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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议编辑学术把关和编辑理论建设

李治飞, 张  放,董朝菊,饶述军, 吴  涛,鲁玉洋,肖  田

(西南大学 柑桔研究所, 重庆  400712)

摘  要:科学、艺术等文化现象是人类符号活动的结果,普通编辑学的确立与发展应以符号世界为论域,编辑理论建设应充分重视

对符号学研究成果及方法的借鉴。结构主义是认识论主体的认识模式,是编辑学术(艺术)把关的钥匙。科技编辑的学术把关和

和文艺编辑的艺术把关可分为不同层面,符号本质是这两大类编辑的共同点,由此两者相融合;同时,两类编辑理论建设对人类文

化成果的吸纳也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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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Quality Control of Editors and Editing T heor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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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ltural phenomena such as science and art are the result of symbolism o f human beingd. T he domain of the establish-

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ommon edit ion should be symbols. The construction o f editing t heo ry should attach full impo rtance

to using the research r esult s and t echniques o f semeiolog y for r eference. Constructionism is the mode o f r ecognization of the

subject in epistemology and the key of editing ar ticle. T her e may be different layer s fo r academic quality contro l of sc-i tech ed-i

to rs and a rt contro l of art editor s and symbol is the common po int o f these editor s. At the same t ime, ther e may be differ ent fo-

cuses between these edito rs in their absorbing cultural achiev ements of human being s in their respect ive theor 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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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学术(科技)期刊定级(分级)文献多数由期

刊编辑完成,但令人不解的是无论赞成或反对分级

者都没有提及编辑的学术作用。是因为编辑们谦

虚? 但编辑界为提升学科地位, 不正是需要展示自

身的学术作用? 是因为编辑的学术作用微不足道,

只是文字性的劳动、文化商品的经营或者文化活动

的组织? 但编辑们是不会甘于认可的, 二十多年来

编辑理论研究的原动力不正是/学术0情结? 并且有

论者鼓吹和宣扬编辑的学术作用 [ 1]。或许, 可以这

样认为: /编辑的学术作用0在编辑界仍未形成共识,

更不用谈作者和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近几年编辑

理论研究的冷清, 和这一问题是内在关联的。作为

一名编辑,在科学(以及文艺)过程中,编辑不是知识

的直接生产者, 相对于作者而言是/外行0,需要什么

样的学术素养才能与作者进行学术对话, 甚至学术

把关?

一、编辑学术(艺术)把关

符号行为是人独有的行为, 使用符号能力的出

现才导致了文化序列的产生,人类全部文明都是从

运用符号中产生, 并借运用符号而继续,神话、宗教、

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人的符

号化活动创造出来的/ 产品0,人类文化史就是人不
断解放自身的历史 [ 2-3] ,而人类文化具有相对的自主

性[ 2 , 4] (这在人符号活动本性存在的前提条件下是

成立的)。抓住以符号世界为对象开展理论研究是

编辑学发展的根本。编辑的学问就是认识和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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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符号世界的学科之一。

科学和文艺均是人类把握经验的符号活动。在

科技编辑领域, 钱文霖先生一再重申的/方法论路

径0 [ 1]应该受到编辑学界同仁的重视。首先,媒体形

态的变化对此研究路径基本上不构成阻碍;其次, 此

路径表现为能够灵活吸收利用人类已有的文化成

果,如系统论、信息论等; 再则,此路径研究成果既可

以直接指导编辑实践, 又可以为进一步的理论建构

奠定坚实基础。钱先生及其团队历经二十多年的奋

斗,在科技编辑方法论方面已经有丰硕的成果
[ 1, 5]

;

但美中不足的是尚未将研究领域拓展到文艺(包括

新闻)编辑,并且他们在科技编辑方面也大多涉足的

是自然科学(技术) , 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不多;

对从文稿表述形式细节去发现、改正内容方面疏误

的关注较多,对文稿整体方面的关注较少,尤其是缺

少对各学科认识结构及说明模式等的研究。要真正

扭转学术期刊定级中轻视编辑的学术作用的局面,

让编辑的学术作用得到以广大作者为首的社会大众

的认可, 作为认识论的结构主义[ 6] 可能对我们有

帮助。

各种具体科学的发展趋向要求按照数群这样的

模型进行说明, 表示为类似的形式化或其近似形式

即控制论的模式。结构主义为/认识论上的主体0的

认识模式, 可以为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提供推动

力 ) ) ) /当人们一旦做到了把某个知识领域归结为

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结构时, 人们就会感到已经

掌握这个体系内在的发动机0[ 6]
。对于编辑而言, 正

是可以通过掌握各学科认识结构的特点来进行学术

把关。一些科学家/无师自通0担任编辑, 办出了高

水平、高质量的刊物,一些学校教育毕业后再无或只

有短暂科研经历的编辑办出了优质刊物, 他们的共

同点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该学科的认识结构并

自觉加以运用。科技编辑的素质或者说编辑学造诣

的最高境界,可能正是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掌握。

编辑对作品内容把关(编辑学功能的体现) , 可

分为不同层面。通过对各学科认识结构的解剖, 不

断提出推动学科发展的论题和学术审查, 是第一个

层面;对各学科说明模式
[ 7-8]
的认知、把握和运用, 即

体现为对作品论证方法的编辑把握,是第二个层面;

钱文霖等开创的从/形式到内容0的认识途径, 即从

作品表述范式的规律把握内容疏误
[ 1, 5]

, 是第三个

层面;各种编辑规范的研制和运用,如科技书刊标准

化等,则是第四个层面。

科学认识领域存在结构主义, 而文艺认识领域

是否也存在呢? 作为/ 与文学有关的全部学术研究

和鉴赏活动0的/文学批评0,不是文学本身的派生形
式,而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是整个文化的/基础部分0

之一。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弗莱着重研究西方整个

文学的结构形式, 试探性地设计出/一种特殊的概念

框架来论述文学0,写出一部划时代的被欧美学术界
公认的/当代经典著作0[ 9] ,此书也是西方最早的一

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著作。弗莱之前的弗 #雅 #普

罗普的5故事形态学6[ 10]
开创的结构形态分析方法,

成为 20世纪中期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家的精神源头,

而当代的叙事文本理论也深受其影响 (5故事形态

学6中译本代序,谢尔盖 #尤里雅奇#涅赫留多夫)。

20世纪 6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符号学, 是与结构主

义运动分不开的[ 11] 。这些成就表明,文艺认识的发

展也是趋向结构主义的。文艺编辑要真能与作者对

话、进行/文艺0把关,依然离不开对结构主义方法论

的运用。因此,科学认识领域编辑学的各功能均会

在文艺认识领域编辑学中再现。

作为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成就科学的诞生,与

之前人类的文艺经验不可割裂。从人类认识演化过

程来看, /野蛮人的思维0在文明人之中也永远存在,

只是构成科学思维的低一级水平, 个别主体的认识

结构要达到/认识论上主体0的水平, 要经过不断的

/除中心作用0[ 6]
。由此可以认为, 在有限生命个体

的人的身上, 文艺认识和科学认识也必然共存。非

文学散文修辞的可能[ 9] 、科学修辞学的现存性 [ 12]以

及以隐喻为代表的非字面语言广泛存在于科学话语

中[ 1 3] ,即是这种状态的证明。因此, 面向科技和文

艺的编辑学不存在/鸿沟0而是交融的 [ 1] , 这是因为

它们均归于人的本性(符号活动)所致。

二、编辑理论建设

已经有 50多年发展史的符号学研究领域[ 11] ,

主要研究对象是/意义问题0,其相当丰富的成果应

当对编辑学特别是人文领域编辑学的建设有重要借

鉴价值。陈力丹在新近出版的5新闻叙事学6[ 14] 的

序中说,此书作者运用符号原理研究具体的新闻文

本, /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话语研究方法)与新

闻学研究结合,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

方法论0, /达到了对新闻本身进行深刻地分析0。一

位新闻编辑只有对新闻本身有深刻的认识才能真正

成为一位优秀编辑, 此书研究路径及其本身应当对

编辑学至少对新闻编辑学的建设者有重要的启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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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符号学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元知识和新的方

法论0(陈力丹语) ,而且有人直接提出话语分析为传

播研究的新路径 [ 15] ,可见新近传播学界对符号理论

的重视。国内编辑学界以媒介形式分类进行的研

究,如书籍编辑学、期刊编辑学、报纸编辑学等虽然

取得了相当丰富的阶段性成果, 但是没能将编辑活

动的符号本质充分挖掘出来, 要取得更大的成果其

困难无形加大, 非但普通编辑学的建立是/遥远0之

事,就是编辑有学与否的问题也难以真正解决。虽

然编辑学界有人提出了/编辑学为中国特色的传播
学0 [ 16] ,但是现实情况可能是传播学界因对符号原

理的积极运用而走在了编辑界的前面, 将他们的研

究拓展到了编辑领域,已知文献[ 14-15]就是例证。

编辑界未能有意识地吸收利用已有科学认识成

果,即缺少对已有认识结构的/同化作用0,在建立新

认识结构的征途上处于/相对消沉期0 [ 17]
是可以理

解的。在科学认识方面对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学成

果,文艺认识方面对各种文艺理论成果特别是包含

话语分析在内的符号学理论等的自觉吸收, 对推动

编辑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国内将编辑学作为一门

独立学科来研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 [ 18] , 其情形可能

是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哲学、符号学理论等方面的成

就较高,对编辑理论独立性的需求紧迫性相对较弱,

而国内尤其是编辑人员在这些方面普遍较薄弱, 在

诉求自身学术地位的背景下, /建设独立编辑学0自

然是/应运而生0。如果能够广纳已有的人类知识成

果,激发国内编辑学界独有的构建独立编辑学科的

激情,将使得在中国诞生普通编辑学的可能性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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