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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面对面退稿的语言艺术

李建军　　郭卫东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８３００５４，乌鲁木齐）

摘　要　以科技期刊当面退稿的语言艺术为视角，提出面对面
退稿言语交际的合作、得体原则，介绍当面退稿的８种方式：单
刀直入，曲径通幽，协商，诙谐，激励，以退为进，另择高枝和换

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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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稿是科技期刊一项重要的常规工作，也是出版

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虽然这是一项编辑们大

抵“敬而远之”、不愿碰、容易得罪人的内务，但退稿无

小事，不仅关系到刊物作者群的建立，服务平台的搭

建，而且关系到刊物的兴衰成败；所以，必须从战略的

高度重视退稿工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尤其在退稿

上要讲究语言的艺术，真正做到“退稿不退人”［１］。

从方式来看，退稿可分为面对面退稿、电话退稿、

手机短信退稿、互联网络退稿和书面（手写）退稿等形

式，本文主要梳理科技期刊面对面退稿的语言策略，特

别是面对面退稿遵循的原则和采用的方法。

１　面对面退稿的言语交际原则

　　面对面交际所形成的语言环境，又叫交际场，是交
际活动中各种因素（说者、听者、话语、时间、场所等）

所构成的一种关系网络［２］。根据语言学、逻辑学和传

播学的相关理论，面对面退稿的言语交际原则可概括

如下。

１１　合作原则　格赖斯（Ｇｒｉｃｅ）曾提出人际交往的合
作原则，即根据目前交际的目的和方向，使你的谈话始

终符合交际的需要，这样，交际双方互相协作，使交际

顺利进行［３］。古瑞斯把合作原则又细分成隶属于以

下４个范畴的准则：一是量范畴，话语包含的交际所需

信息应不多也不少。二是质范畴，使交际话语真实可

靠，不说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不说自己不能证明的

话。质范畴符合交际的质量原则。三是关系范畴，要

有关联，不答非所问。四是方式范畴，话语要用词准

确、明了，言简意赅，有条理，避免晦涩和歧义［３４］。这

一准则也符合交际用语的经济原则。

１２　得体原则　得体是语言运用的至高境界，为许多
语言学家所推崇。修辞要贯彻得体原则，为语境服务，

更为题旨服务。修辞不是被动地适应，适应主题、概

念、上下文、语体等，而是大视角、大范围地对语境和题

旨的掌控和运用。修辞就其实质来讲，就是利用言与

境的特殊关联（相辅相成），来达到交际的目的。由于

面对面退稿的言语交际兼具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特点；

所以，不仅要注重日常交际层面的得体性，而且要注重

社会交际层面的得体性，是两者的统一。

如果说合作原则更多体现在语法上通不通、逻辑

上对不对等方面，那么，得体原则更多体现在修辞上好

不好、美不美。得体性是语言运用的上位概念，但它是

建构在合作原则的基础和前提之上的。

２　面对面退稿的方式

２１　单刀直入法　在亲切、自然的氛围下，开门见山，
直话退稿，简要阐明退稿原因和结果。不拐弯抹角，不

拖泥带水，不另辟蹊径，而是一气呵成。当然，这种直

言也不是不讲礼貌，过于刻板和严肃，而是用语得体，

语气语调、轻重缓急相宜。譬如，不可用这样的对话：

编辑：你的稿子毙了！

作者：为何？

编辑：水平不够！

这种小儿科式的直入法，这样生硬的语句和不留

情面的表达，只会导致冷场和受话者产生抵触情绪；不

当的表达不但会加深误解，还会影响亲情和友情。虽

然按照爱德华·霍尔交际空间研究［４］，单刀直入适用

于亲密距离的类型，即在密友、亲戚之间；但即便如此，

编辑也要少用感叹句或祈使句，多用陈述句，使交谈站

在平等的平台上。

退稿的场合可选在编辑家里、作者家里和编辑部

办公室。

２２　曲径通幽法　不直接进入退稿话题，而是迂回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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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层层铺垫，最后才显出立意的所在。

采用这种方式时，编者可以先和作者拉拉家常，侃

侃大山，套套近乎，等创设了比较和谐的交际场之后再

切入退稿事宜。对拉拉家常，侃侃大山也最好进行一

套设计，个人隐私不要谈，令受话人不感兴趣和不愉快

的事不要谈，他人的是是非非不要谈。这种表达法顾

全了人家的脸面和人格，比直入法更易于作者接受，这

也是最常见的退稿方式之一；但这种不说透的模糊语

言和旁敲侧击的表达方式，掌握不好，也容易叫人不知

所云和产生歧义。要委婉传达暗含的意义不是让编者

做到不言自明，而是真正让作者体会到不言而喻。曲

径通幽并不是幽深到没有尽头，在远方依然可以看到

花木映衬的蝉房。退稿话题虽绕了几个圈圈，但万事

不离其宗，看见了“蝉房”的时候就必须使作者明白此

次谈话的目的和主题。退稿话题可点到为止，可含蓄

地说“再换一篇”之类的话。

曲径通幽法适用于关系一般或不熟悉的作者类

型。退稿的场所可选在作者家里或编辑部办公室：到

作者家显示编者对作者的重视和尊重；去编辑部办公

室凸显退稿的规范和郑重其事。

２３　协商法　就是以商量的口吻，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的说服性方式。

这种语气既不是居高临下，也不是低三下四，而是

不卑不亢，编者和作者处在平等互利的位置上。运用

协商法时，编者应掌握话语的主动权，注重倾听作者的

意见，注意话语伦次的及时转换，注重体态语言的配

合。编者要根据不同的作者、交际场景巧用称呼语、问

候语和辞行语，给人以真诚信任的感受。在交谈过程

中要由浅及深，摆事实，讲道理，让作者全面了解稿件

的优缺点，以及不被采用的真实理由，做到公正、公开，

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希望作者能理解和支持［６］。由于

退稿的不光彩性，对第三人一般采取回避原则。退稿

的交际对象是编者和作者，退稿的理想地点可选在编

辑部办公室。在交谈时也要保持适度的距离：相距不

可太远，远了显得疏远；亦不可太近，近了显得过亲热。

协商法既适于较熟悉的作者，也适于仅仅认识或

从没打过交道的作者。

２４　诙谐法　以幽默用语来达到交际效果的说服性
方式。

在交谈中，话题表达诙谐风趣，营造活泼、愉快的

情境。如编者和作者在相互寒暄后，编者可先插话挑

起气氛和情绪。例如：

编辑：我们今天可是１＋１的两人世界？
作者：嘿嘿，没错。

编辑：我们好好谈谈，不过———是谈您的稿子！

作者：真逗！

在谈话氛围营造好之后，编者即可切入正题。

编辑：最近你和他人“撞车”了？

作者：别忽悠啊！

编辑：我是说你的论文内容和人“撞车”了！

作者：是吗？

编辑：以后可要当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编辑不幽第一默，在幽第二默时就会显得唐

突———虽然凸显了编者的机智，言语具有强烈的讽刺

效果，但不一定为作者接受。有了第１层的铺垫，第２
层的话题意义也就汩汩滔滔，信手拈来。诙谐拉近了

编者与作者的距离，诙谐也使作者感受到编辑谈话的

风格和做人的品格及原则，也暗含着编辑部不能容忍

抄袭这样的事发生。退稿是自然的，用这样的方式已

经很客气、很留情面了。虽然当编辑把“包袱”抖出

后，作者大抵保持沉默的态度，但这本身已对作者产生

了很大的触动。用幽默语也应察言观色，对性格太内

向或比较陌生的作者尽量不用。

２５　激励法　就是侧重给作者以鼓励，不因退稿而气
馁的说服性方式。

这里，编者可以以长者或过来人的角色进行攀谈。

话语设置的着眼点，不是文本写作的不足，而是其明显

优势和潜在的闪光点；编者的态度和言语是多表扬、多

鼓励，少批评、不挖苦，尤其是对待有潜质的学术新人，

更应采取大加扶持的方式，要使作者辩证地看待问题：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欢迎你再来稿！”的确是句鼓

励的话，但它因被用烂而显得有些客套和虚伪了。诸

如“再加把劲，你一定会成功的！”“换个新的视角你就

会有更大的收获！”“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明天你就又

有一个新的开端！”“这么年轻，从头来，没关系！”“‘重

为轻根，静为躁君’，请记住老子的这句名言”等等，就

会因用词不落窠臼而显得“电”力十足。

办刊就是服务。在这里，编者要牢固树立服务意

识和“三贴近”原则，要贴近作者，就是要从利益上贴

近，从语言上贴近，从情感上贴近，从兴趣上贴近［７］，

科技期刊的作者有不少又是读者，贴近作者也等于贴

近了读者。

２６　以退为进法　即改变原有的退稿意图，与作者达
成暂时妥协，变退稿为修稿的方式。

编者是话题的控制者，也是信息的主要传播者。

当遇到以下场景时也会临时改变主意和态度。

一是对于对自己的稿子特别有信心、自我感觉特

别良好的作者，直接或间接地说出退稿结果，都会使作

者心理反差较大，而导致巨大的情绪波动。

二是对于性格方面有缺陷者，更应慎重，要避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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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会话时言语的激烈冲突和失控后的肢体碰撞。这种

谈话最好让有经验的年长的编辑或主编来谈，交际地

点可放在编辑部办公室或作者家。

三是作者对自己的稿件进行了言之有据的辩解，

感染了编辑。编者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但因人因地

因时而宜，也可采取灵活的变通方式，使说话留有余

地，使做事留下空间，以免陷入被动局面，现在的退是

为了更好地进。

在采取退稿为修稿的方式后也要把握好２点：一
是赶快在第一时间向编辑部领导通报这一情况，如果

编辑部已决定按退稿处理对待，则要在编务会上说明

情况；二是坚持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所有作者的

稿子都要经过双向匿名或三审的检验，经过修改后仍

达不到发表水准的，编者也无能为力。

２７　另择高枝法　即建议改投他刊的劝服方式。
在来稿中也会遇到质量尚好，但苦于不符合本刊

的办刊宗旨或报道范围，没有与之内容相符的栏目而

无法刊登的现象。对于此种情况，编者要深表惋惜和

歉意，让作者及时改投他刊，并热情、真诚地推荐刊物

名称，如果认识所推荐刊物的编者，能打个电话推荐就

再好不过了。即使说“另请高明”之类的话，也要实心

实意，不做假，不矫情，要使作者感受到编者不是不负

责任地搪塞和踢皮球，而是真心地希望作者的稿子能

早日发表。如《编辑学报》是以科技编辑学和科技期

刊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刊登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理论与

实践研究成果的，它收到的投稿是研究社科期刊学的，

《编辑学报》即建议作者改投《编辑之友》或《编辑学

刊》。

２８　换位思考法　即让作者用编者角色去思考的说
服方式。

一般的作者因屡屡投稿不中，都有“发稿难”的体

验，加之有的编辑部作者投稿时门难进、脸难看、话难

听、事难办，而对编辑心存芥蒂，对编辑部满怀抱怨，这

是可以理解的。有时从作者打电话略带质问的语

气———“我的稿子什么时候用？！”就可窥见一斑。其

实，编辑也有苦衷和埋怨：１年上千篇的来稿量，用稿
才一二百篇，待发的稿子都排起了长队，天天接到的电

话几乎全是在询问稿子审理的情况，有时也真叫人心

烦意乱。作者应了解期刊的整体运行情况，编辑部审

稿总体上讲是公正的，一多半的稿子发表不了也十分

正常；但只要稿子写得好，审稿专家是会慧眼识珠的，

编辑是会认真对待的。编者要让作者不仅能站在编者

和本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更要站在读者需求的高度

去看待问题，学会“换位”思考。如果用你有水分的稿

子，只会造成期刊的虚胖，刊物又如何能立起来，对读

者负责只会是一句空话。如果让作者顺着这样的路径

去思量，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退稿方式。当然，倘若作

者能达到“不怕退，退不怕，怕不退”这样的境界，心平

气和地对待用稿这件事儿，说不定离发稿已经不远了。

３　结语

　　以上仅仅是退稿的几种主要方式，难免会挂一漏
万。从退稿的路径取向来看，它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时

为了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往往会出现一两种、两三种

方法混用的情况。同时，编者还要注重用身体语、时间

空间语、沉默、副语言等非语言符号来有效交流信息，

正如语言学家戴维·阿伯克龙比所说的那样：“我们

用发音器官说话，但我们用整个身体交谈。”［８］此外，

不管退稿方式如何用，编者都要赏识作者的劳动成果，

给作者更多的人文关怀［９］。对于有的编者因来稿“无

单位推荐信”或“稿件缺页”等非质量方面的原因而退

稿，这是有失公正，应当着力避免的［１０］。

编者要以社会活动家的角色和眼光，牢牢把握公

关社交的礼仪和语言艺术，做到烂熟于心，运用自如。

在退稿的言谈举止上得体，在交往应酬上适切，这正是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１１］的表征，也是

编辑语言艺术和社交素质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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