为读者提供最新资讯，或对传播

的信息进行深度解读，让读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３１　与大众媒体合作，增强信息传播的广度　科技学
术期刊承载着传播科学研究发展的前沿性、原创性等

信息的功能，一直以“曲高和寡”和“专业性”自居；但

是，任何科研成果都与人类社会的生活需求息息相关，

所以，这些成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通俗易懂的表达

方式让公众了解，则具有扩大影响力、提升作者与刊物

的知名度、引领公众对研究成果信息的关注、提升公众

的科学素养等价值［８］。

美国自独立革命到建国初期，伴随着当时美国日

益活跃的科学活动，美国最早的国际科学家本杰明·

富兰克林积极地发挥报纸功能，广泛地传播科学技术

信息，促使科学走出象牙塔，实现了科学与大众的对

话。当时的科技信息传播已成为美国民众智性觉醒和

科学活动的兴盛的原动力之一［９］。

因此，编辑在制作和传播传统的学术信息的同时，

要善于开发并利用报纸、网络和电视等大众媒体功能，

借用大众传播平台，从严谨、规范的学术信息中提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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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具有新闻价值和推广价值的素材，实现不同媒介间

的互动与共赢，扩展信息的传播范围，冲出科技学术期

刊“读者面窄”“信息太专”的樊笼。

３２　开拓多样化的传播路径，提升信息服务的便捷性
　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术期刊在创建自己网络平台的同
时，分别将纸媒文本信息移至清华同方的中国知网、重

庆维普资讯公司的中国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数

据库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用户方便、快捷地获

取原始文献的需要，但是，多种媒体间的互动或资源整

合尚未引起出版界的足够重视。

大多科技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仍停留在传统的纸

媒出版状态，在网络化方面仅扮演资源提供者的角色，

缺乏开拓新媒体出版业务的动力［１０］。虽然大多数期

刊拥有自己的网络平台，但内容单一，信息更新慢，或

仅实现了网上投稿、评审等程序，没能为作者、编者和

读者提供一个真正的信息互动空间。即使傍靠国内几

家权威的数据库，提高纸媒文献的利用率，可是庞大的

数据信息也无法彰显期刊信息的个性服务特色。

随着数字化出版的发展，科技学术信息的多元化

传播渠道、快捷的传播速度和便捷的信息服务将是未

来期刊生存与发展的角逐焦点。为了适应期刊网络化

的需求，编辑要善于利用网络等传播媒介，提高信息采

集、传递、处理、再生和利用能力，实现信息的多层次开

发和多渠道传播与互动。积极利用自己的网站，宣传

自我信息和展示自我形象，同时，对相关学术领域的研

究热点、动态或主要成果作深度归纳和剖析，对作者信

息或其他相关信息作多元化传播，使之成为信息内容

发布、品牌推广、读者服务的综合平台［１１］。

在国外，科技期刊网站的内容往往是最新的，其刊

载内容的数量及速度远远超过了纸质期刊，内容随时

更新、补充，甚至已完全脱离纸质期刊［１２］。在我国，创

刊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家庭医生》，在新的传媒环境
下积极开发多种媒体的传播路径，先后投资“家庭医

生在线”引领数字化出版的先锋，开展家庭医生的新

媒体运营，与中国移动合作，开发出多种基于彩信、３Ｇ
网络等手机媒体新技术的健康媒体服务［１３］。

由此可见，开拓多样化的传播路径，提升信息服务

的便捷性，是现代编辑挑战传统编辑技艺和应对新媒

体环境的立足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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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高美风，李谦，王研．我国科技期刊的网络化运营方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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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主要计量指标（１９４６种期刊）
　　（为便于比较，在“［　］”中列出了２００９年版（１８６８
种期刊）发布的指标。）

　　１）总被引频次：９１３次／刊［８０４次／刊］，≥２０００次的
期刊共有１８５种［≥１０００次的４４７种］。
２）影响因子：０．４５２［０．４４５］，≥１的期刊共有１１７

［１２３］种。
３）即年指标：０．０５７［０．０５５］，１０６［１０１］种期刊为０。
４）基金论文比：０．４９［０．４６］，≥８０％的期刊共有

３８３［２８７］种。
５）海外论文比：０．０２［０．０１］，≥０．２的期刊共有

３９［１８］种（其中３２［１５〗种英文期刊）。
６）他引率：０．８２［０．８１］。
７）平均作者数：３．７１［３．６６］人／篇。
８）参考文献量：３０２８［２７２８］条／刊。
９）平均引文数：１２．６４［１１．９６］条／篇。

（凌　彤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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