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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专业期刊的特色之路

王　芙　蓉
《扬州大学烹饪学报》编辑部，２２５１２７，江苏扬州

摘　要　作为高校的专业期刊，《扬州大学烹饪学报》（原《中
国烹饪研究》）一直在探索自己的特色之路。期刊依托在中国

高校最早设立的中国烹饪专业彰显特色，依靠一支综合素质较

高的编辑队伍创造特色，并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组织和烹饪业内

人士的作用张扬特色，在２０多年的办刊过程中，展示了自己的
特色，并将在烹饪理论研究和行业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发挥专业

期刊的作用，力求走出一条有特色的中国高校专业期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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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期刊具有专业性、行业性强、受众面窄的特

点。《扬州大学烹饪学报》（原《中国烹饪研究》）是我

国创办最早的烹饪类专业学术理论期刊，也是中国高

校最早创办的以烹饪理论研究、烹饪工艺研究为主要

内容的自然科学类专业期刊。相比于其他专业期刊，

烹饪专业学术期刊受到自身学科地位的限制［１］，但

是，它包含了理科（烹饪工艺、烹饪化学）、工科（食品

科学）、医科（烹饪营养与卫生）、农科（烹饪原料）以及

人文社会科学（烹饪史、烹饪饮食文化、餐饮管理）等

诸多交叉学科内容；因此，如何办好类似专业学科地位

不高、专业指向极为狭窄、专业知识涉及多学科内容的

专业期刊，并使之形成自己的特色，在全国形成影响，

成为办刊人和业内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扬州大学

烹饪学报》办刊人一直履行“以学术立刊，以特色办

刊”的宗旨，最终使之成为我国烹饪界层次高、影响大

的理论学刊。

１　依托专业彰显特色

　　１９８３年，原江苏商业专科学校（现为扬州大学旅
游烹饪学院）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设立了“中国烹饪

系”，并于同年９月开始面向全国招收烹饪专业大专
生。这一举措在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领

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明日报》对此作了专门报

道［２］，《半月谈》杂志将其评为 １９８３年国内“十大新
闻”。１９８４年《江苏商专学报·中国烹饪版》创刊，１９８８
年成为独立的专业期刊———《中国烹饪研究》。２０００年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更名为《扬州大学烹饪学报》。

烹饪专业的设立是烹饪期刊创刊的土壤和依托。

烹饪专业的特色更是期刊特色的活水源头。“中国烹饪

系”成立后，云集了当时国内非常知名的专家学者，特别

是在“烹饪饮食文化”和“烹饪工艺”的教学和科研方

面，积累了诸多的研究成果，而烹饪专业期刊的适时创

立，成为展示专业教学科研成果的阵地和窗口。专业期

刊在专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茁壮成长，二者相互砥砺，

共同成为全国有影响、有特色的专业和专业期刊。

２００３年，扬州大学“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被确定
为江苏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其间期刊也得到领

导人和著名学者的关注。如钱学森同志常年订阅本刊，

并多次为本刊撰稿。特别是有关快餐发展的系列文章

的发表，引起了钱老的兴趣和关注，１９９４年７月８日，他
在来信中提出了“关于发展快餐业”的重要意见。钱老

的来信［３］在本刊发表后，包括《报刊文摘》在内的全国

许多报刊都争相转载，在全国烹饪界引起了轰动，推动

了我国快餐业的发展。不少海外烹饪界学者和有关人

士纷纷来电来函订阅。此外，原商业部部长刘毅同志，

原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同志，原商业部办公厅主任、中国

烹饪协会顾问萧帆同志，原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习同

志、副会长胡长龄同志，以及江苏省教委原副主任叶春

生同志，都对本刊给予极大的关注，并留有题词等手迹。

面向新世纪，“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启动了“以

专业特色内涵建设为主体，以加强烹饪与营养科学、烹

饪与食品科学、烹饪与管理科学间的交叉融合求发展，

向强化国内领先地位、建设国际知名专业迈进”的新

一轮发展规划［４］。这为期刊在下一轮的特色发展，包

括选题策划和组稿方面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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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依靠编辑创造特色

　　烹饪专业期刊要办出特色，还需要有一支编辑业
务素质和烹饪专业素质都过得硬的编辑队伍，依靠自

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创造期刊特色。

２１　选题特色　选题开发是办好期刊的基础，也是凸
显期刊特色的关键所在。本刊在创办之初，就将“探

索总结烹饪理论，继承弘扬饮食文化，反映烹饪研究最

新成果，为教学科研服务”作为办刊宗旨。在办刊过

程中，重视选题的开发并使之极具特色。如“中式快

餐”这一选题的成功，一方面为中国快餐行业的起步

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扩大了本刊在全国

的影响。这应当是编辑创造选题特色的优秀成果。

２２　栏目特色　创刊之初，国内著名的烹饪饮食文化研
究者就以《中国烹饪研究》为阵地，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期刊的品牌特色栏目《烹饪饮食文

化》。该栏目一直延续至今，其稳定性、专业性和学术性

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正是由于该栏目具有鲜明的

特色，本刊多年来，一直被对中国饮食文化较为关注的欧

美、日本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各大图书馆所

订购和珍藏。事实表明，《烹饪饮食文化》栏目已成为烹

饪教育界、学术理论界普遍认可的特色栏目，还荣获２００９
年江苏省期刊协会授予的特色栏目奖———“明珠奖”。

２３　风格特色　期刊的外在风格主要体现在其外在
形式上，包括封面设计和印刷装帧。本刊通过封面明

确地反映出刊物的整体风格与理念。如封面上铜色背

景下套印古代食器大方鼎，左上角横置一古陶碗，局部

采用ＵＶ的亚光效果，整体风格简洁中不失凝重，优雅
中亦含古朴，既表现了学术思想，又突出自身的个性，

并且多年来形成了稳定的风格。

期刊的内在风格主要依赖于刊物的内容，特别表现

于有特色的主题和话题。烹饪学术期刊着眼的风格是

通过期刊编辑的创造产生出来的，即编辑自身的素质、

品位越高，期刊就越具有独特的风格、特色与个性。编

辑的素质与品位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其思想的深刻

性、政治的敏感度、学术水平度以及自身的审美、艺术、

情操、道德修养等，都是衡量编辑素质及品位高低的标

准［５］。本刊通过提高编辑人员的专业科研水平和编辑

业务水平，从而使所办期刊具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

３　依赖行业张扬特色

３１　通过行业协会，张扬期刊的影响力　我国与烹饪
行业相关的协会有中国烹饪协会和各省、市、县级烹饪

协会，还有各级餐饮行业协会以及中国食文化研究会

等。多年来，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一直与行业协会

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如学院院长长期担任中国烹

饪协会副会长，校内多位教师担任协会各专业委员会

的委员，学院还承办中国烹饪协会会刊《中国烹饪信

息》等。所有这些，都为烹饪专业期刊与行业组织的密

切联系与合作打下了基础。本刊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

每一次专题论坛和各类研讨会，一方面了解了行业发展

动态，另一方面结识了业内人士，并通过会议积极组稿。

这样，既发挥了行业协会“面向社会的服务作用”，又为

期刊增加了优质稿源，同时扩大了期刊的影响力。

３２　通过烹饪业内人士，扩大期刊的渗透力　本刊的
受众面相对较窄，除却各级烹饪高等、高职和中职院校

的专任教师及烹饪理论研究者外，烹饪业内人士是我们

读者队伍的生力军；因此，本刊在作目标受众定位时，努

力将烹饪餐饮行业从业者的需求作为办刊的出发点，力

求使期刊成为餐饮企业从业者的技术指南和烹饪爱好

者的良师益友。在此定位的基础上，期刊与烹饪业内人

士产生互动，并实现双赢。如编辑部定期与餐饮企业集

团的领导沟通，一方面了解行业新动态和发展趋势，另

一方面向这些餐饮企业家约稿，有时还以地区为单位，

约请一些企业家在他们的片区组织稿件。这样，期刊不

仅组织刊登了大量能反映一线行业发展最新动态的学

术论文，使得本刊在内容上更具层次性和吸引力，同时

吸引了大量业内人士的眼球，扩大了期刊的渗透力。

尽管由于受到学科的限制，烹饪学科还不是一门独

立的学科，属食品科学下的子学科，期刊的评价指标如

影响因子等与其他学科期刊相比还有一些差距，要被现

行的学术评价机构认可，成为公认的核心期刊和权威期

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扬州大学烹饪学报》作

为烹饪类唯一的学术理论刊物，其办刊宗旨、理念与特

色，无论是在烹饪界，还是各级各类烹饪院校，都是当之

无愧的“权威”。未来的岁月中，除了要在内容、选题方

面进一步优化外，我们还将期刊的经营放在重要位置，

力求走出一条有特色的高校专业期刊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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