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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迈步从头越”：从编４年的感悟
卢　　全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部，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最近在翻阅杂志时不经意间读到《编辑学报》上
逸名的文章《请给年轻编辑一个成才的舞台》［１］。记

得第一次阅读这篇读者来信时，我刚从医生转行为编

辑。时光荏苒，如今从编已是第４个年头。这４年里，
我切身感受到了编辑工作的甜酸苦辣，也经历过痛楚

和彷徨，现在重读这篇文章，又有了别样的感触。

１　选择编辑行业的理由

　　工作的性质决定了编辑需要具有甘于无私奉献和
默默无闻的精神。从业这些年，经常看到或听到一句

“老话”：编辑就是一辈子给别人做嫁妆，老了自己却

穿着一身破衣裳。说者姑妄说之，听者姑妄听之，把牢

骚话当真理，势必害人害己。职位有高低，职业无贵

贱，其实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在奉献。总理领导政府制

定国家发展战略，市长做好市政建设，警察维护交通秩

序，老师培养学生成才，专家不辞劳苦审稿而拿着低报

酬，作者把呕心沥血铸成的力作投稿付梓最终成就一

本杂志……谁又不是在为他人服务，替别人做嫁衣裳

呢？作为医生，同样有许多苦恼：加班是家常便饭，几

乎没有那天能按时下班，凌晨一两点钟在睡梦中被唤

醒做急诊手术是常有的事；自己是医生，却没有时间陪

家人看病；呕心沥血地工作，未必得到患者的感激，甚

至于被患者误解；等等。

记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其《闲话中国人》一

书中谈到：人生有三“得”，即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

得起头。对于我们编辑人，不管别人是低看一眼还是

厚爱三分，都应该沉得住气；对待读者、作者和审稿专

家，都应该弯得下腰；而立身处世应该培养浩然正气，

做到挺胸抬头。

世事往往免不了围城效应，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

的人想出去；所以，有人辞官归故里，也有人漏夜赶考

场。弃医从编，对我而言，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良

医能给人健康，良编则可以升华灵魂，编辑是令人心生

向往的职业。

２　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其实说到根本处，年轻编辑真正在乎的并非工作
是不是辛苦，而是在付出心血之后，自身价值和社会价

值能不能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

办刊人目前面对的局面比前辈复杂得多。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出现对科技期刊产业产生深刻的影

响［２８］，这场出版业的变革彰显了数字化出版的优势，

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严峻的考验。作为传统出版业的从

业者，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了数字化出版的冲击，共同面

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回溯历史，出版业的发展离

不开技术的进步，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出现非但不会压

抑和打垮传统出版业，而是会转化为催化剂，加速行业

的进步和腾飞。当文字的载体从简牍变为纸张的时

候，书籍不再局限于所谓的精英阶层，成为了普通大众

的读物；而当文字的载体从纸张变为电子纸的时候，我

们也没有必要担心编辑的未来会因此而黯淡。采用的

信息技术越多样化和现代化，对编辑素质的要求就会

越高，对专业技能的掌握就要越广博和精深。

２０１２年３月，上海市卫生工作会议传出信息，今
后涉及临床医疗类的职称晋升，偏向临床综合能力的

考核［９］。也就是说，将来在上海，甚至可能在全国范

围内，医师晋升对论文的依赖程度降低，论文写作量和

投稿量将会减少。可以预见，这项政策一旦实施，对医

学专业期刊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医学期刊欲在困境中

脱颖而出，提高杂志质量和吸引力是关键，而编辑对办

刊方向的把控和落实能力决定了期刊质量的优劣。现

实在编辑面前竖起一道铜墙铁壁的同时，也正在提供

一个广阔的舞台，懦弱者选择怨天尤人，而成功者选择

实干。

年轻编辑在从业之初就应该做一个职业规划，给

自己定一个职业的发展方向。科技期刊编辑有４种类
型：规范型编辑、基本型编辑、学者型编辑和跨行型编

辑［１０］。医学期刊的学者型编辑不仅是编辑学家，而且

是医学专家，其成才的路途艰辛，却是医学期刊编辑追

求的最高境界［１１］，也是我祈望抵达的高度。

我有１４年的临床工作经验，熟练掌握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在攻读医学硕士和博士期间，从事过资料收

集、课题设计、实验操作、结果分析到论文撰写等一系

列的科研工作，曾发表过多篇医学论文，并作为编委参

与学术书籍的编写。这些经历对编辑工作有积极的影

响，对把握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也有助于发现凭空捏

造实验操作和数据，论文造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在编辑加工稿件时，曾发现作者在研究方法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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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中静脉注射肝素１０００
Ｕ／ｋｇ”，二审和三审的审稿专家都没有发现问题，而我
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了解常规的剂量为１００Ｕ／ｋｇ，
及时纠正了基本型编辑难以发现的学术性错误。还有

一篇基础研究的论文，采用蛋白印迹法检测治疗组和

对照组转化生长因子 β１的表达量。据作者描述，治
疗组转化生长因子β１的表达量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多名审稿专家都忽略了此文章的附图与文字
描述相反，并一致同意发表。曾在实验室实际操作过

蛋白印迹法，掌握其检测结果的判读，在审读稿件时发

现了这一错误。通过与作者对话，确认其并非错误使

用附图，而是药物没有达到预期疗效，作者误判了实验

结果；因此予以退稿，避免了发表低质量论文对期刊品

牌的不良影响。

创新意识在编辑工作中尤为重要［１２］。在实践中，

我体会到国内的医学研究创新性差，通常重复国外的

研究结果，科研价值低，对于期刊而言，这样的文章被

引用率低，不利于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和品牌竞争力。

编辑思维的关注点要有别于审稿专家。专家审稿时局

限于自身的研究领域，而编辑应该从期刊品牌建设和

经营等方面综合考虑问题。

曾遇到过一篇临床论著《经心外膜下侧支循环逆

向介入治疗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三审时，

专家认为该治疗方法“有一定的意义，但风险较大，不

主张推广应用”，因而退稿；但是，考虑到该方法即使

是在国际上也是较新颖的技术，治疗的成功率高于传

统技术，是室间隔支不适合作为逆向通道时的有效选

择，因此，我主动与作者联系，建议其提交申述材料，在

定稿会上进行裁决。２０多位审稿专家在共同讨论后，
认为该论文“有创新性，同意发表”。随后我与国内此

领域的顶尖专家联系，请其撰写编后语，通过对文章进

行点评，将学术探讨向纵深延伸，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

和信息量，也起到正确导向的作用。

医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不同，研究一旦开始，通常不

能随意更改实验方案和实验数据，可以说，实验的最初

设计决定了研究的最终成败。目前科技期刊多数来稿

的学术质量和写作质量较差，通过依靠专家组稿、培养

核心作者群和提高审稿专家的专业素质，起到正本清

源的作用，可以从源头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１３］，并且

可以避免被动地接受作者来稿。

为了更直接地从源头干预论文学术质量，我利用

自己读者、作者、编者、医生和基础研究者五位一体的

优势，与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在的实验室联系，指导他们

制订实验方案，及时发现研究的设计缺陷，帮助采用正

确的统计学方法分析实验结果，并撰写研究论文，文章

完成后被ＳＣＩ收录的期刊录用。这种直接插手研究工
作的编辑方法独辟蹊径，需要深厚的专业修养，只有极

少数编辑能够胜任，我也只是做了初步的尝试，深感功

力不济，知识浅薄，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如果编辑

参与了研究过程和论文撰写的指导，那么在投稿后，应

该注意文章需要经过三审，做到公正严明，避免徇

私舞弊。

３　结束语

　　“４”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数字，颇多重要活动每４
年举行一次，譬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国际数学家

大会等。而今我已从编４年，对这些年的感悟做一个
总结，权当是我对迈出编辑生涯第一步的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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