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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的高境界：洞见和齐物

李　树　华
（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３００４５６，天津）

摘　要　优秀的科技期刊编辑必然是科技创新的推动者，其编
辑行为最终体现在２个方面：对论文的鉴赏和对论文的扬弃。
该过程中所达到的“洞见”境界和“齐物”境界是科技期刊编辑

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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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首标“境界”说，认为“词

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１］。科技期刊同

样需要有境界［２］，诚如于丹［３］所说，境界的大小可以

完全不同地判断一个东西的有用和无用，也可以完全

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科技期刊编辑境界的高与低、清

与浊，足以推出或者扼杀科技精英。

编辑境界是一个大概念，进行全面而精深的剖析

是很难的。任火［４］认为，编辑境界首先是人生境界。

安造计［５］认为，编辑境界应包括编辑的“人境”、“学

境”和“心境”：“人境”追求的是崇高，“学境”追求的

是专博，“心境”追求的是和谐。张振华［６］则把其归结

为编辑修养素质在编辑水平上的体现，包括“慧眼识

珠”“点铁成金”“锦上添花”３个层次。上述所论，无
非强调的是编辑的人品、职业道德、学养和业务素质。

笔者认为这是编辑进入较高境界的基础，而并非其境

界。人品、学养、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对其他职业同样

重要，具有普遍意义，是矛盾的普遍性，而作为科技期

刊编辑，其追求的境界应与其职业特点相契合，是矛盾

的特殊性。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娴熟的编辑技术是编辑

的内功，而较高的道德修养、广博的文化积淀乃至艺术

修养则是编辑的外功。当内外功力与灵性有约、与感

悟相交之时，自然会进入较高境界。这种境界必然是

逻辑与形象的统一、理智与直觉的融合和理解与感悟

的交织。同时，与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特点相吻合，我

们追求的编者境界应该是具体而不是空泛的，是能达

到某种水准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优秀的科技期刊编辑必然是科技创新的推动者，

其所追求的编辑行为似可以这样描述：以开放的胸怀

和海纳百川的雅量包容不同的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

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志趣，倡导学术争鸣的胆识和

对思维自由的宽容度来促进学术派别的形成与发展；

以饥渴的心情和敏锐的眼光寻觅潜在的作者和扶植新

人才；以“君子成人之美”的心态乐观科学研究领域的

拓宽以及边缘学科的产生。该行为最终体现在２个方
面：对论文的鉴赏和对论文的扬弃。前者需要能力，后

者需要胸怀。能力和胸怀在编辑过程中所达到的高境

界即是科技期刊编辑所追求的。这种高境界笔者认为

可以叫做“洞见”境界和“齐物”境界。

１　“洞见”境界

　　科技期刊编辑鉴赏力是欣赏科技论文所必需的审
美力。它实际上是对于科学美的感受、理解、评判的一

种本领。在堆积如山的稿件中，能否理性、客观地对待

之，而且能否独具慧眼，剥茧抽丝、披沙拣金，筛选出所

需要的稿件，这就看编辑是否具有很高的鉴赏力。这

种鉴赏力的最高境界我以为即是“洞见”境界。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观点，在２０世纪初期几乎
没人能看得懂，文章写好后遭多家刊物冷遇；但是，

《物理学学报》编辑、量子论的创始者普朗克以其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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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予以发表。对几乎没人能看得懂的

文章，凭直觉就能断定其巨大价值，这种境界按中华文

化精神来理解，可以叫做“洞见”。冯友兰［７］说：“所谓

洞见，就是不藉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的对于真理的

知识。”后人在评价普朗克的功绩时，认为他对人类的

最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发现并选择了爱因斯坦的 “相对

论”，足见编辑的“洞见”对世界造成的可能影响是何

等巨大。

洞见是一种厚积薄发而生成的智慧。洞见是在科

技知识积累、文化修养提高，以及天赋的基础上生长起

来的。知识越渊博，文化底蕴越深，眼光越具有内涵和

弹性，把你抛入情景之中，便构成了洞见境界。

洞见往往是感性的、直觉的，就像你心中的偶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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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与你邂逅，使你心中倏尔涌起波澜。洞见是一种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式的发现，虽然是

感性的、直觉的，但却是简洁的、富有穿透力的。

缺少洞见的编辑可能是平庸的编辑。１８４２年，德
国青年迈尔向 《物理学报和化学年鉴》提交有关能量

守恒定律的科学论文。由于当时主编玻根道夫的判断

失误，致使这一划时代的重大科技成果未能及时发表。

由此可见，编辑的平庸不仅会导致刊物的平庸，而且会

阻碍科学进步的脚步。

“庐山亦是寻常态，意造从心百怪来。”［８］就像大

自然不会为谁特别展示美一样，一项优秀的科技成果，

在其未被世人所承认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也许是一

种寻常之态，唯具有高鉴赏力编辑的慧眼才能发现其

不同寻常的美，洞见其所蕴含的重大科学价值。

２　“齐物”境界

　　编辑常常是第一个对科技成果（论文）的价值和
意义作出判定并对论文是否被录用作出决定的。Ｍ．
Ｊ．Ｍａｈｏｎｅｙ［９］在其《以科学家为主题：心理要素》一书
中指出：“编辑牵曳着科学的真正生命线，并且在他的

手中可能还掌管着一种思想和一个人的命运……最终

拍板决定刊登‘什么’、刊登‘谁的’，是期刊编辑。”而

刊登什么和刊登谁的，除了需要编辑的洞见外，还取决

于编辑的胸怀。

在１９世纪，物理学领域发生了一场“原子是否存
在”的争论，原子论的代表人物玻尔兹曼的观点几乎

为当时的科学家所抛弃，支持者寥寥无几；但《物理学

报和化学年鉴》期刊给他提供了辩论的机会，发表了

他的《唯能论的数学语言》等一系列研究论文，经过与

各种各样的读者、专家辩论，他的思想在１９０８年最终
为反对他的科学家所接受。《物理学报和化学年鉴》

这种不拘泥于一定之见、不以己为中心、虚怀应物的境

界，如果按中华文化精神来理解，我以为可以叫做“齐

物境界”。

齐物理念是庄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庄子

看到了客观事物存在这样那样的区别，看到了事物的

对立，但他又认为这一切又都是统一的，浑然一体的，

而且都在向其对立的一面不断转化，万物之所以整齐，

是因为不齐而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

一”［１０］。从积极方面去辨析，齐物理念在于揭示和承

认了人和人、人和万物 ，包括自然界乃至宇宙之间都

有着平等的权利，从而涵容了不同的价值内容和意义，

是一种多元的、平等的、民主的范式。我们应追求这样

的境界：消除一切成见和门户之见，克服文人相轻的旧

习和以己为中心而表现的排他性，不压小辈，不欺无

名，空洞无物，虽名家不收，言之有物，虽无名必录，诚

如叶圣陶先生所说，“不要错过一篇有希望的作品，不

要错过一个有希望的作者”［１１］。唯此，才能拓宽科研

领域、引导科技创新、凝练学科方向并构筑学术高

地［１２］，从而使科技精英脱颖而出。

３　结语

　　上述境界是编辑在长期自我修养和编辑实践中形
成的，非一日之功，它来自编辑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

学知识厚积与融合后的自然逸出，来自编辑学识“杂

专相辅、博约相济”［１３］后的迸发，来自编辑逻辑思维与

形象思维、理智与直觉契合后的感悟。

期刊编辑在对论文的鉴赏和扬弃过程中展现着自

己不同的境界，其境界的大小体现着编辑的价值趋向，

而编辑的价值趋向又有可能影响一个时代的特定作者

群的价值趋向。只有高境界的编辑才能在引导科技创

新、构筑学术高地的过程中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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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崇尚学术的学术期刊编辑

宫　福　满
（河南理工大学学术出版中心，４５４００３，河南焦作）

　　学术期刊编辑是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其工作是学
术生产、学术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崇尚学术是我们

最基本的职业理念。只有崇尚学术，科技期刊编辑才

能正确理解自己担当的责任，才能无愧于自己肩负的

使命，才能尽力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作为学术期刊编辑的我们因为崇尚学术而倍加珍

惜创新性成果。我们的精神因作者的文稿而起伏：一

篇高质量的稿件会让我们眼前一亮，精神顿时进入一

种兴奋状态，会急切地想与作者的思路“连通”，以感

受作者创造的脉动；一篇质量不高的稿件会让我们遗

憾，但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总是试图找到作者逻辑“断

路”的原因，发现作者思维“短路”的根源，即使不能刊

用，也要拿出让作者心服口服的理由。我们把稿件当

作生活的一个元素，让稿件成为思考的引信，成为我们

的心力所指；因为稿件是我们工作价值的载体，精心打

造出的稿件将对我们的工作价值产生放大作用。

我们深知，当前学术期刊界轻视作者成果、“矮

化”作者的原因是编辑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定位，这

种对学术成果蔑视的行为只会使刊物的生命窒息。对

学术的崇尚，使我们对作者的创新性成果视如己出，精

心呵护，让它们成为人类知识宝库的组织元素；对学术

的崇尚，使我们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对作者或进行

“催生”与引导，或进行富有预见性的提示。

因为崇尚学术，我们尽力公正地评判稿件。我们

把能否公平、公正地评判稿件当作衡量工作成效的唯

一标杆，它也是我们职业良心与职业道德的底线。稿

件就是作者的孩子，字里行间凝结着作者的无数心血。

面对一篇稿件，我们不是预设对其价值的怀疑，而是以

理性、严谨的态度，试图找到其中的闪光点，我们会因

发现稿件的创新之处而引发成就感。对学术成果的创

新机制、创新过程、创新手段的评价十分复杂，因此，除

了充分调动、挖掘各种现代化评价手段，我们会努力探

索提高同行专家审稿效力的措施和途径。我们将审稿

人的选择当作一门学问来做，尽力把握影响同行专家

审稿质量的诸种因素。

因为崇尚学术，我们包容“异类”学术观点。我们

注意研究创新活动的发生机制，但决不拘泥于常规理

论。科学史上有很多几近被扼杀的科学成果最终却给

人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震撼，因此，我们不断磨炼学术

嗅觉，时刻准备迎接人类智慧之花的绽放。我们深知，

但凡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陌生性，因

为创新就要言人之所未言，“众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

谔谔”。我们能感受创造成功后的荣耀，更能体会创

造过程的艰难与孤苦。对“异类”成果的评价编辑保

持中立尤其重要，此时我们要做的是将学理作为评价

成果的唯一尺度。我们对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会有更多

的期待，因为有很多“草根”其实可能是被掩蔽了的

“灵药”。对任何被人们认为“异类”的学术观点，我们

都会凭借自己的胆识，再调动同行专家的智慧，来对它

们作一全方位的分析。学术期刊编辑应是理性精神的

化身，这种理性精神体现了编辑的大爱。

因为崇尚学术，我们自觉防范学术腐败。我们深

知学术“守望者”的责任，因此，我们为促成学术创新

殚精竭虑，对学术腐败嫉恶如仇。当前某些单位和部

门自以为合理实际只是权宜之计的人才评价机制，使

真正做学术者不能得到公平对待，而那些官僚体制中

人却左右逢源，大量占有学术资源，以致学术不公、学

术腐败几成常态，这些学术腐败几乎撼动了我国学术

大厦的根基；因此，我们充分利用对学术话语的掌控

权，在刊物各出版环节上严盯死守，力求根除对学术精

神、学术良知造成严重伤害的功利意识，坚决遏制学术

界“劣币驱逐良币”之风，最终还学界以清净。

因为崇尚学术，我们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永远视

自己为学术体系中人，读书、思考是我们除编务之外的

主要生活方式，努力使自己具备学者的气质、学者的胸

怀、学者的思维结构。我们是学术原野的踏勘者，尽力

去发掘、提炼负托着作者学术梦想的“矿藏”；同时，我

们也是身体力行的追梦人，明了学术研究实践之于刊

物及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会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实践，

探入学术殿堂的内里，把握学科发展的态势，建立起与

作者交流的通道，找到学术共同体内学者之间的

“灵犀”。

崇尚学术是学术期刊编辑成熟的标志，是学术期

刊编辑安身立命的基石，是学术期刊编辑在对编辑职

业有了深刻的体味、认识了学术之于人类、之于社会的

重要意义之后，最终获得的精神皈依与价值指向。

（２００８０７０６收稿；２００８０７１３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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