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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电话约稿的特点与方法

李建军　　刘会强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８３００５４，乌鲁木齐

摘　要　从科技期刊电话约稿出发，初步区分人们经常混用的
“约稿”和“组稿”概念，总结出电话约稿的双向互动性、交际不

均衡性、快捷性和非当面性等特征，归纳出电话约稿的４种主
要方式，即“明说”，“暗指”，“见缝插针”，行为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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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约稿与组稿的概念

　　约稿是科技期刊办刊宗旨、理念和风格的主动执
行过程与体现方式，是一项有组织、有目的的策划行

动，也是出版链条和编辑流程中关键的一环。

约稿和组稿是一对“孪生兄弟”，以至于长期处于

混用状态，也未见有人区分和解说。笔者现不揣浅陋，

试作简单概括和分析，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约稿是编辑以商量的口吻向受邀对象提出预定选

题内容的过程和行为。组稿是期刊编辑部主动组织稿

源的活动，是依据选题计划，邀请合适的作者，就预定

的题目写稿［１］。约稿的“约”字有提出和商量之意，多

指编辑对个体对象的实践行为，并且言行不带强制性

（若约定在先当然就要践约）；组稿的“组”字有组织之

意，因而组稿多从宏观层面阐发，是个集合概念，强调

一致性的单位和集体行为与执行效果：所以，约稿更多

地强调与写稿单个主体的交往过程；组稿更重视与写

稿多个主体的约定结果。约稿多是组织授权的编辑个

体行为；组稿则多为编辑部的集体和整体行为。我们

多说编辑部组稿，一般不说编辑部约稿。

约稿由交际方式来框定，有言语约稿和非言语约

稿。由约稿的对象范围确定，有群体约稿和个别约稿。

由约稿的主次划分，有重头约稿和一般约稿。由约稿

的时段来定夺，有短期约稿和长期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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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区分，有当面约稿和非当面约稿。非当面约稿又可

分为纸介质非当面约稿和电子介质非当面约稿。纸介

质非当面约稿主要指书面（手写或机打函）约稿；电子

介质非当面约稿包括电话约稿、手机短信约稿［２］、Ｅ
ｍａｉｌ约稿、ＱＱ约稿等。本文从中观、微观层面上来探
究科技期刊电话约稿的特点和方式。

２　电话约稿的特点

　　电话约稿包括固定电话约稿和移动电话约稿２种
形式，是一种有意识的交际行为和活动，是当下主流的

约稿方式，其具有以下特点。

２１　双向互动性　电话约稿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的“降服”，也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单向“灌输”。

电话约稿的双向性是建立在平等、民主、自由协商的基

础之上的。电话约稿的编辑应把握着交际话语的主动

权，掌握约稿的火候和题旨情境；但约稿对象不是被动

的参与者和倾听者，约稿对象经常会成为话题和话语

的主角，编辑的约稿提纲也常因这些专家的意见而得

以改变。“有时作者并不经意地提起的一些内容也会

是很有价值的题材。”［３］电话约稿由于信道的双向互

通性，也为编者和约稿对象双主体的互动、交流和共同

提高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有利契机。

２２　交际非均衡性　电话约稿不是编辑一时头脑发
热，“乱点鸳鸯谱”，也不是编辑同约稿对象的不期而

遇，“私订终身”。电话约稿是编辑经授权的有备而

来，一般都对约稿对象做足了功课。知己知彼，方能百

战不殆。而约稿对象对编辑的了解程度和印象除经常

交往的或编辑本身也是本专业的行家里手外，大都比

较模糊。约稿对象更看重的是编辑所编刊物本身的地

位和知名度。由于对双方个人信息了解的不对称性和

非均衡性，有时也会带来交际的不和谐和认知的偏差。

２３　快捷性　一个电话通万里，万千内容一线牵。快
速、省时、便捷是电话约稿的一大特点。由于行为对象

的确定性，电话约稿既省去寄发约稿函的繁琐与时间

拖累，书面符号的程式化与客套，又可马上知晓约稿对

象是否合作和诚意如何，也可及时预判同约稿对象将

来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效果。此外，如果不是国际长

途，电话约稿还具有成本低廉的特点。

２４　非当面性　电话约稿是声音互动的言语交际行
为，是可以感知双方语音、语调、语气的对话形式。虽

然没有面对面，看不到对方的面部表情、目光、手势、姿

势和衣着打扮，但可感受对方的态度、性情、学识和处

事方式。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梅瑞宾曾总结出一个

公式：信息总效果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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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表情［４］。能让约稿对象明显感受到真心、热情的面

部表情的电话约稿是约稿的理想境界。

３　电话约稿的方式

　　电话约稿不是“简单请作者写文章，更是一个很
讲究艺术的包含智慧和情感的创造性的编读互动过

程”［５］。艺术地展现电话约稿就是要讲究方式、方法，

使每一个细节都能做到尽善尽美，使语言的表达能做

到赏心悦目。电话约稿的方式主要如下。

３１　“明说”　即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的电话约稿方法。
“明说”是最常用的电话约稿方式。现代生活节

奏快，打电话的开场白也变得日益直接和简约。

编辑：您最近挺忙吧？

约稿对象：噢，挺忙的（还可以）。

编辑：有件事想麻烦您，能不能在百忙之中给我们

慷赐大作，以示鼎力支持？

约稿对象：哪里哪里……

虽然交际双方会有个人异质的表现，但通过“明

说”这种方式，以上的对白不出意料会成为大家习惯

的且拿手的套路。在此番对话中，如果约稿对象在回

答编辑“您最近挺忙吧”的话中用“托你的福，还可以

（还行）”，这就一则显示编辑与约稿对象的私人关系

还不错，二则昭示这次约稿可能有谱。假如说“最近

的确挺忙的，要不以后再说”就可能是以下２种情况：
一是不好意思当面拒绝，是推辞；二是说不准，给一个

回旋的余地，等等再看。有的专家也考虑到期刊第一

次约稿就爽快答应，显得有些跌份儿。如果编辑没有

耐心，没有做好连续约上十次八次的准备，约稿恐怕就

会成为难题。

“明说”更多的是建立在相识和有一定感情基础上

的约稿行为。那么，倘若不认识，很正式的书面去函和尽

显尊重、热忱的登门拜访式约稿方法可能会更为奏效。

３２　“暗指”　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表达方式。
中国人打电话同中国人写信一样，总是寒暄客套

半天，聊一些家长里短、无关紧要的话儿之后才切入正

题，这刚好与美国的思维和说话方式截然相反；所以，

在中国，打电话和看信注意后半部分就行了。对于含

蓄式的约稿，约稿对象当然亦可像上面这样做。对于

施动者———编辑来说，不管开头采取多么曲折的交流

方式，都要最后使约稿对象明晓编辑的意图、目的或要

求。如果约稿对象能主动说出：“你是向我来约稿的

吧，行！”这是最好不过的交际结局。当然，“暗指”这

种方式多用于不熟悉或不认识的人，如果打电话说

“问候一下”，约稿对象肯定觉得怪怪的。给不太熟悉

的人打电话肯定是有事，要不然就说不大清楚了。

“暗指”型的电话约稿是难度相对较高的复杂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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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该请资深编辑或主编、副主编担纲。当然，约稿

要想取得好的效果，一是选题要选准。“编辑要结合社

会现实、文化需求、期刊定位、自己能调动的作者资源等

实际情况来确定好具有预见性、引导性、现实性的选题

方向”［５］。编辑既要“通过检索查新追踪学科研究前

沿，了解相关选题发展趋势，又要估量当前完成此类选

题的难易程度，还要了解读者的需求，为确定选题和约

稿方向提供依据”［６］。二是作者要选准。术业有专攻，

能选到理想的约稿人就等于成功了一半。约稿不一定

非要是名家、大家什么的，名家、大家一般你也约不到。

不是名刊的话，即便约到了也不一定令你满意。约稿要

约的是：真正为你期刊着想的人，最适合你期刊的人。

当然约稿人的选择和甄别会有一个过程，但必须有这种

意识，尤其还要对学术新锐进行大力扶植。三是编辑要

得力。有什么样的编辑，就有什么样的期刊。编辑的学

养是自身立足的利器，是期刊充满生机的源泉［７］，也是

约稿成败的关键要素之一。与约稿人能打成一片的前

提是编辑要懂约稿人，懂约稿人的专业，使之有共同的

语言和专业平台。学者型编辑＋严谨＋真诚＋耐心＋
合理的方法＋合适的选题＋合适的作者＝约稿成功。
３３　“见缝插针”　即利用有利时机，取得良好电话
约稿效果的方式。

“时刻准备着”应成为编辑们的良好职业约稿习

惯。约稿是个慢工，是个细活，不是一朝一夕就一挥而

就的。即使１次电话约定了，后面还要有 Ｎ次的联
系。编辑要及时了解约稿人的学术研究近况、所托论文

的进展情况以及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目前有的期刊

追求约稿的短期效应：快快约稿，快快完稿，快出成果。

这明显违背学术生长规律，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和浮

躁的表现。编辑约稿可瞅准时机，即刻随时进行。如有

的专家刚获了科研奖励，编辑可在专家心情大好的时候

约稿，既表祝贺，又虚心求教，这样就容易被接受。

编辑在时刻准备着的同时还要打有准备之仗。编

辑要了解约稿对象的难忘经历和容易引起情感共鸣的

地方，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和约稿对象感兴趣的话

题，而这种话题又与期刊选题是密切相关的。如牟文

正编辑向老作家冰心约稿，就是从拉乡情话开始的。

“冰心小时候在烟台市东郊生活过，对那段往事非常

留恋。我就讲了烟台东郊的许多新变化。老人听得入

耳，我便顺势提出约稿的要求，她欣然应允”［８］。虽然

这是登门拜访的场景，但也适用于电话约稿。这个例

子的成功之处就是：乡情诱发了心情，乡情拉近了感

情。在牟文正“导演”的思乡情境下，名家也被情感

“击中”，不但有感而发，而且被诉诸文字。

３４　行为铺垫　即以一些能打动约稿对象的行为作

为基础铺垫，继而用电话来敲定约稿的方法。

约稿是一种情感加智慧的创造性劳动。行为铺垫

也是要讲究分寸的，要合理合法，行为要得体。电话约

稿不是讲编辑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不择手段，而是要

恪守职业道德的。就是对约稿对象也不能因名气大、

地位高、期刊有所求就一味地讨好、吹捧，而不惜降低

人格，更不能挖空心思去“抢”其他期刊的约稿，制造

人为紧张关系，促成期刊恶性的竞争。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社会，感情的联

络是必要也是必需的。对约稿对象平时可发个短信问

候和关心一下，逢年过节也可亲自登门拜访。如果约

稿对象在异地，也可寄上点土特产慰问一下。人都是

有感情的，有了这些行为层面的铺垫和情感的交流，相

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约稿自然会水到渠成。

行为铺垫法适用于所有的约稿对象。

４　结束语

　　科技期刊电话约稿与其他约稿形式一样，其目的
都是在践行由“等米下锅”到“找米下锅”的转变，在践

履由“找米下锅”到“找精米下锅”递进。虽然“精米”

总是那么稀缺和珍贵，因为稀少它又被一些期刊降格

成相对而言的，但它一直是科技期刊孜孜以求的目标，

也是期刊编辑殚精竭虑、义无反顾的追求。总之，科技

期刊电话约稿与其他约稿形式，阐明了期刊约稿约的

就是公心，约的就是质量，约的就是为了更好。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永远都是学术的最高宗旨，也是科技

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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