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１０２
２３（１）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科技期刊编辑应做好７个“Ｊｉｎｇ”
徐　　敏

《空军工程大学学报》编辑部，７１００５１，西安

　　从事编辑工作２年来，我切身体会到编辑工作不
为人知的辛劳，也深深感受到辛劳过后的成就感与满

足。“要做一个好编辑”这个信念牢牢扎根于我的内

心。编辑部里老编辑们的多年经验和言传身教，同事

们平日里的热烈讨论和摸索实践，使我对“编辑”这个

岗位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如何在这一领域实

现自我价值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用７个“Ｊｉｎｇ”来阐
述自己对编辑素质的理解及领悟，以此作为自我勉励

的座右铭。

第１个“Ｊｉｎｇ”是“敬”，也就是责任意识。作为一名
科技编辑，最重要的莫过于对科学的敬畏。科学是个神

圣的殿堂，容不得一丝玷污。作为读者和作者之间沟通

的桥梁，“尊重科学，崇尚真理”是科技编辑要传达给读

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

的，首先，在编辑内心就要有一个标尺，不仅衡量文章中

的科学性，做到“不唯书、不唯古、不唯权威”，勇于和善

于发现、挖掘创新思维，还要摒去文章之外的“潜规则”，

这也是对编辑科学的尊重，对编辑这个职业的尊重［１２］。

同时，“敬”也包含对作者和读者的态度。要敬畏

科学，就要本着“真诚，服务”的宗旨去处理同作者和

读者的关系。编辑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重要桥梁，服

务作者，是为了更精准、更及时地传递科学研究成果信

息；服务作者，是为了更全面、真实地收集反馈意见，了

解相关领域的反响，准确把握研究趋势和动向。无论

是哪一种交流，都是出于“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初

衷，良好的服务意识，会使编—作—读３方相得益彰，
在一个融洽和谐的氛围中共同进步。

第２个“Ｊｉｎｇ”是“精”，也就是精品意识，指编辑在
其编辑活动中，以提高刊物内在质量为中心，以取得最

佳的社会效益为目标的一种自觉的、积极的、不断追求

的进取意识，达到思想精深，学术精湛，制作精美［３］。

刊物以质量谋生存，以创新求发展。一个编辑要始终

追求精益求精，树精心态度，做精细工作，出精品成果。

一个好编辑应具备优化的知识结构，比如 Ｔ型、π型、
三足图钉型，等等［４］，既要博学广记，又要学有专长，

尤其是应该具备对所编辑文章相关领域知识的基本了

解，这样才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只有具备了专业素

质包括学术鉴别力、专业理解力和专业洞察力的科技

编辑才能为期刊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精”是编辑业

务学习的一字诀［２，５６］。

第３个“Ｊｉｎｇ”是“静”。所谓“静以修身”，比修身
更重要的，实际在修心，修炼的是从喧嚣中沉淀内心的

功夫。如果不是亲身体验，谁能知道一本本油墨飘香、

工整精美的期刊出版背后，是十分繁杂琐碎的工作呢？

收稿、审查、修改、与作者专家沟通、加工整理、校对、排

版、作图直至出版，这个过程环环相扣，紧凑有序，任何

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下一项工作的顺利进

行，任何一个步骤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都会直接关

系到文章的编校质量。编辑是一个考验耐心、细心和

恒心的工作，容不得一点马虎大意和疏漏。一言以蔽

之，就是要静心。心静自然就把外界的纷繁干扰挡在

心门之外，六根清净才能一心为学，踏踏实实才能把好

编校质量关。浮躁和急功近利在这里都是行不通的，

要“精”，则必要“静”。

第４个“Ｊｉｎｇ”是“净”，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两袖清
风。社会上有很多的潜规则，各行各业概莫能外，编辑

领域也存在着人情稿、权力稿的现象。这些不正之风

大则玷污了科学的尊严，错误地引导了学术研究，小则

危害文章的质量，继而影响到刊物的声誉，造成恶性循

环，是刊物发展的大忌，也是个人成长的大忌；因此，坚

决杜绝钱稿交易，刹住歪风邪气，抵御种种诱惑，是坚

守编辑职业操守、捍卫个人道德底线的首要任务［７］。

诚然，编辑也是正常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但

是，既然选择了这一份堪比教书育人的园丁的神圣职

业，就必定要尽自己的努力，维护科学的尊严。“欲编

文，先做人”，试问一个连人品都有瑕疵的编辑如何从业

呢？严于律己者，其文风必严谨；放任自流者，其编文必

悖谬，人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的文品。

“精”“静”“净”是从微观层面进行讨论的，它们

强调的是编辑的个人修养。从宏观层面讲，则需要注

重编辑个人与外界的交流与互动，强调一种学习意识。

第５个“Ｊｉｎｇ”是“镜”，取其“以人为镜知得失”的
意义。内省固然重要，但没有借鉴也是不够完整的。

以历史为镜，以他人为镜，知己之得失成败。比较是横

纵双向的：与同类期刊横向相比，取其精华，师其长技，

针对自身不足，制定出整改措施；与过去纵向相比，总

结经验教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时刻保持警醒和谦

恭，对编辑自身进步和刊物长远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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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期刊间的相互比较外，编辑之间的相互学习

更加重要。比较期刊是大处着眼，编辑互比就是小处

着手。要在编辑业内兴起“见贤思齐”的自省和学习

风尚，积极向比自己能力强、经验丰富的高手学习取

经，缩短差距，达到自我提升［８］。

第６个“Ｊｉｎｇ”是“竞”，就是竞争的本义，与同类编
辑间业务的竞技，与同类刊物影响和水平的竞争。竞争

产生出发展的动力，带动共同的提高与进步；因此，要积

极倡导编辑之间、刊物之间的比赛，竞业务，竞质量，把

人浮于事竞下去，把吃老本和原地踏步竞下去，把踏实

精干的人才竞上来，把精良优秀的刊物竞上来。一个好

的编辑部，应该是时刻“你追我赶”却依然和谐和睦的编

辑部，在“竞”中磨炼业务本领，在“竞”中促进相互学习

和友谊，从而促进编辑部与出版业的良性循环［８］。

在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每一个行

业都不可能置身其外，都不可能逃避被市场、被时代选

择的命运。开放存取（ＯＡ）带来了编辑出版的新挑
战，如何在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和历史性变革中立于

不败之地，是值得每一个出版从业者深思的。开放化、

自由化、全球化要求编辑应具备国际意识和思维，打开

思路。作为一名大学学报的编辑，我们需要做好的是

最大限度地利用大学的科研实力与学报这个公共窗

口，不能拘泥于小小一方斗室、区区几篇文章而坐井观

天、固执己见乃至“闭关锁国”。俗语云“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现实中“百舸争流，不进则退”，退出市场就

意味着彻底被淘汰。

第７个“Ｊｉｎｇ”是“境”，境界，意境，是在前 ６个
“Ｊｉｎｇ”的基础上衍生出来、升华出来的。编辑的本质
决定了他需要“甘为人梯”，需要“为人作嫁”，需要付

出很多幕后的辛劳和汗水。这个工作最考验的是静

心，最难得的是恒心，最关键的是细心。毋庸置疑，这

个工作没有鲜花掌声，没有实惠名利，有的只是日复一

日默默无闻的工作，唯一的欣慰就是看到油墨飘香、印

刷精美的刊物被读者捧在手里时的成就感。当看到经

过修改整理后的一篇篇文章通顺流畅如华美的锦缎，

当听到作者表示真诚的谢意，我想此刻心中那种巨大

的自豪早已将反复校读、再三推敲的枯燥与繁琐淹没。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最高层次的需要就是

自我价值得到实现，此即为成功；所以，成功无关乎名

利，只关乎价值。

有些人说：“编辑嘛，就是剪刀加糨糊，粘贴删除

而已，有什么技术含量？”此言差矣！“剪刀加糨糊”只

是工具，编辑的本质在于如何去粗取精，如何由表及

里，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何在繁冗的材料中提炼

精萃，这个工作贯穿着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它需要的是

一双慧眼，远胜于一把剪刀 ＋一瓶胶水。被大家广为
引用的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用在这里也恰如其分：

要有悟境，善于“望尽天涯路”，努力使自己成为杂家

通才，既博又广，以主编的角度谋事，以责编的角度工

作，从大角度上取舍，于大视野间扬弃，在大俯仰中定

夺，要有一种全局观念；要有意境，甘愿“为伊消得人

憔悴”，耐心细心，有奉献精神，有服务意识；要有心

境，安心“灯火阑珊处”，坐得冷板凳，啃得硬骨头［１０］。

如此修练，从低级的粘贴删除上升到高级的扬弃，这是

一种层次的上升，水平的提高，境界的升华，是一个编

辑价值的至高体现。

明末清初的刻书家陶湘说：“非敬无以举事之体，

非恒无以集事之成。”敬业爱岗其实并不难，精心静心

其实也不难，关键就是要从心里把这个工作当作事业

来做，这样就会生发出无穷的动力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编辑工作如此，做学问如此，为人处事亦如此。

作为一名入门尚浅的新编辑，我愿意用这 ７个
“Ｊｉｎｇ”来时时鞭策自己，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灌注每
一篇文章，不以 “匠人”为努力方向，而以“大家”为毕

生追求，无论“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

谨此与诸位编辑同人共勉。

在写本文的过程中得到姚树峰编审的点拨和帮

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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