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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编 常 悟 出 版 名 言

陶　　范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编辑部，４３００３４，武汉

　　名言是简短精炼、意味深长的著名语句，广泛存在
于社会生活中。它简短有力，便于记诵，传播力强，容

易深入人心，其作用非同小可。编辑出版界有没有公

认的出版名言，我不知道。依区区愚见，我们是不是可

以把一些短小精悍、意味深长的言论说成是出版名言。

若准此，笔者不揣浅陋，试选几则出版言论，乱悟一气，

当然不值识者一笑。

１　不出版即死亡

　　不出版即死亡（ｐｕｂｌｉｓｈｏｒｐｅｒｉｓｈ）是欧美学术界流传
已久的名言［１］，不限于学术界，对出版界也是一个启示。

这句话可以指学者，也可以指作品。对学者来说，不发表

论著，学术生涯就会完结，因而你得赶紧出版、不断出版，

万不能“藏之名山，留待后世”。“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

不写一句空”只能是一种精神，不会是写实，好几年不发

表成果，对于一名学者的生存来说，教他如何吃得消。对

作品来说，得设法让它发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一项成

果不马上出版，转眼之间，说不定就成了明日黄花，失去

了它应有的价值。即使不能正式出版，也要上网发布。

当然，手稿也可以参与学术评价，但这只能是个案，而且

手稿不利于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在不出版即死亡的

压力面前，快快出版成为每一位学者的热望。体会到这

一点，作为编辑就应该善待每一位作者、每一篇稿件，虽

然，“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但对作者来说，毕竟是错

过了一次机会，少一次机会，就意味着少一分希望，而且

也浪费了时间，某些时效性很强、需要争夺科学发现权的

成果，误了时间就意味着丧失发表机会，丧失科学发现的

优先权，这对国家、单位、期刊和个人都是一种损失。

２　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刊

　　“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刊”，是前些年流行的一
句名言，现在好像也还没有“绝版”。它不仅是编辑出

版界的名言，也是流传于学界甚至整个社会的名言，是

学界和社会对一些书刊编校错误层出不穷的真实写照

和辛辣讽刺。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冲击和自身功利的考

虑，少数编辑心理难免浮躁，功利心理得到强化，编校工

作马马虎虎，以致一些书刊的错误多得触目惊心。无错

不成书、无错不成刊是读者和作者的无奈，也是对编辑

人员的警醒。作为一名编辑，应该把这句名言牢记在

心，警钟长鸣，时时刻刻警示自己，杜绝那些不耐烦、想

当然、差不多的不良心理，一丝不苟地做好编校工作。

编辑工作，白纸黑字，只有细节，没有小事，编辑万不可

想当然，成为差不多先生。文章千古事，哪能不当心！

３　对科研工作来讲，科技期刊工作既是龙尾，
又是龙头

　　“对科研工作来讲，科技期刊工作既是龙尾，又是
龙头。”［２］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卢嘉锡院士在１９９５年４
月２０日的一次题词中高度评价了科技期刊的作用。
１５年来，只要版面允许，《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部
就将卢院士的题词印在该刊的封底上，其意自然在于

与期刊界同行共勉，提醒大家：我们重任在肩。这句话

频频被引用而见之于报刊，可以说已成为名言。卢院

士的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科技期刊在学术发展中的重

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体会这句话，

作为编辑，我们就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怨天尤人［３］，不

能小化、弱化编辑的责任和作用，而应该充分认识到自

身的角色和使命，满怀责任感、自豪感和荣誉感，努力

担负起促进学术发展的重任。

４　一切为了读者

　　“一切为了读者”［４］，历来为老编辑家们所重视，但
凡有成就的编辑家，无不是“一切为了读者”；因为他们深

知，读者是期刊的命脉，“期刊兴衰，根系读者”［５］。邵益

文先生曾指出：“编辑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读者”［６］，这

是贯串编辑活动始终的根本指导思想。为读者，就要尊

重读者、熟悉读者、研究读者，不能糊弄读者，就要为读者

的利益着想，竭诚为读者服务。时至今日，读者的重要性

恐怕已经成为无须证明的公理，为了读者似乎已成为老

生常谈；但老生须常谈，一不小心，我们就会以市场代替

读者，一些养生图书占有了市场却误导了读者，造成了极

坏的影响，就是一个明证，占有了市场并不意味着一定有

益于读者。对于学术期刊，容易陷入误区的则是只见作

者不见读者，以作者本位代替读者本位。心中有读者，编

辑工作才会有恒心，与作者交流才会耐心，服务读者才会

热心，不懂的地方才会虚心，编校之时才会细心。

５　退稿不退人

　　“退稿不退人”［７］，读编辑学论文时，经常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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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很难考证这句话最先出自谁之口。编辑如何

对待投稿，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不妨把它看作是一句

善待作者的名言。退稿不退人已是编辑界的共识，这其

实是老一辈编辑的优良传统。那个时代，通信不发达，

仍然能做到来稿必复，不用即退，退有建议，实在令人敬

佩；然而，在通信异常发达的今天，许多刊物却懒得回复

作者了，更不用说提出审稿意见和建议了。不回复作

者，不管列出多少条理由，背后显现出的其实是编辑权

力的傲慢。编辑不能将心比心，没有换位思考，服务作

者的意识还有待于强化。编辑不仅需要有良好的服务

意识，也需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和宽广的胸襟，

否则，满眼的陋见和偏见，那就铁定会不退稿光退人。

６　做好编辑匠，争当编辑家、出版商

　　“做好编辑匠，争当编辑家、出版商。”［８］陈浩元先
生在勉励青年编辑时曾经如是说。这句名言折射出新

中国６０年来编辑观念的深刻变化，昭示出编辑“前台”
意识的觉醒和个人追求的激发［９］。在前３０年，我们要
做的是编辑匠，开始还提编辑家，后来，运动接连不断，

成名成家的都被打倒了，谁还敢提编辑家，何必自找苦

吃。当然，更不用说出版商了，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危险

之极，打倒了还要踩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现在好了，

我们迎来了出版时代，科技期刊数量已仅次于美国，位

居世界第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已成为上

上下下追求的目标。游苏宁先生［１０］进一步提出：“‘双

效’‘双爱’期刊：办刊人的最高追求”，“不仅要将期刊

办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美结合的‘双效’期刊，而且

要使期刊成为读者和作者都喜爱的‘双爱’期刊”。要

办成“双效”“双爱”期刊，非编辑家和出版商不能；因

此，有志于献身编辑事业的同人，不能满足于编辑匠的

角色定位，应该豪情满怀，努力成为编辑家和出版商。

７　发现一小点

　　“发现一小点”，这是我杜撰的一句“名言”，不过
也是其来有据。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经当

过编辑，科斯的选稿唯新是从。有一次，他对经济学家

张五常说：“这篇文章写得一塌糊涂，但文内有一小点

我以前不知道的新意，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发表了。”［１１］

连经济学大师都不知道，这“一小点”当然有发表之必

要了。其实，“发现一小点”，是中外编辑家的共同编辑

理念。叶圣陶先生曾说：“编辑同志在审稿子的时候，既

要严格，又不宜求全责备，不要错过一篇有希望的作品，

不要错过一个有希望的作者……要不拘一格，打破框

框，哪怕作品只有一点儿长处，一点儿新东西，就要想方

设法帮助把它改好。”［１２］对于学术期刊，“发现一小点”

当是编辑选稿的至理名言。编辑在审稿选稿时，要力求

“发现一小点”，杜绝那些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了无新意

的论文八股。

８　结束语

　　出版名言是出版精神的高度概括，凝聚了一代人
以至几代人的出版磨练和编辑理念。从编者要成长为

优秀的编辑乃至编辑家，除了接受培养教育之外，也有

赖于自身的琢磨和领悟。时常感悟一些出版名言，体

会深了，才能更好地提高编辑境界，辉煌出版人生。领

悟出版名言，须得从编辑实践中去感受。对一个道理，

我们容易知道，但不容易体会，“知道了”和“体会到”

并非一回事。“知道了”只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纸上

得来终觉浅；“体会到”则是一种内心的感悟，历经血泪

方知深。经过实践体会，方才“原来如此”，而刻骨铭心。

悟是一种个体体验，道理好讲，体验不易，道理不在书本

上，而是在每个人的“自觉自悟”中。靠外在的督促驱

动，指点迷津，虽有必要，但终非根本的办法。只有通过

体会而悟出存在着的深刻之理，才能在领悟中完成自我

超越。在编辑工作中，最可怕的莫过于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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