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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信息网络对青年编辑认知方式的影响

何　先　刚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编辑部，４０００６５，重庆）

摘　要　面对网络社会冲击和数字化出版，网络时代所构筑起
来的新的认知方式、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正逐渐影响着当今

青年编辑的认知、情感、思想和心理。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通

过信息网络对青年编辑认知结构的深化、信息网络对青年编辑

认知范围拓展和认知方式的多样化、信息网络对青年编辑思维

的新变化等３个方面，论述信息网络的普及和迅猛发展对青年
编辑认知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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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
快速发展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

影响，在社会公众、企业、文化事业单位、政府中得到普

遍应用，“数字化”“网络化”已经演变为人类重要的生

存方式。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将人类带入了数字化

时代，２００７年５月在北京召开的第３６届世界期刊大
会，其主题就是期刊数字化发展策略，说明了互联网是

将来的数字化出版的一个趋势。

网络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网络

社会，我们需要这个世界，传统媒体正悄然向数字网络

这个新媒体转变。信息网络技术在与经济、社会交互

作用的过程中，对人类认知方式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网络时代所构筑起来的新的认知方式、生存方式和

生活方式，正逐渐影响着当今青年编辑的认知、情感、

思想和心理。

面对网络社会冲击和数字化出版，我们很有必要

在当代青年编辑群体中倡导并建设网络文明，培养健

康的网络生活方式，帮助青年编辑树立正确的网络观，

引导青年编辑文明而有效地利用互联网，正确、高效地

利用网络工具为期刊出版服务，提供有效信息，融语言

表达、信息智能化、计算机应用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为一

体，把网络的交际属性、网络交际的特点、网上信息的

分类和猎取、网络信息的加工处理传播、网络单双向交

流、网络道德和网络法规及文明上网等方面作为青年

编辑正确利用网络的目标。

１　认知结构的深化

　　控制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Ｎ．Ｗｉｅｎｅｒ［１］指出：“信
息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这一论

断，揭示出信息是区别于物质和能量的另一个构成客

观世界的基本因素。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所建构的虚

拟世界，则进一步使人们甚至可以用虚拟的身份或标

志进入或生活于另一种“虚拟实在”的空间。可以说，

尽管自古以来人类生活从来不可能离开处理和交流信

息，但把信息作为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和基本资

源，把信息、知识、智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

一，则是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演进过程

中才被人类真正意识到的。

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知识社会的迅

速转型，人类生存方式的变迁，首先深刻地触及的是认

知主体的世界观和认知结构。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诞

生与广泛影响，“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内涵正在悄然变革，指导人们正确认识网络、利用网络

的网络观，逐步成为“三观”的应有之义。

面对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编辑出版的主客体发

生着变化，编辑的世界观和认知结构也在深化，当代期

刊编辑应树立现代化的编辑意识，要具有一种科学的、

正确的网络观［２］。近年来，数字化发展、信息网络对

出版业的影响等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第３６届世界期刊大会上，美国国际数据集团（ＩＤＧ）
高级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熊晓鸽先生说：“我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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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该准备好数字出版，包括我们的编辑，我们出版行

业的同人，包括我们的期刊界，我们共同合作，一起进

入到数字出版的行业发展的大潮当中去。”［３］

据统计，我国期刊编辑群体中３５岁以下的青年编
辑占总人数的 ５０％以上。据初步调查，青年编辑中
９５％以上的都上过网，主要时间用于网上搜索、网上购
物、网上冲浪、网上游戏、网上聊天或网上炒股，而真正

以网络为工具获取资讯或进行与期刊编辑出版相关的

工作的人确实不太多。

在我国当代编辑出版中，新一代的青年编辑是伴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络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数

字化生存”“网络化生存”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重要的

生存方式；信息网络的特性如信息的无限性、传递性、

可扩充性、共享性等特性，互联网络的虚拟实在性、全

球性、全时性、开放性、互动性、平等性、创新性等特性，

也已深入地反映到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网络观之

中，利用互联网络获取信息、搜索相关资料、查询相关

文献、进行学习和交流沟通，自然地成为他们认识事物

的一种重要的思维定势和认知结构的重要层面。

据最近笔者对重庆市期刊编辑进行的初步调查结

果，有近９９％的青年编辑都上过网，有近９０％的编辑
长期上网，大多认为网络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运用

计算机辅助编辑出版的有近３０％，运用互联网与作者
进行沟通和双向交流有近２８％，运用互联网查询相关
文献的有近３５％，网上聊天、网上游戏的有近 ６０％。
调查表明，网络环境下青年编辑的认知习惯和活动方

式都在发生新变化。

未来的编辑是网络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桥梁，伴随

网络成长的青年编辑是我们出版业的生力军，他们不

仅是技术平台的运用者和操作者，而且是信息的人文

价值的开掘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青年编辑将来

不但是新媒体时代的“把关人”［４］，更是一位思想者。

然而，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编辑只应用了网络的沟通

交流功能，还是低层次的，还没有让它真正为自己获取

知识、能力和参与社会的竞争服务。我们应该深入研

究信息网络对青年编辑认知结构变化的影响，在青年

编辑中倡导并培养健康的网络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引导他们文明而有效地

利用互联网并向高层次发展。

２　认知范围的拓展和认知方式的多样化

　　如果说电脑是人脑的延伸，那么互联网就是对人
的全身心的延伸。互联网的全球性和信息的“海量”

性与全时性，以及光速的信息传输速度，极大地延长了

人的感官。信息网络技术以其强大的功能和全新的方

式，放大了青年编辑的感官和认知形式，对于拓宽青年

编辑的视野和促进思维多样化具有不可否认的作用。

正如我国人工智能专家戴汝为院士所指出的，从计算

机对人类智能的模拟上看，计算机能够有效地模拟人

的高级思维过程［５］。

网络时代的编辑模式突出表现为计算机辅助编

辑、网络编辑、网页制作等。在互联网上，青年编辑无

需辛苦地翻阅纸质书刊文稿查询资料，利用网络搜索

引擎（ｇｏｏｇｌｅ、ｙａｈｏｏ、ｂａｉｄｕ、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等），只需键
入相应的关键词，足不出户便可收集到海量信息，快速

地了解到国内和国际最新的科技、政治、经济、文化、商

务、教育、旅游发展的动态并获取相关知识。比如，编

辑在初审文稿时，除了通过计算机来浏览来稿是否符

合本刊办刊宗旨，是否符合本刊编排规范，各种项目

（中英文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基金项目、参考文献

等）是否清楚、齐备外，还可利用网络搜索引擎进行稿

件的相关性和创新性审查，辅助遴选审稿专家，建立信

赖的、对口的专家库，可采用双向互动的网上公开审

稿，可运用黑马软件进行文字校对，等等［６］。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 ，信息网络技术正以惊人的速
度发展，未来的出版是数字出版［７８］，特别是３Ｇ手机
出版，编辑的传统内涵必须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加以

演变，未来的编辑工作已不再限于案头的选题策划、文

稿加工、成本预测、营销宣传等环节，应是一种更加明

显的创造性的综合劳动。由信息网络时代带来的阅读

方式的变革和写作方式的变革，促使编辑主体发生嬗

变［２］。传统编辑模式（采用组稿、编稿、印刷、发行、读

者“五中心”的线性出版，采、编、印、发四位一体，时

间、空间、信息三位一体，集中、定时、定点型）必将被

现代编辑出版模式所取代，其主要表征为：１）以作者、
读者为中心，二者是平等的，编者将走向后台；２）编者
由以“编”为主，转向以“导”为主，知识间的联结不再

是线性的，而是网状的；３）单一的纸介质媒体逐步被
电子介质媒体所取代；４）编辑的时间、空间、地点、信
息等处于准分离状态；５）出版的集中型编辑模式为自
主性、个性化编辑模式所取代，出版方式上编者更注重

图文并茂、声形并茂以及超文本结构的构思。

信息网络时代要求青年编辑不再是仅仅通过单一

的文字、数据进行阅读、编辑和感知，不再是仅仅通过

一页页、一行行、一本本的纸介质信息来“感动”世界，

而是以“超文本”“超媒体”“流媒体”的方式把各种文

本、图形、动画、音频、视频材料等，通过直觉的、联想的

和非线性的方式将多媒体信息链接起来，使人们不论

何时何地都能多层次、多形式、多角度地感受和感知外

部世界，在读者与编者之间架起一座金色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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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思维的新变化

　　历史上，人类曾通过语言、文字、印刷术、电报、电
话、广播和电视等手段来处理信息和交换信息，通过竹

简、纸张、书籍等介质进行交流和传播信息。当代，在

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迅速发

展的基础上，人类开始运用计算机、手机、互联网来处

理、交流和传播信息。当今的网络与期刊载体一样，其

最本质的特征是交流与传播以及生存方式的新变化，

处理和交流信息工具的新进步，无形中改变着人们认

知过程和加工处理信息的方式。

过去，编辑人员用“剪刀 ＋糨糊”来编辑、整理和
修改稿件，用笔和橡皮擦书写及修正来传达“编辑思

想”，而现在通过计算机来快速、方便地处理信息和加

工信息。“拷贝”“剪切”“粘贴”“删除”，既成为人们

快速地移动思想的外部动作，又内化为人们内部的思

维过程。现在人们不再饱受“劳”笔修改之苦，只需一

键之举便可将任何一段文字挪到任何地方，思潮直接

涌上屏幕；不再需要冥思苦想和爬格梳理，只需把“飞

着”的思想抓过来就行了。

当代编辑不仅通过键盘和鼠标器处理信息和思

想，而且通过现代网络技术手段，广泛地将主体自身的

经验、知识和思维逻辑赋予计算机，从而使人的思维能

力得以延伸：人们可以运用计算机黑马软件自动校对

文稿，用计算机绘图软件自动生成图表，通过程序自动

对文稿进行审查、编辑、修改，可以通过编制的程序对

多个期刊实行系统管理，甚至未来的手机媒体可直接

用手机下载进行编辑，等等，在“导航”程序的引导下，

定制符合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出版，建立审稿专家数据

库和作者信息库。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则更进一步拓展

了这种延伸的过程：通过Ｅｍａｉｌ（电子函件）、ＢＢＳ（电子
公告牌）、ＦＴＰ（文件传输协议）和访问相关网站、虚拟编
辑部、讨论组等即可以对相关问题进行广泛讨论、交流

和传播，如果人们愿意，甚至可以将自己的作品放到网

上，动员感兴趣的同行来修正和丰富自己的思想。

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的环境中，计算机和网络已

俨然构成了主体思维的一个合作、共生部分。这种

“人 机共生”的思维方式，有效地提高了编辑检索、计

算、画图、转换、处理、交流信息的能力，同时改变着他

们认知、学习活动的习惯和形式。

４　结语

　　青年编辑是我国期刊出版的主力军，是伴随计算
机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探讨信息网络技术青年编辑的

认知方式和认知行为，是适应期刊数字化、网络化技术

革命的要求，是适应数字出版的要求。引导青年编辑

自觉地构建科学的认知方式，往高层次发展并充分利

用网络，消除互联网络对青年编辑认知的负面作用，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我国青年编辑群体网络认

知方式的质量高低、文明与否，不仅影响到我国出版业

的健康与发展、在世界出版业中的地位、网络文化的建

设，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未来，因为未来

的编辑是新闻出版的把关人和思想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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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ｐｓ”不能做“位每秒”的单位符号
　　在电子、通信科技和计算机科技等领域的论著中，
“ｂｐｓ”常作为“位每秒”的单位符号使用。这是不正确
的。ＧＢ３１０１－１９９３规定：“表示量值时，单位符号应
当置于数值之后，数值与单位符号间留一空隙。”由于

“ｂｐｓ”是单位“位每秒”英文名称“ｂｉｔｓｐｅｒｓｅｃｏｎｄ”的
缩写，所以在表示量值时它不能作为单位符号使用。

在目前的文献中，“ｂｐｓ”的单位符号有“ｂ／ｓ”和
“ｂｉｔ／ｓ”２种写法，哪种写法规范呢？在全国科技名词
委发布的《通信科学技术名词》中，使用的是后者。例

如，“阔带”是“在数字通信中通常指可传送６４ｋｂｉｔ／ｓ
到２Ｍｂｉｔ／ｓ之间信号的带宽”。因此我们建议：“ｂｐｓ”
的单位符号统一用“ｂｉｔ／ｓ”或“ｂｉｔ·ｓ－１”。 （诸　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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