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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杂志的办刊规律与经营理念探讨

———《科学启蒙》办刊得失剖析

龚　维　忠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新闻与传播学院，４１００８１，长沙

摘　要　曾经风靡一时的科普杂志，由于“沾染”上传播的同质
化“病症”，现在仿佛进入了“低迷”状态时期。剖析一种有代

表性的科普杂志的办刊个性化特征，其中包括杂志的发展历

程、“寓乐于教”的编辑理念，以及经营认知的缺失等３个方面，
来探讨科普杂志的办刊规律和经营理念是有其必要性和具有

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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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创刊的科普杂志《科学启蒙》（湖南师范大
学主管，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经过近１０年的艰
辛努力，于２００５年初获得第３届全国期刊奖百种重点
期刊称号，２０１１年４月获得第２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
名奖［１］。通过１０余年磨砺的《科学启蒙》其水平和质
量有了较大提高，月发行量 ２０多万册，年销售超过
３００万册。杂志从整体上有了质的飞跃，表明它在受
到读者欢迎的基础上，也同时得到同行专家的全面肯

定。此外，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科学启蒙》连续３届被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冠以“全国优秀少儿报刊”的名誉

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在期刊耕耘的田野里，《科学

启蒙》通过上下努力、艰辛付出，终于迎来了收获的秋

天，获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金色果实。

《科学启蒙》创刊于我国出版业改革的初期，一家

科普杂志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脱颖而出，引起了笔者的

兴趣，通过走访该杂志社的相关机构及编辑出版人员，

以及杂志的长期作者和部分读者，其成功之经验窃以

为可归纳为如下几点，聊作业界同仁研究期刊的参考。

１　在改革中求发展，不断拓宽办刊视野

　　《科学启蒙》１０余年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但该刊始终坚持在改革中求生存、谋发展。在创办

后的几年中，刊物就先后作出了３项关系到杂志立足
和拓展的关键性调整，其改革措施可用“缩”“扩”

“增”３字予以概括。
１１　缩小杂志的读者定位　该刊在筹办时，作为少儿
科普杂志将主体读者定位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二年级，

即９～１６岁。当时满以为读者的定位面越宽，发行量就
会越大。这种一厢情愿，违背期刊出版市场规律的定

位，使办刊者尝到了“费力不讨好”的苦果。编辑在选

题、设置栏目与组织和选用文稿时，既要考虑到小学四、

五年级学生的阅读兴趣，又要顾及高中一、二年级学生

的阅读爱好，还要照顾到初中学生的阅读需求，结果编

辑出来的内容不伦不类，哪一个年龄段的读者都不愿意

阅读：小学生读者说刊物内容太深奥，高中生认为太浅

显，初中生又不愿意看。１年后刊物期发行量始终徘徊
在１万册上下。杂志主办者通过调查、分析与论证，找
到了发行量上不去的主要原因是刊物定位太宽，于是下

决心压缩杂志的读者定位面，将其从原来的小学到高中

８个年级压缩至小学到初中的４个年级，即小学五年级
到初中二年级之间，读者的年龄段为１１～１４岁之间。
此年龄段的少年求知欲强，充满幻想，而且勤学好问，正

处于基础知识的扩展和巩固时期。定位调整、读者面压

缩后的刊物，其发行量不但没下降，反而逐年上升。

１２　扩展编辑方针与传播内容　该刊的编辑方针是
“探索科学奥秘，培养创新思维”。与同类少儿科普杂

志相比，不难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将编辑方针中的“科

学”定格于自然科学范畴，很少有科普杂志涉及社会

科学知识。这是人们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一种误识，

即认为科学知识只是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不涉及社

会科学领域的内容；因此，科普杂志都只刊登自然科学

的内容，从不涉足社会科学知识。而《科学启蒙》在创

办之初，就坚持改变同类科普杂志只刊发自然科学知

识文稿的误识，注意组织有关社会科学知识的文稿，扩

展传播的科学知识面。例如开设了《人文地理》《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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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栏目，并在介绍科学家的专栏中特别安排穿插

社会科学门类的科学人物。这样，杂志的内容更丰富、

知识更广泛，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广大青少年读者求知

的阅读兴趣及阅读爱好。

１３　增加刊期　为了满足广大青少年读者的阅读需
求，增加杂志传播的信息量和知识量，杂志由１９９６年
创办时的双月刊，过了不到３年于１９９９年改为月刊，
目前年销售量超过３００万册。

２　凸显“内容为王”和个性化的“寓乐于教”编
辑理念

　　“内容为王”是进入市场后的传播媒体所形成的
共识。就期刊而言，不同种类的期刊面对不同的读者

群体，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兴趣、爱好和需求各异；因

此，同类期刊只有其内容具有特色，才能取悦于更多的

读者。换言之，引人入胜的内容与个性化的表述是整

治期刊同质化的重要“法宝”。如果同时采用既适合

刊物读者的阅读兴趣，又满足刊物读者的接受方式，就

能收到吸引读者、扩大刊物影响的效果。

２１　栏目是展示杂志个性化内容的“窗口”　栏目是
杂志独特传播方式的表现特征之一。栏目涉及到栏目

策划、栏目选题、栏目名称、栏目作者、栏目内容等相关

项目。期刊栏目设置的技巧和适当直接关系到杂志内

容的表述。通过精心策划的栏目能将各类文稿有序地

组合起来，凸显杂志的特色，不仅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

的阅读视觉冲击，而且给刊物带来画龙点睛的功效和

生机勃勃的活力。

《科学启蒙》的栏目设置有其特点，即始终不渝地

追求启迪思维，激励创新。在该杂志的非动态性栏

目［２］１７３中，每期都有重在探索、开拓思维的常态栏目，

如有采用１问或多问形式的《闯关急先锋》，有探索未
来科技发展的《迷彩地带》，还有激励科幻遐想的《科

幻望远镜》，等等。例如，《闯关急先锋》栏目，它以１
个“奥秘精灵”为关主，分别带着“小粗心”“小好问”

“小灵通”３人智闯知识关。每期闯关设定不同的科普
知识点，分别通过学习性格迥异、有着广泛代表性的３
个少年人物提问，由“奥秘精灵”作答，力求深入浅出

地突破知识难点、盲点和编辑兴趣点，从而引导少年读

者饶有兴趣和愉悦地获得更多的知识。

《科学启蒙》主编一改众多刊物提倡的所谓“寓教

于乐”的“传统”观念，把让少年读者在快乐中不知不觉

受到教育称为“寓乐于教”［３］。以该刊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闯关急先锋》栏目中的《造个机器人来作伴》一文为

例。机器人是少年读者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但在大多数

少年心目中，机器人是一个充满神秘而又遥不可及的复

杂物体。醒目的文章题名和题头插画，“造个机器人来

作伴”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眼球。文章通过关主“奥

秘精灵”带着“小粗心”、“小好问”和“小灵通”逛机器人

博览会于所见所闻中阐释机器人的奥秘。随着文章内

容的深入设置了３个知识点。第１关，什么是机器人？
３个特定人物七嘴八舌的争论，谁也没说准确。关主回
答：现代机器人应具备４个特征，其一是自动化的机器，
其二必须具有进行程序控制的电脑芯片，其三应具备操

控动作的传感器，其四具有仿生功能。第２关，机器人
能做什么用？此关是通过“小粗心”“小好问”“小灵通”

的发言，每人讲一点，最后凑成了一个完整的答案。第３
关，未来机器人怎么样？这一关改变了前２关的表述方
法，变为在３个特定少年的预测中，关主作总结，完善大
家的讨论。总之，通过环环相扣的知识闯关，解开了大

家对机器人好奇的神秘之结。

２２　让创新思维融入少年读者学习和生活的“空间”
　《科学启蒙》每期有各类栏目２０余个，其中直接启
迪、引导读者创新思维、既动脑又动手的栏目约占总数

的１／４。其中有鼓励读者解决自身日常生活、学习中
遇到的烦心、不方便和尴尬之事的《创意擂台》，有指

导读者自己动手制作学习用品、课余玩具和工艺品的

《智慧加油站》和《快乐手工》，还有展开想象翅膀，培

养科幻新人的《科幻作文》《少年科幻画》等栏目。

例如，２０１１年第２期《创意擂台》栏目中刊登了来
自江苏如皋市、山东肥城市、四川遂宁市和浙江临安市

等４所小学的４个六年级学生撰写的解决生活疑难问
题的创意设计，分别为《未来的方便袋》《弹簧抽屉》

《变暖服装》《带有温度计的水杯》。山东肥城市孙伯

中心小学武玉霞创意设计的《弹簧抽屉》，针对小朋友

们拉抽屉时由于用力过猛，把抽屉全拔出来了，使得屉

内物品掉在地上，有的甚至摔坏了，出现了令人哭笑不

得的尴尬场景。这位少年读者的设计中，在抽屉后面

安装一个弹簧，另一头固定在桌子里面，这样，抽屉就

不会掉下来了。这个创意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其

一，它表明少年读者关注身边的琐碎之事；其二，能积

极开动脑筋地去解决问题。

杂志刊登一个创意的主要目的，应该在于鼓励读

者多关注、多发现、多思考、多创造。要使少年读者阅

读刊物与阅读课本有着不同的感受，受到不同的启迪。

阅读课本是必需的学习，主要是增长知识；而阅读刊

物，应是课余的一种娱乐，让少年读者得到身心上的放

松，从阅读中享受快乐，获取知识。这种“知识”就是

通常所说的“社会知识”，相对而言比课本中的知识要

大，要多，要厚实，要丰富。针对当前盛行的“应试教

育”阅读的“死记硬背”，取而代之的是“素质教育”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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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愉悦和启迪。

杂志发挥自己独到的传播特性，凸显栏目的表达

特征，采用读者乐于接受并独具匠心的表述方式来进

行内容的阐释，既是科普杂志办刊的基本规律，也是科

普杂志成熟的办刊理念的体现。

３　杂志经营认知的缺失谈

　　杂志经营涉及诸多层面。在以杂志内容经营为重
点的基础上，可平行展开杂志的种类经营、栏目经营、

读者经营，由此形成期刊的品牌经营，在此平台上，进

而展开杂志的发行经营、广告经营，并拓展其他经

营［２］２６５。从严格意义上说，《科学启蒙》的办刊仅在栏

目、读者２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经营尝试，还有诸多方
面没有涉及。根据杂志经营的基本规律，从笔者了解

到的该刊的基本情况出发，兹针对编辑者的经营认知

和采取的个别经营措施提出以下２点探讨性的评议。
３１　从几度“整容”的杂志开本看得失　《科学启蒙》
创刊１５年，杂志开本经过了２次改动“整容”。１９９６
年创刊到１９９８年，刊物为标准的１６开本，１９９９年改
为异形（横版）１６开本，２００３年改为３２开本。正如编
辑者所说：前一次开本的变化，是为了与同一开本杂志

相区别，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扩大刊物的影响；而第２
次将１６开本缩小为３２开本，一是为了方便读者（３２
开本与学生课本一样大小，便于学生携带），二是从降

低刊物成本考虑的。笔者以为：主办者第２次的改变
刊物开本，落脚点在于后者，即以压缩成本为主要目

的。学生课本一直就有２种开本，即１６开本和３２开
本，因此，从大开本改为小开本是为方便读者，似乎理

由过于牵强。事实上刊物印数相同时，３２开本用纸
量、印刷费均低于１６开本，并且刊发的文章数量与内
容，３２开本也少于１６开本。此外，刊物开本改小后，
由于受版面的限制，随之正文内容的５号字缩小到小
５号字，并对文章插图尺寸作出相应的缩小调整，使得
摄影照片清晰度受到直接影响。这一改变，影响了阅

读，随之影响到杂志销售，致使第２次改版的刊物期发
行量一直徘徊在２０余万册，没有明显上升。

核算办刊成本是经营期刊的要务之一；但是，如果

把降低刊物印刷成本摆在办刊首位，相应地就会影响到

期刊的传播质量与效果。说严重点，这是办刊经营者的

一种短视行为。借用一句俗语至少可以说编辑者此次

的改版是一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决策，得不偿失。

３２　从重大新闻内容传播的漏登议纠结　科普杂志既
有一般杂志的共性特征，如内容的多样性、针对性、新闻

事件报道的价值性和新闻事件的深入阐释性，等等，也有

自身的个性特点，如科普知识的普及性、生动和趣味性，

以及能解决问题的实用性，等等。少儿科普杂志还具有

对少儿读者创新思维、开阔视野、激励奋发的引导作用与

功能，体现在对重大科技新闻的及时追踪报道、对社会科

技发展与人类需求进行简明扼要的生动阐述。

笔者特意选取近年来几个重大突发性灾难的时期

段，考察并分析《科学启蒙》传播的及时性以及对新闻

事件的敏感性和传播认知度。２００８年５月，四川汶川
地区发生了令国人悲恸的８级大地震，尽管我们欣慰
地看到《科学启蒙》当月就赶编出一期《青少年震灾自

救手册》增刊，但同时注意到该刊当年出版的第６期、
第７期、第８期竟都无关于此次大地震或地震知识的
报道。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对于长期从事杂志出

版的人员来说，不难确认其主要原因是，刊物超前发稿

的时间太早。《科学启蒙》的刊期为“月刊”，至少超前

了近３～４个月时间就将要出版的刊物定稿和发排了，
导致无法调剂处理突发性新闻稿件的及时刊发。针对

这种“低级”错误，编辑者的回答是，实在没得办法，主

要出于２个原因：其一，因为期刊的主体读者为青少
年，考虑到学生的寒暑假因素，为使读者能在放假前收

到刊物，因此不得不提前出版；其二，该刊编辑人员全

部为招聘制人员，考虑到人员的流动问题，因此要求稿

件超前编辑加工并发排，这样不至于出现由于人员临

时变动而影响到刊物的出版。其实这２种解释，对于
稍有期刊传播出版知识与经验的人来说是不成立的，

特别是后者，仍表现出编辑者的经营观念中始终把降

低刊物成本摆在首位的思维定势。

从现代期刊编辑学的原理与规律分析，无论刊物

主办者从何种角度解释，都无法说明地震发生后的连

续几期刊物都没有任何关于它的后续报道的原因。仅

通过赶编出一期增刊，是不可能弥补刊物不当超出版

周期引起“重大新闻漏登”的失误的。此外，增刊的传

播影响也有限，不可能通过出版一期增刊，就可救赎对

于重大新闻事件报道的人为的“遗漏”。

出现这种重大疏漏，应该归属于编辑出版流程安

排和调剂的失误，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刊物编辑者杂志

传播意识的淡
!

和传播认知的缺失所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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