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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编辑现代化进程中编辑主体的继续教育’

朱德东‘，杨 容2

(1,2.，庆工商大学 学报编辑部，孟庆400067)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办刊条件的改变，编拜现代化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但由于我

国的国情和历史因素，在我国编拜现代化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我国出版行业编挥主体的现代化

程度已经不能适应整个出版行业的发展，继续教育是编辉主体适应编样现代化发展，实现编样

主体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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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编辑主体继续教育的必要性

    《一》编辑活动的目的和任务决定了必须加强

编辑的继续教育

    编辑主体的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动。编辑主

体在不受时空限制的条件下，将两个以上的现有信

息，经过大脑这个信息加工器或交叉，或综合，或排

列，或抽象，或升华而成为人类所需、世上尚无的新

事物。

    编辑主体是一种专业化的创造性劳动。编辑

主体对稿件的评价、加工“就是把社会规定的标准

(需求)应用于被评价的编辑客体(稿件)，这是一个

过程性的智力劳动。”现阶段编辑活动目的和任务，

就是及时准确的传播科学技术和文化，反映当前社

会的最新成果，并努力使其转化为生产力，产生积

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每

年产生的信息量、知识量迅速增长，科学成果层出

不穷。作为信息和科技成果载体的出版物，在传播

信息的准确性和先进性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要实现这一目的和任务，就要对目前编辑人员

的不同培养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要对这些

已有数年工作经验的编辑人员进行知识更新和补

充，使他们不断学习理论、新知识、新信息，以适应

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从这一意义说，继续教育是目

前的当务之急。

    (二)编辑手段的现代化决定了必须加强对编辑

主体的继续教育

    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的编辑人员有相当一部

分为“半路出家”，而补充的年轻人又大部分为非编

辑专业毕业且编龄多在10年以内。继续教育一方

面要对现准编辑人员进行“补新”，即补充必要的专

业知识、相邻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知识，应针对当前

社会发展态势，在知识的广度上和深度上拓宽编辑

人员的视野，培养及时准确地捕捉信息的本领，紧

跟社会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在系统地学习编辑

业务知识、总结实践经验、提高编辑技艺的基础上，

对在岗的编辑人员进行“补缺”。由于编辑手段的

发展，以往“一套桌椅一枝笔，剪刀加浆糊”的编辑

状态已不能适应当今编辑现代化的要求。电子计

算机、互联网的出现，使编辑工作跨人电子的时代，

弥补这方面的缺失，不仅能使编辑人员提高编辑效

率，而且使编辑加工质量得到极大地提高。

    随着编辑手段现代化对编辑主体要求的提高，

编辑主体只有熟练地掌握选题、组稿、审稿、加工、

装帧技术、校对、电脑排版、印刷等编辑生产流程，

才能应对编辑活动这一专业性很强的复杂劳动。

现阶段由于编辑主体继续教育相对滞后，我国拥有

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的高校很少，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出版业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经过或

参加系统(学习)培训的新闻出版专业理论知识者

还不能算做是一个完全的编辑主体。因此继续教

育是弥补此缺憾的重要途径。

    (三】当前编辑人员的构成要求编辑主体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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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教育

    编辑人员的专业结构上的不协调。现有的编

辑人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其他专业技术队伍中

改行转过来;二是毕业分配的大学生。出版行业大

多数的编辑主体来自中文、经济、管理、理工科等专

业，而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新闻出版专业类的编辑主

体甚少，亦不具备编辑出版系列职称，因此对编辑

工作的规律和发展方向缺乏很好的理解.同时现

有编辑人员知识结构也不合理.现有编辑人员大

都是专业人员出身，有一定专长。这种专业构成情

况，决定了他们基本上是“专而不博”的专业型人

才，缺乏搞好编辑工作所需要的比较广博的知识，

不是一专多能的“通才”。他们的编辑专业知识大

都是在编辑工作实践中学习、探索、积累、提高，缺

乏系统的训练，因而也是不够全面扎实的。因此，

编辑队伍的整体水平还不是很高，与编辑出版事业

发展的要求尚存在不少差距。

    (四)提高出版工作的质f要求编辑主体的继

续教育

    出版物的质量是出版者的生命，提高出版物的

质量是编辑出版工作的中心任务。随着知识经济

时代的到来，以电子技术革命为先导的技术革命的

兴起，使整个人类的生存活动方式以及经济思想领

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版

界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出版物只有不断的创

新，提高质量，与国际接轨，向社会提供优质的精神

产品，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求新是出版物生命力

所在，没有创新出版物就失去了生命力。反之，如

果能够有所创新，敢于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那

么，对读者才会有吸引力。为此，编辑出版的创新

是提高报质量的关键。同时，创新又直接依赖于编

辑主体的水平，编辑主体只有成为知识的富翁，才

能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才能为编辑的出版物提供活

水源头。因此，提高出版物质量必须加强学报编辑

的继续教育。

    二、继续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一)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提高

    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专门的编辑出版专业

十分缺乏，因此在实践中不断的学习和提高，不断

向老编辑学习他们的出版技巧和经验成为当前我

国编辑继续教育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这是最

直接的、经常性的继续教育形式，对青年编辑的成

长至关重要。青年编辑在工作实践中接受老编辑

的经验传授、技术指导和理论知识教育，逐渐提高

自己的业务技能。但由于编辑学建立和发展较晚，

再加上许多老编辑是兼职或改行搞编辑工作的，因

此，老一代编辑虽然具有较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

但却都有自己的专业，拿不出太多的精力搞编辑学

研究。他们对青年编辑的培养侧重于编辑经验和

技能的传授.

    (二)编辑培训班及学术研讨会

    由于编辑活动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空前活

跃，以及编辑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需要，各编辑学会

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短期编

辑培训班和学术研讨会，不仅活跃了学术气氛，加

强了编辑工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而且使青年编辑

在参与中学习到了与编辑工作有关的诸多知识，使

他们的理论知识水平、编辑技能和业务素质得到了

普遍提高，也培养了他们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兴

趣和能力。所以，编辑培训班及研讨会在现阶段所

发挥的重要继续教育的职能是不容置疑的，但由于

这种形式的培训班及研讨会时间较短，参加人员有

限而在其教育职能上受到制约。

    (三)参加学术会议.加强学术联络

    出席学术会议与参加短训是两种不同性质的

教育，后者处于被教育的地位，而前者则是参与者。

编辑人员欲洞悉学科发展情况，参加学术会议是必

不可少的一个方面。除全国性、地区性会议外，有

机会还要参加国际会议，对有关但无缘出席的会

议，应设法索取或借阅会议资料，以资学习借鉴。

编辑学会应加强同各期刊、出版部门的横向协作，

组织多方位的学术联络活动。可以分专题，出题目

组织撰写编辑学论文，召开年度会议，各地有条件

的期刊轮流承办学术会议，以锻炼多方面能力，提

高整体素质。

    《四)发挥编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发挥编辑的主观能够性是提高编辑自身能力、

适应编辑工作不断发展的内因。随着出版技术、出
肠部;-G̀的   F7薪 日且 _Irr的卞 殊 -IF, 66档 自十翻.祸期
，卜 ’一 ，. n寸 行 心 .，， 1. - - 子心    1a1 1- 8HJ .曰 .ul/   .三笼auu- ，

编辑主体能动性尤显重要，如何用新的理论知道编

辑实践，如何用新的方法来进行实践，如何在实践

中筛选信息、处理信息、加工信息这些都需要发挥

编辑的主观能动性。

三、继续教育的内容

《一)政治修养与专业知识

编辑出版工作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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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成部分。在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出版理念不断 主体才能掌握更加现代化的编辑技术，才能更好地

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仍然必须坚持党的基本 进行编辑实践。

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 (四】专业知识与编辑技术

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出 编辑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编辑首先应当成

版方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 为本门学科的专家.这就要求掌握本门学科的结

济效益相结合。这要求编辑工作者有较高的思想 构体系和基本内容，了解本门学科的发展历史、不

觉悟，能够与时俱进，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 同学派及发展趋势.作为现代编辑，仅仅固守一个

策，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服从国家 专门的狭小圈子是不够的。因现代科学技术在学

利益，遵纪守法，才能谈得上素质的提高。 科方面越分越细的同时，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相

    《二)职业道德与法律知识 互渗透，涉及邻近许多学科的专门知识.这就要求

    编辑要热爱编辑工作，具备职业道德和法律知 编辑人员不但要掌握本门学科，还要掌握编辑出版

识编辑加工作常常被人称作“为他人作嫁衣”，而编 专业知识.同时，编辑人员还要博览群书、博采众

辑工作者精心编排的稿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效应 长，才能使编辑人员的视野更为开阔。编辑工作不

时，在社会上得到肯定和应用时，这才是他们的最 但要有丰富的知识，还要有相应的编辑技术和实际

大快乐。编辑加工作者稿件时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操作能力。这就要求编辑工作者要具备对来稿的

对于来稿要按质取舍。要珍惜作者的成果，尊重作 鉴别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经验，敏锐地抓

者的学术独立性，平等对待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同 住富有科学价值的而又适合期刊要求的稿件，并从

时，编辑人员应认真学习和掌握与编辑出版工作有 整体上判断其虚实、真假。还要有对稿件语言文字

关的各项法律、法规。由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个 的驾驭能力，这就要求编辑工作者有扎实的文字基

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所在，国际的学术交流出现更 础和丰富的知识，还要熟练掌握与编辑有关的语

为复杂情况，既合作又有竞争，既交流又有限制。言，如图表语言、人工语言等等，熟练掌握外语.此

这就更要求编辑人员了解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 外，还要掌握编辑出版工作方面的能力，如:期刊的

本原则，促进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只有这样，才能 总体设计、图表设计编排、数据的处理，电子文稿的

运用法律来规范、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工作。 校对等等，编辑还要具备一定的印刷、发行的知识，

    (三)现代编辑理念 这些都是编辑工作者的基本功。

    具有现代编辑理念是编辑过程中主体必须具 进人21世纪，社会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

备的条件。随着出版理论、出版技术、编辑理论、编 要求。终身教育是每一位编辑工作者必需面对的

辑技术的现代化进程，编辑主体作为出版的中间环 课题.编辑人员应正视这一现实问题，结合自身实

节必须具备更加先进的编辑意识和理念。出版理 际，在工作中进行不同方式的继续教育，以适应时

念是出版工作不断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它是方向 代的发展，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个人素质。

是动力，它关系到出版工作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要 《贵任编辑:郑夕春》

求，能否推动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只有这样，编辑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editorsr 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edit modernization
                            ZHU De一dong, YANG 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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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riodical一run

condition, edit modernization level becomes higher and higher. However, .because of China's reality

and historic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it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

tion level of edit subjectivity in Chinas publication industry can not accor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publication industry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is the necessary way for edit subjectivity to accord

with edit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of edit subjectivity.

Keywords:edit; moderniz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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