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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加工活动中修改权与编辑的人格追求

申　海　菊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国现代医学杂志》编辑部，４１０００８，长沙

摘　要　探究编辑人格和编辑加工活动中修改权之间的内在
联系。针对编辑加工活动中存在的某些人格缺陷，阐释编辑人

格应该包括的内容，强调坚持编辑人格追求的重要性及对于当

今编辑工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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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工作是科技期刊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

自身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期刊的质量，有一流的编辑才

会有一流的期刊。提高编辑的素质，不仅是科技期刊

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知识创新的根本

保证。有关编辑素质的研究是编辑学研究中一个传统

的论题，不少文章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１３］。作为精

神产品的“把关人”，编辑的人格追求是编辑主体精神

的内核。在期刊出版实践中，编辑出版人只要将高尚

的人格魅力充溢于整个出版过程，就能强化著作权意

识，处理好编辑修改权与作者修改权之间的关系，就能

编出精品期刊，并实现编辑自身的人格追求。

１　编辑人格

　　人格（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一词来源于拉丁文“ｐｅｒｓｏｎａ”，
原意是“面具”（ｍａｓｋ）。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在其
《人格的模式与成长》一书中对人格定义为：“人格是

个体内部决定其行为和思想独特性的那些心理生理系

统中的动力组织。”［４］他认为人有共同特质和个人特

质，强调个人特质在独立人格中的作用。共同特质是

属于同一文化状态下人们所具有的一般人格特质，个

人特质中的首要特质及次要特质构成其独特

的人格［４］。

编辑这一特定的职业群体在编辑实践活动中积淀

而铸就了自己独特的人格特质———编辑人格，它具有

明显的编辑职业特征。具体表现为：心地善良，坦诚；

人格的纯洁无瑕，名实相符；直率、刚直不阿、无私无

畏，也无先见和成见；读者意识和服务意识，以及对作

者的热心、诚心和关心；丰富的想象力、鉴别力和策划

力，以及对编辑事业的满腔热忱［５］。概括来说，就是

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严谨、科

学的治学精神。

２　修改权

　　《著作权法》［６］第１０条第３款规定：“修改权，即
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第４款规定：作者
有“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

利”。《著作权法》第３３条规定：“报社、杂志社可以对
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

许可。”《著作权法》既赋予了编辑加工稿件的权利，又

对其权利进行了限制。从法律意义上讲，编辑对文稿

的处理加工应分为２种：一是文字性修改，即对文字、
出版规范方面的修改；二是内容性修改，即涉及内容、

风格和观点的修改。前者属于编辑正常职责范围，受

著作权法保护；后者若未经作者认可，则构成侵权。

３　加强服务意识，把握修改权的尺度

３１　当今编辑加工中存在着人格缺陷　当今社会的
评职称、获学位、科研课题结题等都需要发表文章，编

辑作为信息传播的“把关人”，对稿件掌有“生杀大

权”，这种角色和心理上的优势，使得一些编辑在对稿

件行使修改权的时候出现以下几种人格缺陷。

１）在修改中过于自信，又疏于查阅工具书或向专
业人员请教，不经作者同意，对稿件进行内容性修改，

造成误改或修改不当，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利益。

２）在修改中一味以“文责自负”为借口，消极对待
法律赋予编辑的职责和权利，不履行编辑应尽的义务，

降低编辑技术含量，在稿件的处理上无作为，放过了稿

件中的纰漏，以至刊出的文章中出现一些诸如语言不

规范、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甚至出现基本的常识性错

误，影响极坏。

３）对名人和学术权威的稿件，盲目崇拜，来什么
样的稿子就登什么样的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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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对有剽窃抄袭嫌疑的稿件，不愿认真质疑求
证，变相助长了学术腐败的风气。

５）对一些粗制滥造的稿件，搞“关系稿”，败坏了
社会风气，有悖职业道德，损害了读者的利益。

上述种种现象的存在，表明编辑已偏离了人格追

求轨迹，是对作者和作者劳动成果的不尊重，是对读者

的不负责。

３２　在编辑加工中实现人格追求　直接影响科技期
刊出版质量的主要不是编辑的一般业务素质，也不是

编辑的一般政治觉悟，而是编辑的人格魅力［７］。“为

他人做嫁衣裳”是编辑工作的真实写照，编辑在履行

自己的职责行使修改权的时候，对稿件字斟句酌的修

改需要耗费无数的心血和心智，尤其是这种“枯燥无

味”“简单重复”的繁杂、琐细的修改是日复一日的工

作内容。编辑加工过程中，在文字性的修改上，特别是

内容性的修改，可谓绞尽脑汁。如“的”“地”“得”

“了”属文字性的，这很清楚；但当碰到一整段或一整

句时怎么办，要从文章的结构、主题思想和文字表达等

多方面来考虑是否影响文章的主题，是否破坏文章的

完整性，并须结合被删除的文字在文章中所起的作用，

删除会不会造成读者的误解，妨碍读者的理解，来判断

是作文字性修改还是内容性修改。处在当今某些人追

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环境中，相对清贫的科技期

刊编辑还能“安贫乐道”？

总之，如果编辑对塑造自身高尚人格没有丝毫要

求，对编辑工作没有奉献精神，就不可能保质保量地完

成这些繁琐的、复杂的、心力交瘁的工作任务。这就要

求编辑具有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

神和诚心诚意为作者服务的强烈意识［８］。有了这种

人格追求，编辑在修改稿件的过程中，就会自觉遵守

《著作权法》，正确行使修改权，把握好修改的尺度［９］；

就会从文章题名至参考文献著录层层把关，一丝不苟；

就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９］，包括对研究设计、

篇章结构、语言文字、量和单位、数据处理、图表设计、

参考文献著录等进行全面的审核、修改和完善，最终使

稿件的主题思想更加鲜明、逻辑结构更加严谨、字句使

用更加规范、数据材料更加准确，使其符合编辑出版各

环节的要求，并使粗制滥造甚至剽窃抄袭的稿件无处

遁形。这为科技期刊培育了优秀的学术资源，为科技

期刊的生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编辑工作中，编辑人格的追求首先要解决的是

做什么、不做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是编辑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取向自觉化的问题，也就是人

们平常所说的责任意识。编辑有了这种责任意识，就

能在编辑生涯中砥砺自己的操守、净化自己的心灵、实

现自己的人格追求。

４　严谨治学、出版育人的编辑人格魅力使修改
权更神圣

　　编辑工作是站在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
沿，以期刊作载体，积累并传播科学技术信息和知识的

工作，编辑的高尚人格主要发生在他所从事的编辑出

版实践活动之中，这就决定了编辑人格力量必然对出

版业乃至整个社会风气产生一定的影响。

编辑是作者联系读者的桥梁，编辑的高尚人格所

形成的巨大的人格力量，最能同作者、读者切身生活体

验和实际觉悟水平相联系，从灵魂深处打动人。编辑

个体在编辑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忠于职守、忠于科学和

真理的高尚的人格，不仅使编辑的良好声誉在社会上

得到流传，也会影响并感染与之发生过联系的作者和

读者，从而启迪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注意培养自身

的人格［１０］。

近年来，由于对职称、科研成果等过于量化评价，

以及对科研人员的学术道德教育不足，部分科研人员

的学术道德滑坡现象严重，有剽窃抄袭嫌疑或粗制滥

造的稿件在科技期刊上刊出，媒体多有曝光。除去上

游的作者主体和下游的学术评估制度等，编辑也有推

卸不了的责任。

科技期刊编辑因为发稿量繁重，编校稿件时或免

一时麻烦，或图一时方便，未严格核对稿件的引文，更

有甚者，对稿件中项目不齐的参考文献行简单删掉了

事。这种编辑加工，离精益求精的学术规范相差甚远。

这样粗暴地行使修改权，间接地为粗制滥造或剽窃抄

袭之作开了绿灯。究其根由，就是缺乏精益求精的敬

业精神和严谨、科学的治学精神。唯有严谨、科学的治

学精神的驱动，编辑才能在编辑加工中对引文必注出

处这一基本要求严格把关，对稿件中存在的问题一一

“追问”，大至学术观点，小至一条参考文献，不放过任

何一个疑点，使任何一篇论文都能做到如实反映作者

的创新研究与前人研究成果的关系或异同。

在编辑加工中，拥有法律赋予权利的编辑，凭着自

己严谨的治学精神，发现稿件存在的剽窃抄袭内容，及

时同作者沟通，规避作者学术失范的行为。这就会使

编辑的修改权更加神圣；因为有了他们的“火眼金

睛”，监督了作者，教育了作者，培养了作者良好的学

术道德品质。

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严肃公正的科研理念、扎实

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有这些最直接、物化的结果，往

往是以公开发表的论文形式体现出来的。当读者看到

自己的师长、导师和同行的优秀科研成果得以发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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