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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与编辑：我更钟情于职业编辑

潘　　伟
（中华妇产科杂志编辑部，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我曾经是职业医生，１５年前当了职业编辑，虽然
都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他人的工作，却有着完全不同

的体会和感受：今天的我更钟情于职业编辑。

１９８３年，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分配到
一家市级医院做妇产科医生；１９９２年调入中华医学会
《中华妇产科杂志》编辑部做编辑，一做就是 １５年。
今天，如果我对谁说，我曾经做过１０年妇产科医生，可
能没人相信，有时连我自己都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

没有证据。除了查询那个年代的病历可能还找得到我

的笔迹外，我连一张穿白大衣的照片都没有，也就是说

没留任何做医生的思考和痕迹，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也许我天生具备做医生的素质，在医院里，无论多

么琐碎的工作我都不会厌烦，门诊、急诊、病房、产房、

手术室的各项工作很快就入门了。那时候带教我的上

级医生，现在很多都是国家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了，在追

随他们的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多学到的

是他们如何做人、做医生的哲理。１０年中，我的业务
水平和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医患关系非常好，工

作中也没有出过大的差错，领导、同事、家人和我对自

己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成绩都是满意的。可是，当我永

远地离开了医生这个岗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真

的并不是一个好医生，因为，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

对自己工作的领域和职业生涯缺乏主动的、有意识的

观察、审视、思考和总结。其实，从医学院校毕业时，大

家的起点基本是一致的，为什么几十年后有些人成为

了著名专家，而有些人只不过熬到点退休，差距何在？

说到底，关键在于你是不是一个有心人。做任何事情、

任何工作包括编辑，如果仅满足于掌握了那些必要的

程序和操作技巧，日复一日地重复劳动着，注定你到头

来只是一个有一身好手艺的“编辑匠”［１］，只有注重在

日常工作中的观察、思考和不断上升到理论的总结，积

极参与科技编辑出版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才能够

在学术上不断提高，最终成为对科技编辑学和科技期

刊学作出贡献的“编辑家”［１］，这不仅需要时间和精

力，更需要的是意识，做一个有心人的意识。

我用了１０年的时间才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也
就是说，当我离开医生的岗位时，才感觉到内心深处的

遗憾和不甘。为了弥补我的缺憾，也为了总结我１０年
的妇产科临床工作，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间我和我的２位大

学同学共同撰写了一本科普读物———《女性保健常

识》。这本书是对我５年的医学生和１０年的妇产科临
床医生所学到的知识和临床经验的总结，出版这本书

的最重要理由是了却自己的心愿。

１９９２年，我调入《中华妇产科杂志》编辑部做编
辑，虽然专业领域没有变，但工作性质完全不同了。开

始接触编辑工作时，我感觉编辑不过是改改错别字，理

顺文章表达，甚至戏称自己是“领导”逗点、句号的，似

乎觉得编辑职业真的是“万金油”，为他人做嫁衣。我

的医生朋友和同学也会很贴心地问我，为什么放弃医

生而做编辑？自己也曾一度苦于难觅职业创造的空间

在何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这样一个在我国期刊界有着排头兵称号的团队中，在

翁永庆、张本、廖有谋等一大批学识渊博、眼光独到、经

验丰富的资深编辑和身边优秀的年轻编辑的影响下，

我逐渐对编辑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深刻地体会

到，作为一个编辑，如果只想得过且过，你可以很轻松，

跟着流程完成任务即可，可是如果你有想法，希望发挥

更大的作用，你将有做不完的事情，所以关键的关键决

定于个人的职业兴趣和职业态度，要做一个好编辑，就

要首先做个专业、职业和事业上的有心人！从那以后，

除了努力学习编辑业务外，我更加注重在工作中的观

察与思考，认真研读编辑学研究的专业书刊，积极向前

辈和身边的优秀编辑学习，努力探求编辑职业的深刻

内涵。慢慢地从被动工作状态转变为主动的、满腔热

情的投入。从１９９５年我在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工作
研讨会上，首次宣读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编辑

在稿件退修中的作用》［２］后，相继发表了《５种医学期
刊中经济利益冲突问题的调查及分析》《妇产科工作

者的科学责任》《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集团化发

展》等十几篇论文［３１１］。在这过程中，完成了对编辑职

业从兴趣到感情的转变，心甘情愿地为科技期刊事业

奉献时间和精力，而且逐渐产生了职业的自豪感，真正

成为了科技期刊编辑队伍中的一名“志愿兵”［１］。

人们常说编辑是杂家，也正因为是杂家，才对编辑

的学识和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以为，医生

依靠他们的知识和技术可以创造生命的奇迹，而编辑

依靠他们的特质、品位和判断力可以建树和推进科学

与人类的发展。在编辑舞台上，如何凭借职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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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完成从编辑匠到编辑家，从专业型人才到复合型人

才（既精通编辑业务，又懂经营、善管理）的转变，是每

一个职业编辑需要认真思考的。我钟情于编辑职业首

先源于我对这一职业的热爱，更重要的是她给了我更

大的空间和舞台，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学科发展的

最前沿，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推动学科发

展、促进学术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５年医学院校的教育背景和１０年妇产科临床工
作的经历，对我做好妇产科杂志的编辑有极大的帮助，

而做编辑的十几年，又逐渐培养了我的科研思维方式，

提高了我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

是增强了创造性地做好编辑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例如：针对一些科研单位和医院的医生苦于难觅科研

选题和不会写论文的情况，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我在自己
主办的杂志上组织了“如何撰写论文”的专题讲座，刊

出相关文章１０余篇；从２０００年起，利用各种机会就
“如何进行科研选题”“如何撰写医学论文”“妇产科论

文中的常见问题”“如何审稿”“妇产科杂志审稿程序

与投稿要求”等专题举办了几十场讲座，收到了很好

的反响；通过与专家的广泛交流和自己对学科的把握，

在杂志上积极组织重点号，开设新栏目，促进学术交

流；努力发挥媒体的桥梁作用，积极为医疗单位和医药

企业搭建合作共赢的平台；与专科学会合作，通过资源

整合、优势互补，有效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引领新入

道的年轻编辑积极从事编辑学研究；等等。经过这十

几年的努力，我已经从一个普通编辑成长为杂志的副

总编，并荣幸地成为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学术委员

会的委员；参加了科协多个基金项目的工作。我所为

之奉献的《中华妇产科杂志》在第３届国家期刊奖评
比中获百种重点期刊奖；连续２年获得中国科协精品
科技期刊工程项目Ｂ类资助；ＣＪＣＲ公布的各项评价指
标均位于本领域前茅，在收录被引８０次以上高影响力
论文最多的８８种医学期刊中名列第一［１２］；在中华医学

会系列期刊（１１７种）中，综合质量位于前５名。
作为职业医生，我走过了无悔的１０年；作为职业

编辑，我奉献和创造性地走过了值得骄傲的１５年。我

很庆幸自己有这样的运气和经历！在当今改革和创新

的时代，我们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意识，在总结前人经

验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创新，不仅需要学识和责任感，

更需要的是对编辑工作的满腔热情与激情。一个满怀

激情、倾心投入的编辑，他所从事的绝不仅仅是日复一

日的重复劳动，而是通过工作中的观察、发现、思考和

总结，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科研、学术、医疗、期刊、教

育、企业、商业等各个领域。这样的编辑所发挥的作

用，将不仅是推动学科发展，而且也推动历史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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