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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１年前，我跟陈浩元主编建议《编辑学报》增
设一个“编辑悟语”栏目，发表一些科技期刊编辑结合

工作实践撰写的杂感、散文乃至诗词等有感而发的文

字。前几天接到陈主编的电子函件，告诉我他们已决

定开设《编辑感悟》栏目，并约我赐稿。我钦佩《编辑

学报》的从善如流，欣然支持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举

措，于是整理了一下我的博客，写就这篇“感悟”。

１　求人与被人求

　　 在许多情况下，现实社会中的人是很现实的———
是利益的交换。人一生能做到不求人，那是十分困难

的，但关键是看如何求、求什么以及求的深度和广度。

当一个乞讨的人向你求一个馒头时，我想大多数人都

会给予；而如果他向你讨要人民币，多数人就会迟疑或

拒绝。在人的基本问题出现危机时，求人给予帮助并

不是一件丢人或欠人情的事，助人者也不会吝啬一个

馒头。而当一个人为了过得比别人更好，或者比别人

获得更大利益的时候，助人的意义就变了———往往就

成为利益的交换。

在学术期刊的出版之中，有人评定职称，有人学位

答辩，有人科研项目要结题；但是，由于自己能力所限

或时间精力用到其他地方，在需要论文的时候被卡住

了，因此便开始利用人情关系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欠

下的人情再用自己的其他资源来平衡，多数情况是相

互利用或以货币来解决。这样交换的结果，只能是以

期刊的学术水平换取编辑部的物质利益。如果办刊的

目的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样也可以达

到目的；但是，这是与期刊学术的属性相背的，利益的交

换是以牺牲期刊的品牌影响和学术水平为代价的。

高水平论文的作者不需要与你交换。以期刊的利

益为利益，编辑会尽一切努力来吸引和挽留优秀的稿

件和作者，包括加快处理速度、专人服务等等。求期刊

的一般是没有什么学术水平或者学术水平不高的稿

件，高水平的稿件只有我求人没有人求我。

在可发可不发之间的稿件可以做人情交换，因此

求人也就有用。稿件不可发而发的期刊，到头来只能

是无稿可发。到那时不仅不会有人来求你，反倒是需

要你到处求人赐稿了。

２　退稿不退人

　　退稿，几乎是每一个期刊编辑所面对工作，期刊的
学术影响越大退稿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大。我们一直倡

导编辑应该努力做到“退稿不退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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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真正能够

种作用是增加被引次数，当然文章内容是先决条件。

综述，特别是系统性综述，就不用说了，能保证一定的

读者群，所引文献量大，也是利于增加被引次数的。与

专科杂志不同，综合性刊物不提倡刊登太多病例报告；

虽然读者会喜欢，有教育作用，也有趣味，但被引次数

相对要少些。汤姆逊公司将其列入可引用的论文一

类，实际上增大了分母数。一些杂志主张论文专业不

要太窄，抵制猎奇性研究，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提高影响因子，还有妙招，即故意在文章中留下错

误，制造悬念，引起争议。践行者聪明狡狯。世风不

古，现在已不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

则灵”那种朴素境界了，岂独杂志？交代了提高影响因

子的雕虫小技，依然心虚得很。功过于斯，同行明察

之。刊物为社会教化之器，重教，崇德；外来之名物，敢

用为用，皆以科学发展为目的，非今日本末之颠倒，读

者与作者之错乱，尤非追逐一时虚妄之名利。影响因

子大行其道，福兮？祸兮？不过，我还是相信老“基

因”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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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退稿不退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道理说起来谁

都明白，关键的是要在日常的出版工作中认识到并能

够尽力地去做到。就是我们认识到了、也知道该怎么

去做，也不见得能够做到或者是完全做得到。

如果要做到“退稿不退人”，还得从什么是“人”说

起。人，在新华字典上的解释是：能够制造工具并使用

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级动物。我这里所说的人不仅具有

躯体和智力，还应该具有一定的人品，也就是说是一个

社会的人，能够给予他人必要尊重的高级动物。我们

平常所见到的许多人，在各种利益和竞争之中被异化

了，有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做人的

标准，而我们又难以将那些异化的人与真正意义上的

人区分开来；所以在行为和处事过程中常会感觉到一

种无奈和迷茫。实质上要区分也不难，那就是在你真

心对他时看他能不能理解和原谅你。如果他不能体谅

你，那么你就值得怀疑他而不是怀疑自己。

要做到退稿不退人实质上就这么简单：真心待人！

要做到真心待人，并不是说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做，

而是要在维持自己的原则和基本利益的情况下，从他

人的角度来思考、来行事，能够尽量为人考虑周全，为

人尽心尽力。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一些无心之人，在无

意之间伤害了别人，可是他自己还没有感觉得到，也就

是无心或者有时是好心办坏事。这样的事情我们见得

太多了。我就常常会这样，帮助别人的时候太诚心，以

至于不注意方法而使人一时不能接受———话说得太白

了———人有时也需要一些“哄骗”。有时不是别人不

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只是自欺欺人罢了。可是我将事

情说透了，反倒打破了人家的美梦，这岂不是罪过。所

以需要注意方法。

我们经常将期刊的规定和原则、期刊的发稿范围

和要求公布出去，让大家熟悉和了解，也就是这样的目

的：希望作者能够从一定的高度和角度来理解我们的

期刊，正确对待期刊所做出的决定。一对一地表述似

乎就有点指教的味道在里面，如果采用不特定的方式

就会比较好一点。当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有那么一

些人没有一点儿悟性，那你也只好一对一地婉转地指

出来了。不然，不是他来找你的事就是他自己将一百

个委屈闷在心里，说不准还在暗暗地骂你。再差劲一

点儿的就是咬着自己的理转不过筋来，这时你也就没

有必要理喻了，由他去就是。这样的人退了也就退了，

这样的人少一点儿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至少是在

提供读者需要的优秀稿件方面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可能你还感觉我没有说透，还没有明白在具体工

作中如何操作，如何退稿才能不退人、不得罪人。那么

你试想，不管是谁的稿件，被拒绝了心里还会高兴？因

此你就应该尽力弥补，因我们的退稿行为给作者造成

这种伤害。介绍和表白你期刊的原则和录用标准，是

一种办法；帮助作者指明努力的方向，或者在做出退稿

决定之前能够事先放点风声、透露点信息，以便作者有

个心理准备，也是一种办法。具体的办法有很多很

多［１３］，归根结底就是：如何真心为作者考虑，体谅作

者的心情，也争取作者对你的体谅而已。我们不能保

证自己能够安抚好每一位被退稿的作者，因为努力只

能是尽力而为，更何况还有一些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

具的人呢。所以说，做到“退稿不退人”是一个努力的

方向，只要你能够做到真心面对作者，我相信绝大多数

被退稿的作者能够理解和体谅你的，甚至还会感激你

的帮助。

３　公正对待作者

　　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得到别人的感谢，有的是
发自内心的感谢，有的是出于礼貌而顺口说说。不管

是什么性质的感谢，能得到都是不错的，这说明你的行

为对他人有帮助。几天前，我处理一件事情，听到了作

者的一句“谢谢”，我相信这是发自其内心的。

一天，编辑部的学科编辑找到我说，一位作者的稿

件在审查之中，审稿人提出一个问题：由于作者去年在

国外发表的一篇论文被揭发有“剽窃”问题，正在等待

单位的处分，基本确定了要开除，这篇文章不知道该如

何签署意见。如果签署同意发表，但谁也不敢保证没

有剽窃问题，怕给编辑部和作者单位惹麻烦；不同意发

吧，文章的学术水平还不错，看不出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听完汇报以后，感觉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很简单，就

说：“就事论事，作者的其他错误和投稿本刊是２个问
题，不要混在一起，审稿人可以针对这篇文章本身进行

评价，哪怕作者是罪犯，这篇稿件没有问题我们没有理

由不发表。”

当我交代完处理原则以后，仔细思考起审稿人和

编辑的担心：现实中一个人犯事以后，大家唯恐躲还来

不及，谁还愿意与他沾上关系，更何况审稿人知识面和

掌握的信息量是有限的，谁也不敢保证一篇稿件绝对

没有剽窃问题。如果真的在这时发出一篇问题稿件，

不仅审稿人的责任难以推卸，也会给期刊、作者单位带

来不好的影响，更何况是在全国上下批判“学术腐败”

的时候。另外，不是又给作者增加了一条“罪状”。

是不是有问题作者自己应当最清楚，他不会给自

己增加罪状。这样一想，我心里就更加踏实了。当审

稿人将审查意见返回后，我让编辑通知作者：编辑部决

定录用他的稿件，发表不发表由作者决定，如果发表请

修改补充一下，如果发表没有经费支付版面费，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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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收版面费。当作者接到电话后，对编辑和编辑部的

工作表示十分感谢，感谢对他的信任。尽管这篇稿件

最后没有发表，但并不是因为有“剽窃”的嫌疑。

编辑部为此专门开会讨论了一次：学术期刊就应

该本着科学、公正的原则处理每一篇稿件，尽量减少学

术以外因素的影响，至少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应当为

人“厚道”。遇事严谨、认真，但不能怕承担责任而采

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现实的诱惑实在太

多，谁人能保证自己不会犯点错误，何况作者也为自己

的行为而懊悔，并且为此也承受了处罚。我相信，因为

我们扶他一把，作者在汲取这次教训的同时也不会消

沉下去，而是会尽快站起来。

４　同行专家的选取

　　同行专家审稿是国内外学术期刊的通常做法，是
评价期刊学术水平的指标之一，也是决定稿件是否录

用的重要一环［４５］。科学研究论文经过同行专家的质

疑，不敢说没有科学“赝品”，但却是目前所能找到的

效果和成本比最高的方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同

行审稿机制”将继续在学术期刊出版中实行；但是，专

家审稿意见的水平却是让人时时担心的问题，没有高

水平的“审稿意见”，又如何能保证学术期刊的学术

水平？

专家的选择，贵在“同行”［６］，如果不是同行就失

去了审稿的资格。名家不等同于专家，这个道理大家

都会认同，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并不是都能正确处理。

在社会中，往往将专家的含义给搞混了———常常将

“名家”等同于专家！在一个人没有出名的时候，很少

有人认为他是“专家”，而一旦出了名，似乎就变成了

“方方面面”的专家！听起来荒唐而实际中的确存在

着这种倾向。有人一旦出名，审稿的邀请函便随之而

来，应接不暇，审稿的领域也是大大扩展。有些编辑选

择专家的理由之一就是看知名度，岂不知一个学科里

的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也有人是根据

专家发表的论文来选择专家，岂不知许多专家带的学

生与他研究的并不是一个方向。在科学研究中，为了

改善研究团队的知识结构，也需要招收一些与自己研

究方向相关的学科人员。就是我们选择的专家研究领

域与稿件相近，但是一旦成名，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知名“专家”往往已经成为领军人物，日常却很少涉及

具体工作和试验。如果审稿，也只能是从宏观上对稿

件进行一下评价，把握一下大的方向而已。

所以，专家不一定是知名，而关键的是要专！要能

够对具体的研究工作有了解，是同行。我理解的同行，

不仅是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的相同或相近，而且要与作

者的日常研究工作的内容相同或相近，通俗一点说：都

是这个领域里“干活的”！

即使编辑选择的专家是“同行”，但是也不能保证

审稿意见的高水平，有时还会遭到拖延或拒绝。专家

的选择与期刊、稿件的水平也一定的相关性。同行专

家对学术期刊审稿的积极性不高，是国内学术期刊所

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也是国内期刊办刊的生态环境不

如国外期刊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是：审稿专家的审稿态度与期刊在专家心目中的地位

成正比！知名度高、品牌影响大的期刊，审稿专家的审

稿积极性就高，审稿意见写得认真、负责。也就是说，

能够给高水平的期刊审稿是专家的“荣幸”，专家有一

种自豪感。因此，编辑选择审稿专家时，重要的不是专

家的水平，而是期刊在专家心目中的地位。如果一份

不知名的期刊将稿件送到一位知名专家手里，专家就

会感觉：“这杂志不怎么样，也就是发表这样的稿件

了。”而如果一份知名期刊将稿件送到一位对该期刊

比较推崇的专家手里，他会感觉：“这么高规格的杂

志，怎么能发这样的稿件呢！”这样２位专家的“评审
意见”的立足点显然不一样，结论也自当不会相同。

即使专家不具有这样的心态，知名的专家也会泛

泛地给出一个评价，而不知名的专家会认认真真地对

稿件给出意见，因为不知名的专家更希望给期刊编辑

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同样，一篇低水平的稿件如果送

到高水平的专家手上，不仅会让专家感觉编辑对他不

尊重，浪费他的时间，而且会降低期刊在专家心目中的

地位：这个杂志怎么尽收些这样低水平的稿件，这样的

稿件也拿出来审稿，看来杂志水平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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