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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编辑的修养与提升

刘　少　华
（广州大学学报编辑部，５１０００６，广州）

摘　要　分析了高校自然科学报编辑所面临的挑战：学科多样
性的要求、科技迅速发展带来的压力、价值多元引起的困惑。

明确了编辑修养的内涵及其提升的途径：对编辑事业应有深刻

的理解和执着追求、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通晓科学技术有关领

域的发展动态，对科技创新有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有高尚的品格

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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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各个高校都在努

力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作为反映高校学科建设

和科技发展成果窗口的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以下简称

高校学报），也正在努力打造精品期刊、名牌栏目。无

疑，这对高校学报编辑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已

有很多同人比较深入地论述过科技期刊编辑的素

养［１４］，本文则从高校学报编辑所面临的挑战出发，侧

重高校学报编辑修养的内涵及其提升的途径。

１　高校学报编辑所面临的挑战

１１　学科多样性的要求　高校学报涉及到科学技术
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学报编辑一般只有某个专业

背景，如不拓宽编辑专业知识面，并与其他编辑形成合

理的匹配，要保证期刊的质量是不现实的。

１２　科技迅速发展带来的压力　科技的迅速发展给
高校学报编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学科的高

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产生许多编辑从未涉足过的新兴学

科和交叉学科；另一面方面，知识更新加快，新发现、新

发明及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使得编辑知识老化的速度

也在加快。如果编辑整天忙于事务，不注意及时更新

知识，不通晓科学技术各领域的发展动态和前沿课题，

要提升期刊的学术水平是不可能的。

１３　价值多元引起的困惑　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多
元引起高校期刊编辑的极大困惑。编辑耳闻目睹社会

上的“官本位”、拜金主义和学术腐败等现象，很自然

会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感到茫然、惆怅。必须有科

学理论的引导，崇高精神的激励，编辑们才有可能甘于

寂寞、安于清贫、乐于给他人做“嫁衣裳”，更好地承担

起引领文化、创新科技的重任。

２　高校学报编辑修养的内涵及其提升途径

　　讨论编辑的修养，既要符合时代精神，又要具有中
国社会的属性，高校学报编辑的修养既要符合一般编

辑的普遍要求，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结合工作

的体验，经过理性思考，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对编辑事业的深刻理解和执著追求　报纸、期刊
等出版物是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传播知识、延

续科学文化，凝聚大众、教化社会等诸多社会功能［５］。

编辑作为科学的“守门人”，对科技论文起着“筛选”

“把关”作用。编辑在履行“把关”职责的过程中，应该

维护社会良心，坚守人类正义，坚持科学真理。编辑在

选题、策划、组稿等工作中，需要有超凡的睿智、敏锐的

眼光、深邃的思想、独到的见解；而在诸如编辑加工、校

对等具体工作中，又必须有知难而进、精益求精、一丝

不苟的耕耘毅力。

编辑的工作平凡而伟大，编辑的使命光荣而艰巨。

编辑对出版事业应有深刻的理解：编辑的价值不在于

金钱的多少，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对人类文化积累和科

技创新所做贡献的大小。应该说，目前编辑的物质生

活还不富有，但精神生活却很充实，如果把编辑工作作

为一项事业（而不仅仅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就会有

高度的使命感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就会秉承无私的奉

献，无名的创造，无声润物的人生宗旨［６］。崇尚“春蚕

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的牺牲精神，不待扬鞭

自奋蹄，争创一流，追求卓越。

２２　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作为文化人，编辑应有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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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底蕴。人文底蕴的第１个层次是人文知识，编
辑作为文稿的第一读者，除了鉴定和评价文稿的学术

质量之外，还要对文稿进行修改和润饰，这就要求编辑

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学和写作功底，要善于构思，长于表

达，精于修饰。高校学报编辑大多学理工出身，要加强

语言文字基本功，不但要博览群书，博采众长，还要在

写作上下真功夫，争取每年能有一两篇自己的作品，坚

持下去，必有长进。

人文底蕴的较高层次是人文修养。人文作为一种

文化价值的标准，关注并维护人在社会现实中的价值

和意义，表现人的价值理性、道德人格、理想情操［７］。

人文修养的核心是要具有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关注人

存在的理由，人的生活价值和人的精神家园。具有人

文关怀的编辑质朴友善、虚怀若谷，容易与作者交流沟

通，能够凝聚才华横溢、处于创新高峰期的优秀人才，

从而形成高水平的作者群。编辑要提升自身的人文修

养，就要深刻领会人文与人文关怀的内涵，充分体验作

者的生存环境、研究意图和精神诉求。

２３　通晓科学技术有关领域的发展动态，对科技创新
有敏锐的洞察力　高校学报的编辑一般都要负责某几
个学科的组稿、审稿、选稿和定稿，要使刊发的论文合

乎科学性、创新性的要求，编辑对与论文内容相关知识

的新旧和当前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要有清晰的了解。

因此，编辑除了应掌握编辑理论与实务外，还应具有扎

实的基础知识，精深的专业造诣，广泛的邻近学科知

识，并应及时了解科技发展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编辑要达到这一要求，首先，须在自己原有的专业领域

孜孜不倦地开展研究；其次，要多阅读一些科普著作，

不断丰富自己的科技知识；第三，还要广泛查阅相关期

刊资料，参加国内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

编辑对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应有敏

锐的洞察力，因为新，或世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或与

世俗的理论相抵触，所以很难被人接受。编辑以独到

的眼光，发现其蕴含的价值（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

发生的影响）而予以扶持、发表，此即编辑对科技创新

敏锐的洞察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观点，在２０世
纪初期世界上几乎没人能看懂，文章写好后遭到多家

刊物的冷遇。但《物理学学报》的编辑、量子论的创始

人普朗克已经感受到经典物理学的局限和潜在的危

机，因而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发现了“相对论”所蕴含

的巨大科学求真的审美价值，立即予以肯定并发表。

“相对论”的文章发表后几年，引发了空间物理学的革

命，其巨大的科学价值终于为世人所接受。

当然，一个编辑要培养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并不容

易，首先，他要毕其全部精力潜心学习、研究，拥有博大

精深的知识面；其次，他要对某个学科发展的脉络进行

彻底的梳理，掌握其发展规律；同时，对交叉学科、边缘

学科酝酿的革命性变革要有足够的意识。

２４　有高尚的品格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科学求真，人
文求善，艺术求美，高校学报应是科学性、人文性和艺

术性的完美统一，具有求真、向善、尚美的“品格”。

“品格是一个人的品位和格调，它是一个人的德识才

学共熔一炉、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品行、性格、操守、

信念和气质”［８］。品格，说到底是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编辑最重要的品格体现在３个方面。
１）追求卓越，拒绝平庸。学报要上品位，所刊发

论文的科学性、创新性很重要，编辑要按这个要求来评

审和确定稿件。高校教师大都有自尊心，投来的稿件

一般都有些新意。但是随着高校科研考核和奖励力度

的不断强化，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之风见长。少数教

师明知自己的稿件没有新意，也会投来碰碰运气，个别

教师稿件上用到的实验数据、实验结果不理想，也只好

凑凑数写上。编辑在处理这些稿件时要有锐利的眼

光，对那些平淡无新意的稿件应该毫不留情地淘汰，对

稿件中用到的实验数据要重点考察其规律性和重复

性，对学术上的疑点要寻根究底。为了坚持评审和录

用标准，编辑应不为情、不为关系所困，不为利益所动，

以维护学术的圣洁。

高校学报要有格调，栏目设置要新颖，装潢编排要

考究，论文表述要“严谨、简明、高致”［９］。这些都需要

编辑有追求卓越的精神，独具匠心，精心策划，不厌其

烦、精雕细刻。

２）海纳百川，兼蓄并包。学术需要自由，需要包
容，需要争鸣。编辑不仅要有海纳百川的雅量，要有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还要有对学术自由的宽容度

和倡导学术争鸣的胆识。编辑要尊重科学，尊重作者

的创造性劳动，自觉维护著作权所赋予编辑及作者的

权利［１０］，注意保护学术观点不同的论文，防止被扼杀，

避免出现一花独放的局面。

编辑还要独具慧眼寻觅潜在的优秀作者，发现新

观点，扶持新人才。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科一位年轻

女教师博士毕业，力学功底雄厚，擅长结构分析计算，

几年来，承担了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和不少重大

项目的技术服务工作。笔者一直跟踪她的研究工作，

鼓励她完成一个课题，总结培育一个成果，发表一批论

文，并经常和她一起讨论论文的构思与修改，短短几年

内她发表了１０余篇论文，其中６篇被 ＥＩ收录，最近，
她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３）坚持真理，不畏权势。如前所述，编辑要不为
人情所困，不为利益所动，要坚持论文评审和录用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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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因为坚持真理就有因开罪权势而付出代价的可

能，所以要有极大的勇气。近年来，权势者“光顾”学

报编辑有２种情况：①某人要升职称，或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要毕业了，需要照顾发表论文；②在学术争
鸣的论文中“小人物”触到了“大专家”的痛处，权贵们

要将其扼杀。遇到这种情形，编辑和编辑部都应该义

正辞严地加以拒绝，哪怕其后果是遭到刁难、打击、报

复，甚至是被“打入冷宫”。因为学术掺水、扼杀“新生

儿”都是对科学、对真理的亵渎，与编辑守望文化的职

责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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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将于１０月１９日举行
　　本刊讯　新闻出版总署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４日发出“新出职
考［２００８］１号”通知，宣布２００８年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定于
１０月１９日举行。按照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施行的《出版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的规定，对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工作

的人员必须在到岗２年内通过考试取得职业资格，并履行登记
注册手续。各出版单位应积极组织自２００２年以来未参加过考
试而又没有取得副编审职称的图书、非新闻性期刊、音像、电

子、网络的编校人员参加考试。

可报初级的条件，除“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

项法律，认真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宣传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热

爱出版工作，恪守职业道德”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１）取
得大专以上学历；２）２００１０８０７前已受聘担任技术设计员或三
级校对；３）将于２００８年７月毕业的高校本科生；４）其他符合初

级报考条件的地方志编撰人员和新闻出版系统的公务员。

可报考中级的条件：１）取得大专学历从事出版工作满 ５
年；２）取得大本学历从事出版工作满４年；３）取得双学士学位
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出版工作满２年；４）取得硕士学位从事出
版工作满１年；５）取得博士学位；６）２００１０８０７前已受聘担任
助理编辑、助理技术编辑、二级校对满４年；７）将于２００８年７
月毕业的高校博士生；８）其他符合中级报考条件的地方志编撰
人员和新闻出版系统的公务员。

从２００８年起所有报考人员均须参加“出版专业基础知识”
和“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２个科目的考试。２００８年考试除考
试大纲采用２００８版外，其他教材和学习用书均采用２００７版。

（包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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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委李若溪编审应邀出席第３１届ＵＫＳＧ国际年会
　　本刊讯　２００８年４月７—９日，ＵＫＳＧ（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Ｓｅｒ
ｉａｌｓＧｒｏｕｐ，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ｋｓｇ．ｏｒｇ）在英国南部海滨城市
Ｔｏｒｑｕａｙ举办了第３１届国际年会暨展览会。７００多名主要来
自欧美国家的代表参会，本刊编委、重庆师范大学学报主任李

若溪编审应邀参会并在大会上作了３０分钟题为《在新的数字
平台上整合与开放———中国高校学报的出版与传播以及一些

开放存取（ＯＡ）计划》的报告。
ＵＫＳＧ是以促进学术出版和学术传播为宗旨的非营利性

组织，由５００多个机构成员组成，包括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出版
商、学术团体、国家级图书馆和档案馆、名牌大学及其出版社。

该组织通过举办国际学术大会和展览，出版《Ｓｅｒｉａｌｓ》等学术刊
物，举办各种培训班、讨论会和实施学位教育计划等，致力于

促进期刊出版业务和相关技术的研讨和信息交流，在期刊出

版者和传播者之间搭建信息流通的桥梁，帮助业务人员扩展

专业知识、激励学术研究，为电子出版业务活动和创新思想提

供交流平台、沟通出版者与用户之间的信息。

除李若溪外，其他 １０位作学术演讲的专家分别来自英
国、美国，他们就电子出版内容传播的复杂性和传播模式的改

变，医学论文的同行评议中存在诸多缺陷的原因及由此造成

的不良后果，ＯＡ数字化平台，数字环境下基于“使用”分析的
学术信息资源影响力评价标准，期刊的使用度和影响力评价

体系，大规模数字化计划，开放数据（ｏｐｅｎｄａｔａ）的价值及措
施，数字社会下出版和发行模式的变革对出版商和发行商的

影响等问题发表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回

应与赞同。

（翟　豹）

５７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