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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阅读与编辑的修养

吴　健　敏
温州医学院期刊社，３２５０３５，浙江温州

　　《编辑学报》２００８年起新设了《好书推荐》和 《感
悟》专栏，作为杂志的忠实读者，我惊喜之余也有了跃跃

欲试的冲动。作为影响力在同类期刊中处于领先地位

的一种传播类核心期刊，而且是报道科技期刊编辑出版

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为主的科技核心期刊，开设这种

看似“无用”的栏目，其实是体现了主编的智慧的。这种

“无用之用”，反映了我们编辑同仁的精神诉求。曾有人

动情地撰文说，栏目中推荐的好书，能提升我们的精神，

能帮助我们确立更为理性的价值观，能使我们的伤感与

快乐充满诗意［１］。我想，重视与读者的情感交流，正是

《编辑学报》在诸多专业期刊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编辑

同仁共同的精神家园的魅力所在吧！

趁假期闲暇，重读《庄子》。想不到朋友同事间聊

起来却颇多惊诧，“读这种书有什么用”，成为我这个

医学期刊编辑忙里偷闲阅读《庄子》最受质疑的焦点。

在这个越来越讲究效率的时代，诸如“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财富”这样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没有立竿

见影的实际功用的阅读，不就等于浪费时间吗？《×
×理财宝典》《××使用手册》《厚黑学活学活用》《潜
伏中的职场智慧》等堪称快餐式阅读、功利性阅读代

表作的图书频频登上排行榜首，甚至有人高呼读图时

代、浅阅读时代已经到来，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还花

那么多时间去啃《庄子》这类“无用”之书，确乎有些不

合时宜；但我觉得，无论是对于一个编辑还是对于一个

读书爱好者来说，期待每读一册书就能有立竿见影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功效，这实在是过于狭隘了。

要分清什么书有用什么书没用，确非易事。其实，

大而言之，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又有哪些是最有用的

呢？友谊、爱情、尊严、良知，这些人生中最重要的东

西，究其实都没有什么用；但这些与更有用的住房、金

钱、职位等相比没有用的东西，对不少人来讲，却值得

用一生去追求。如果有兴趣更深入地理解“有用”与

“无用”，不妨认真读读《庄子》中的《逍遥游》。

我认为《逍遥游》全篇的精髓在于最后惠子与庄

子的对话［２］：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

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

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

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

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用现代的话来说，惠子说的是：“我有一棵大树，

它的树干木瘤盘结而不合绳墨，小枝弯弯曲曲而不合

规矩，生长在路上连木匠也不愿多看一眼。它就像您

老人家的言论一样大而无用，只有被大家抛弃了。”庄

子回答道：“你有这么一棵树，怎么还愁它没用呢，为

什么不把它种在虚寂的乡土，广漠的旷野，你不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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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地在树底下漫步或是自由自在地躺在树阴下面逍

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基金资助项目（ＧＢＪＸＢ０９２７）；浙江省
高校编辑学研究资助项目（ＺＧＸ０８１８）

了交流，确定了２００９年１１月邀请他来中国参加学术
会议和访问《中华妇产科杂志》编辑部的意向；２００８年
９月，她利用在澳门召开的第４届亚太区母胎医学会
议的机会，通过《中华妇产科杂志》在香港、澳门地区

的编委，与《国际妇产科超声杂志》（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Ｏｂ
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主编Ｖｉｌｌｅ教授亲切交谈，确定了
两刊互荐优秀论文，以扩大海外影响的意向；２００９年６
月，《中华妇产科杂志》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首届

香港、内地妇产科学术交流会，包括港、澳、台和内地代

表以及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伊朗、埃及、印度尼西

亚、沙特阿拉伯、菲律宾等国家的代表共 ５００余人与
会，内地共有７位专家应邀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充分

展示了内地妇产科学各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这次会

议不仅促进了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妇产科学术交

流，更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妇产科学界的相互了解。所

有这些都在稳步地实现着她的愿景———让《中华妇产

科杂志》快步走向世界。

潘伟常说：激情是成就事业的先决条件。１０年的
妇产科临床工作和１５年的编辑实践，给了她为妇幼保
健事业和科技期刊事业奉献力量的机会。几十年来她

就是这样凭着专业的自豪感和对科技期刊事业的不泯

激情，以学科为平台，以期刊为阵地，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和科技期刊在推动学科发展、促进科研成果的开发

与转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为科技期刊的发展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２００９１０１５收稿；２００９１０３０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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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吗？这怎么能说它无用呢，何况这样一来，这棵大树

还不要遭受斧头的砍伐，谁也不会去侵害它，它无所可

用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这里，庄子相当形象地将他推

崇的“无用之用”表露得一览无余。

从庄子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无用”不是真正

地没用。科技编辑对文史哲等领域图书的阅读或文艺

编辑对自然科学领域图书的阅读，当然不会没用，关键

是我们如何看待“用途”。就像在惠子看来，种了一棵

大树而这棵大树只能让人在树底下乘乘凉睡睡觉，这

样的作用与让这棵大树去做高楼大厦的栋梁之材的作

用相比压根就算不上是什么作用一样，一些读者过分

看重阅读带来的实际功效，而忽视了阅读的“无用之

用”。编辑这个职业是需要广博知识和开阔视野的，

一个更有人文修养的科技编辑，在文字处理、图书装

帧、版式设计等方面更可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从而把

图书或刊物做得更精美。做一个样样精通的编辑，当

然不可能，但精通其中一两门，对其他学科有所涉猎，

却是可能且必要的。知识面的拓宽，会带来人的视野

及精神境界的阔大。鲁迅就曾一再地劝告年轻人：

“大可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学文学的，偏

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

理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强调读书要“杂”，读书（不管读

什么书，理科还是文科）求知，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

人自己”（认识世界也是为了认识生活于其中的人），

而人要认识自身，就必须从多学科的综合认识入手。

整天与书打交道的编辑多读书，这是天经地义的。

著名出版家、国家语委原主任陈原说过一句很有见地

的话：编辑自我修养的头一条是“应当成为‘书

迷’”［３］。可以这么说，所有伟大的编辑出版家，如张

元济、邹韬奋、叶圣陶等，无一不是书迷。而对于一个

“书迷”来说，于专业书外，多读一些看似无用的“闲

书”，自在情理之中；因为读书除了是工作需要，也是

一种怡情养性的生活方式。对于“无用之用”，周作人

也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

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

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

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

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４］“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功利主义的味道未免太重

了。迷恋黄金屋和颜如玉，不是书迷；真正的书迷，他在

书中所得的，是一种人生的乐趣，是一种情感的慰藉。

而且，“无用”的阅读，不仅仅是编辑职业拓展的

需要，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性的责任感，不仅仅是一种怡

情养性的生活方式，也是这个高科技时代追求自由审

美之境的“捷径”。在如今这个高科技时代，社会分工

更加专门化和细密化，人的全面发展受到肢解和扼制，

个体和谐人格的发育成长受到严重的挑战。美国当代

著名学者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一书中曾痛心地指出，

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人们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往往终生

为了精益求精地掌握某一专业技能而无暇顾及其余，

而成为残缺的“单面人”［５］。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避免成为“单面人”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

迫切而严峻的问题。而“无用”的审美性阅读，恰恰能

赋予人激情、想象等感性生命力，无疑可以预防使人由

于片面的理性化而成为“单面人”的危险。出版业的

最终目的是塑造人、改造人、完善人和发展人，以促成

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精神文化

的生产者，编辑首先要避免成为“单面人”，并身体力

行，将审美理想传递给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的

修养和素质是决定出版物成败的关键。有什么样的主

编和编辑，决定了出版物的水平和层次。一本优秀的

出版物，一名优秀的编辑，能在无形中将自身所追求的

境界与审美理想传达给读者，使读者在获取知识的同

时得到审美的享受、心情的愉悦乃至打开想象的闸门

和产生创新的灵感。办得好的期刊能够进入读者的个

人空间，成为其贴心、无法轻易舍弃的精神伴侣［６］。

这就要求我们编辑在“无用”的阅读中不断地提高自

我修养，提高学识和审美能力。

在当今出版事业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下，却不能

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涌现出群星璀璨的编辑出版

大家，原因之一，是否与编辑“杂家”往往热衷于磨炼

“十八般武艺”，满足于编辑出版专业技能的实践应

用，而偏废了其他知识学养的更新与积淀有关呢？多

点“无用”的阅读，别问“这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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