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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科技学术期刊应重视“编辑立言”

夏　登　武
《宁波大学学报》编辑部，３１５２１１，浙江宁波

摘　要　新媒体语境下“编辑立言”具有提升传统期刊的多媒体
融合能力，增强期刊信息的互动性，强化编辑的学术能力和媒介驾

驭力等功能。认为应立足于多媒体功能融合的理念，从学术导向、

信息互动等期刊发展的宏观层面，以及点评、推介导读等文本微观

层面重构编辑立言的形式，丰富编辑立言的内涵，提升期刊信息传

播的跨媒介适应能力，优化与延伸期刊信息资源的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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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立言是通过文字、版面语言来反映编辑见解

和办刊构想等，常见于文学艺术类刊物，且常采用“创

刊词”“刊首语”“编者按”等形式［１］。或囿于编辑定位

意识的局限，或囿于纸媒形态的版面限制，科技学术期

刊编辑的主体意识与创造价值常被认为是隐匿在稿件

信息的发现、选择和组织过程中。编辑立言，很少受到

重视。有学者认为，编辑立言有利于凸显刊物的学术

层次，增加刊物的学术含量与增强学术导向作用，提高

刊物的学术质量［２］。另有论者认为，科技期刊的编辑

立言是拉近刊物与读者的距离、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的有效手段［３］。

随着通信网络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在内

容生产与传播方面日显封闭。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笔

者认为，新媒体语境下，丰富编辑立言的内涵，重构其形

式，拓展其传播路径，既能展示编辑的主体形象与价值

观，也能满足科技学术期刊涉足新媒体的需求。

１　新媒体语境下“编辑立言”功能再认识

１１　提升传统期刊的多媒体融合能力　有论者已认
识到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单向、线性传播的不

足，并认为新媒体也遭遇“权威性缺乏，公信力不足，

专业性不够，形式还比较单一”等现实困境［４］。

新媒体语境下，若编辑凭借宽广的学术视野、大量

的资料积累、缜密的逻辑思维和较高的信息判别与评估

能力，强化编辑立言：或在学术前沿展现价值取向和价

值判断，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或对相关问题研究的信

息进行整合，彰显期刊的信息积聚功能；或以编辑独特

的视角对个体文本信息进行评价和解读等，以“立言”形

式将编辑潜在的创新资源转化为显性的主观学术立场

与价值取向，则有利于：１）更有创意地利用新媒体力量，
对传统期刊信息进行立体开发，延伸传统期刊的学术价

值链，发挥传统媒体在传播信息的权威性、公信力等方

面的优势，实现传统期刊与新媒体对接；２）利用多种媒
体功能增强期刊的活力，展现科技学术期刊信息在新媒

体状态下的自由度和个性化，实现资源与受众需求的对

接；３）创新学术话语的影响方式，增强学术期刊信息的
衍生能力，凸显自身的“比较优势”，促进期刊发展。

１２　增强期刊信息的互动功能　学术出版是应学术
交流的需求而生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思想、观

念、发现等交互性越强，就越能启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

对问题的探讨也就更全面、更有深度［５］。相对于新媒体

的非线性和互动性的优势，传统期刊在受众交流速度、

范围和互动性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不足。文献［６］认为，
越来越多的媒体消费者现在想要与编辑就周围发生的

事件进行交流，单纯获取信息而没有反馈的机会，这的

确无法令人满意。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编辑必须能在保

持传统内容客观性的基础上，善于利用各种互动平台：

１）创造数字化的对话方式，开发学科内读者的谈资，在
编辑流程任何一个节点上，聚集受众正式与非正式的交

流和反馈信息，并根据受众的喜好，为受众提供信息选

择，引导信息的走向；２）聚集问题焦点，激发学术争鸣，
活跃学术氛围，促使兴趣相投的研究群体在充分交流中

不断将问题研究深入等；３）通过对相关专业背景信息的
提供、相关成果信息的导读、推介、点评或分析等衍生与

０４



　第１期 夏登武：新媒体语境下科技学术期刊应重视“编辑立言”

交流期刊信息的措施，增强期刊的互动性。

１３　强化编辑的学术能力和媒介驾驭力　有论者认
为：编辑若由于终日忙于为他人作嫁，以致于学问修炼

不济，炉火难青，故而很难达到博与专的统一，而缺乏

了一定的深度，则很难跻身于学者之列，虽有凌空之

识，却无丰腴之学；所以常常眼高手低，在学问上难成

大气候，也限制了学术的发展［７］。编辑在对学术前沿

信息的收集、整理和更新过程中，或以主体语言重组信

息，阐发自己的价值判断与取向；或从新颖有趣的角

度，客观公正地表达对相关稿件的评价等。这不仅能

展现编辑的学术修养与气度，加深对学术成果信息的

认知以及对学术问题的剖析，提高自身的观察、分析和

表达能力，而且能使编辑自觉地将自己的职业实践活

动与专业学术活动发生某种程度的“内契”。职业、专

业、学术形成一种内在互动与促进，则有助于在编辑与

作者之间产生更多的共同语言，获得作者的信任和读者

的依赖，进而使编辑能在相关研究领域内真正扮演意见

领袖的角色。此外，媒体整合趋势要求编辑必须能在深

谙一种媒介形式的基础上，了解另１种或多种媒介形式
和优点，并能对信息进行多层面的加工与传播。而灵活

多样的编辑立言形式，既能通过多种传播渠道或平台传

播，培养编辑的多媒体适应力和驾驭力，也能展现科技

学术期刊的独特资讯能力和信息增值服务能力。

２　编辑立言的重构与传播

２１　宏观层面的编辑立言
２１１　学术导向式立言　科技学术期刊不仅是传递
科研成果，而且在传递期刊理念，启发读者开拓创新。

编辑的学术目标不是重点突破，也不是分析问题和解

决某一具体的问题，而是要善于观察问题，成为某一学

科领域的信息分析和问题研究的专家，并能在策划和

组织稿件的过程中，及时跟踪学术前沿的新问题、新方

法、新理论，善于在实践中聚焦有创新意义的学术命

题；善于关注理论推进可能出现的新增长点以及和读

者的兴趣交汇点；善于对某种学术命题的影响程度、价

值影响范围、学术人员的参与度和关注力以及学术命

题的生命力的拓展和延伸做好评估。再将这些具有前

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研究信息进行系统化整理，直

接陈述自己的学术视角，或对学术发展方向的预测，经

常性或定期在期刊网站或其他媒介上发布导向性信

息，引领一些具有导向性的研究热点。

《科技与出版》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的刊首语《学术期刊
数字化出版谈》，是该刊编辑为特别策划栏目撰写的，

其中阐述了学术期刊纸媒形态的局限与现实困境、学

术期刊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学术数字化出版价值的前景

预测等，并在其后列出该栏目所刊发的相关研究论文

的题名［８］。在新媒体语境下，此类立言可在传统的较

为单一固定的创刊词、刊首语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立

言的内涵，并使之动态化、具体化，以促进学术成果的

新陈代谢，引领学术发展。

２１２　互动式立言　在网络信息时代，编辑要善于利
用多种互动平台的便捷性，在与作者、读者互动中展现

自身的主体形象和话语影响力。

１）定期分析期刊选题的研究讨论范围、影响程度
等，再融入编辑的见解或价值观念，对主要成果进行归

纳和解读，对相关专题研究进行回顾性的评论。自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任火先生曾根据每年学报优质稿件的
组织与刊发情况，撰写１年内发表的优秀论文述评，并
刊登于次年学报的第１期上［９１６］。类似于此的回溯性

述评，通过传播，不仅能延伸优质科研信息的传播链，

也能深化科研优质成果的传播效果。

２）定期调查期刊或相关学科的作者群体情况及
其学科背景、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及时了解作者的研

究兴趣和研究目标，深层分析作者的研究动机和追求，

并结合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期刊栏目的建设，发布期

刊发展的动态信息。《中国科学 Ｇ辑》在“‘嫦娥’一
号揭开中国深空探测的科学专题”系列论文报道之

前，编辑就以“编者按”的方式概述本专题研究的背景

以及我国绕月探测工程近１０年来的研究目标、方案与
专题系列论文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意义等［１７］。

编辑提供相关研究背景信息或概述成果信息，不仅为

读者提供更宽阔的阅读视野，而且为读者迅速抓住相

关问题研究脉络提供了捷径。

３）通过网络、博客、论坛、微薄等个性化的互动平
台，发挥虚拟空间的人际传播功能，聚集零散的智力资

源，加强不同研究维度的关联，促成专业群体力量的互

动与合作，使相关研究得以接力与传承。《科技导报》

的导报博客，开设“导报沙龙”“征稿启事”“导报公

告”“留言板”“圈内外好友”等板块。通过相关的博客

内容，网民可更直接、快捷地了解《科技导报》动态，并

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１８］。

４）根据稿件收集整理的情况，定期分析相关专业
研究和论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问题解决的方

案，再把严谨的学术规范、论文撰写经验，或严肃的学

术道德修养通过网站等媒介传播，以鲜活的编辑经验，

彰显期刊的教育功能。

２２　微观层面的编辑立言
２２１　点评式　在工作实践中，编辑要善于把自己对
稿件中“新观点”“新方法”的判断与鉴别等付诸于笔

端，形诸于文字，以渊博的知识为背景支撑，用简要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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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的文字对文稿进行点评。简小精当的点评式信息

既能闪现编辑的思想灵光，以小见大，解读与评价文本

内容，凸显编辑的学术驾驭能力，又能通过论坛、微博等

多种传播路径灵活传播。这既利于在读者内激起涟漪，

聚集读者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力，也便于即时地了解稿件

的反馈信息。如《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在２０１０年第４
期集中刊载一作者的关于“引力势、物质运动与时空结

构”系列论文，其主编就以“编者按”形式简单点评了作

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意义，并呼吁有兴趣的读者以客

观的科学态度和辩证的逻辑思维，参与到相关研究领域

来，对作者的研究观点进行交流、讨论与争鸣［１９］。如此

立言，不仅传达了编辑的价值取向，也培养了读者的专

业理性思辨能力，激发学术争鸣。

２２２　推介导读式　编辑是站在引领学科发展的制
高点来判别稿件的优缺点的。编辑的超前意识、专业知

识、信息掌控能力不仅是判断稿件的依据，也是编辑拥

有的丰富的潜在的专业资源。编辑将自己对相关专业

信息的广博感知以及对作者稿件的创新判断融合在一

起，用文字表达出来，或凸显作者文稿的创新精华，或对

文章主题信息进行适当的补充与拓展，或提供相关主题

的背景信息。这种带有一定学术视角的编辑阐释，旨在

突出展现期刊精华之处，让读者有“先文夺声”的新鲜体

验，激发读者进一步关注文本信息的兴趣。它可以有效

地对期刊稿件信息进行各种形式的推介与导读，使读者

不仅能获得期刊的文本内容，还可以及时地了解到专业

动态资讯。如《科技导报》为了构建期刊品牌形象，每期

封面图片通常选用本期刊物中某篇重要学术论文里的

相关科技插图或本期发表的专题学术论文所关注的某

个研究领域的相关科技图片，责任编辑结合封面设计撰

写“封面图片说明”，对封面图片和本期相关的学术论文

以及其他文章的安排予以解释，以达到图解封面图片、

丰富相关科技新闻信息、解读本期刊物的目的［２０］。推

介导读的对象可以是每期发表的重点论文，也可以推介

一组文章或一个栏目及其与文本内容相关的信息。有

学者认为，科技学术期刊受众群体的阅读需求并不仅停

留于了解本专业的学术成果，也需要及时了解科技政

策、科技事件、科技人物和科学人文等各科技领域共同

感兴趣的新闻性内容［２１］。推介导读式立言能有效利用

期刊拥有网络等多种媒介资源，凸显文本信息的张力，

切实有效地扩大期刊信息的传播效率。

３　结束语

　　新媒体语境下重视科技学术期刊的“编辑立言”，不
仅能实现对科研信息的创造性重组、再生、提炼、延展、深

化等，提高出版内容的附加值，扩展期刊信息传播的自由

度，推动专业和学术出版向纵深发展，而且能满足科技学

术期刊信息多媒介平台传播、多样化呈现的需要，促成多

种媒介功能融合，提升期刊信息的跨媒介传播的适应能

力，优化与延伸期刊资源的价值链，并为受众提供聚集、

引领、展示等深度服务，树立期刊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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