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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编辑加工中“中庸”思想的运用 ①

郭丽冰
(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 510507)

摘 要:学术期刊编辑加工要遵循“中庸”思想，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即“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对
不符合国家出版专业技术标准和行业管理规范的表达，用错的字、词、句，常识性的错误和笔误等，一定要加以修改;但是对
原稿的观点、结构及语言风格，则本着多就少改的原则，尽可能尊重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保持作者的创作风格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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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的编辑加工，是编辑对经过三审通过的稿
件，按照学术期刊出版的要求进行“检查、修改、润饰、提
高”的过程，是消灭差错、弥补疏漏、规范文字、提高质量的
工作［1］。当文稿通过三审进入发稿阶段或者作者退修稿
交来确认基本成熟时，编辑便进入了文稿加工阶段。作者
的稿件虽经专家审稿，决定可以采用，但原稿件在语言、体
例、引用材料，甚至内容和文字等方面都难免存在一些问
题，需要编辑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整理。但在具体的编辑加
工中，编辑往往很难掌握好尺度，不是加工过细，就是加工
不到位，如何掌握好编辑加工的这个尺度，笔者认为离不
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
“中庸”的意思是“执两用中”，“中”不是在两个极端

中间找到中间的那一个，而是找到最适合的那一个，“中
庸”之意其实就是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走极端，而是要找到
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中庸即为不偏不倚，即为适合。
在编辑加工中，套用论语中所提到的一句话，即为“择其善
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为此编辑一定要“有所为”
和“有所不为”。

一 编辑加工要“有所为”，要择“其不善者而
改之”

编辑改稿的内涵是文稿质量的优化，是编辑运用自己
掌握的理论武器学术知识工作经验，以及善于综合思考的
特长，通过编辑劳动使文稿减少内容与形式上的缺陷与差
错，进而在思想、学术、文字诸方面跃上一个台阶，跻身优
秀出版物之林。编辑改稿的积极与否主动与否效果如何
水平如何，是编辑工作质量意识的体现，是编辑质量的一

个指标与衡器。简言之，编辑改稿是编辑通过自己的劳动
提高出版物质量［2］。

编辑加工任务之一就是对已决定采用的稿件做规范
化的处理。对于原稿中不够规范的表达，比如文字、语法、

逻辑、修辞、标点、摘要、专业术语、引文、译文、参考文献、数

字写法、计量单位等，还有人名、地名、年代等常识性的知

识，必须严格按照各种相应的规范性文件予以规范的表

达。同时也要改正技术性加工中发现的不利于排版、校对

的问题等等。

编辑加工必须改正不符合国家出版专业技术标准和

行业管理规范的表达。编辑加工要求严格遵守国家有关

标准，国家有关期刊出版的多项国家标准，如《标点符号用

法》( GB/T15834 － 1995)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

T 7714 － 2005)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

3101 － 1 993)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GB/T 15835

－ 1995) 《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 GB/T 3259 －

1992) 、《数值修约规则》( GB/T 8170 － 1987) 、《中国人名汉

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等等，以及《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等部门管理规

章。这些国家和部门标准是编辑在对作者的文稿加工中

必须要遵守的，作者稿件中不符合标准的表达，编辑在加

工中必须要加以改正。学术期刊编辑作为期刊质量的主

要把关人，应全面掌握各项出版专业技术标准和行业管理

规范，在编辑加工中严格遵循制度规定，来保证文稿达到

最起码的出版规范要求，确保刊出质量合格的学术期刊。

比如文后参考文献的书写规范，2005 年出台了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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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即《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 /T 7714 － 2005) ，应该
按照此项标准著录文后参考文献。但笔者发现很多学术
期刊，包括知名的核心期刊，像《＊＊之友》、《＊＊社会科
学》、《＊＊学报》等，均未按照这一国家标准执行。

标点符号是文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标得不当，不
但可能会造成文理不通，也可能会产生歧义，影响正确理
解，编辑加工时要注意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把标点当作
文字一样认真对待。新的《标点符号用法》( GB /T15834 －
1995) 中共有 16 种符号，使用标点符号要正确。

学术期刊的文稿，学术性、专业性都比较强，涉及到的
专业名词术语、公式、地名、人名等都要进行仔细的核对，
而且必须做到行文前后一致。特别要注意正确使用计量
单位，文稿中常常涉及到一些量和单位的使用，有些作者
对新的标准不熟悉，又没有认真去核对，就造成了错用，比
如“英尺”“码”“磅”等的错误使用等。要遵照《有关量、单
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 3101 － 1993) 标准执行。

文稿中凡是要使用数字且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
拉伯数字。笔者在实践中经常发现，表示概数的时候，2 个
数字并列连用时，会出现像“连续 7、8 个月”这样的不恰当
表达，依据《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GB /T 15835 －
1995) “邻近的 2 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的时候应当使
用汉字，连用的 2 个数字之间不应用顿号隔开”的规定，应
该为“连续七八个月”才是正确的表达。

不正确的汉字和词语要改正。使用汉字要遵守《出版
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 新闻出版署、国家语委，1992 年) 。

不规范使用汉字的情况，像错别字、不规范的“简化字”、已
简化的繁体字( 依据 1986 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委重新
发布的《简化字总表》) 、已淘汰的旧字形和其他不规范字
形( 新字形标准依据 1988 年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发布的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已淘汰的异体字( 依据 1955 年文
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
表》) 以及计量单位旧译名用字( 依据 1977 年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国家标准计量总局《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
一用字的通知》) 等等。词语的使用要规范，对作者用词不
当或生造词语的现象，一定要加以改正。现在作者的投稿
基本上是电子版或打印稿，因为汉字输入方法的原因，加
上作者对稿件没有认真加以校对，经常会出现将“自己”错
打成“自已”，“新生”“心声”乱用，“咨讯”等错字的情况，

这些在编辑加工时一定要认真改好。

若发现文稿中知识性的错误，编辑要具备辨明是非的
能力，如中国的造纸术出现在汉朝，但作者也有可能是笔
误，错误地写成了“中国在汉朝既出现了雕版印刷术”，这
种错误，编辑一定要在加工中认真阅读并加以修改。文稿
中涉及到保密问题，以及不合现行政策的表达等，编辑在
加工中都要认真改正。

汉语拼音的拼写要符合国家规定，笔者在实践中发现
经常出现的错误有:拼写或标调的错误、拼写法的错误、该
用大写字母的未用、移行未遵循规则等等，要依据 1958 年
全国人大《汉语拼音方案》、1988 年国家教委、国家语委《汉

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等执行。此外，外文语法、单词、
字母在编辑加工中也要认真核查，当然编辑不一定精通这
门外文，但现在资讯如此发达，借助工具书、互联网或与相
关专家交流等都可以解决此类问题，有些不能下结论的，
也可以和作者进一步沟通完成。

编辑在文稿加工中还要特别注意摘要、关键词和参考
文献等部分的写作，做到表达准确，格式规范。摘要的写
作，一般不用引文，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用数学
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要出现插图、表格、缩略语、代号等。

同时论文的摘要不可加入作者的主观见解、解释和评价，
需客观、如实地反映作者的研究成果，如“本文填补了＊＊
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项研究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属国内首创”、“居于世界前列”等等，这些应避
免出现在论文摘要中。因为摘要的写作不能使用第一人
称，如“本文”、“本研究”等，这有悖于《文摘编写规则》
( GB6447 － 86 ) 中文摘“要用第三人称的写法”的明文规
定;再则，对研究成果的评价，也不能由作者自己去评定。

对引文和参考文献的核实。在对文稿编辑加工中凡
碰到有引文的地方，要查找相关资料加以核实，同时核实
正文中标识的内容是否与相应的参考文献相符，所引用的
文献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是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等。有
些作者写作时信马由缰，所引资料全凭记忆，没有认真查
对原文，在撰写文稿时有脱字、误字和断章取义的情况，在
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上也不够精细，出现卷、期、出版年、
页码错误或遗漏的情况。对这些情况，笔者的经验是: 尽
量坚持对照原文核对引文，按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 GB /T 7714 － 2005) 补充作者遗漏的相关项目。当然基于
本单位图书资料馆藏的限制，编辑要做到一一对照核实相
当有难度，笔者认为可以有三个有效途径解决: 一是请作
者提供被引用资料的扫描件; 二是大部分的资讯可以在互
联网上查找，可以有效利用互联网这一工具; 三是如果核
对一两条后发现有问题，可以退回作者自己去核查，因为
毕竟编辑的时间和专业知识背景以及所掌握的资料都是
有限的。这三种方法可以使作者的引用资料得以有效的
对照核实，其实这也是对作者劳动的有效尊重。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元九书》说: “凡人为文，私于自
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益又自惑，必待交友
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
矣。”［3］无论是专家、学者、名人一类的“大人物”，还是初出
茅庐的新人，文稿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编辑就是那个“有
公鉴无姑息者”，其不善者，一定要依编辑工作职责加以
改之。

二 编辑加工也要“有所不为”，要“择其善者
而从之”
“编辑改稿需要大胆，同时也需要谨慎”。文稿是作者

辛勤劳动的成果，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编辑在加工整理
时，应尊重其劳动，尊重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编辑加工
的另一任务就是对已决定采用的稿件做内容上的修改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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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完成此一任务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尊重作者原作，只改
非改不可的，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尽量做到多就少改，
要做到“既丝毫没有改变作者的思路，也丝毫没有改变作
者论据的分量”［4］。

把握编辑加工的尺度，要尊重作者的观点，维护作者
文稿的原意。编辑加工要尊重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对于作
者重要观点的改动要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我国《著作权
法》规定，“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可以对作品修改、删
节。报社、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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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稿大都是
具有较强学术性和专业性，面对“前所未有”的观点，要以
宽容的态度谨慎地对待，要兼容并蓄。文稿是作者创作
的，作者的思想决定了文稿的质量和价值。而编辑加工只
是借助编辑独特的见解和敏锐的学术嗅觉来辅助作者，修
改文稿，使之更加完善，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产生最大的社
会效益，所以编辑切不可强加于人。任何编辑加工行为都
应当依法办事，以不违背《著作权法》为前提，没有作者授
权，即使作品内容观点有错误，编辑有权不采用，但无权任
意改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探讨本身是不应设立
禁区的，作者有权对特定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出自己
的观点［5］。编辑加工若做内容观点上的修改，必须通过作
者的许可，比如订立书面协议等。

把握编辑加工的尺度，也要尊重作者的文稿风格。要
尽量保留原稿的创作个性，不要把个人语言文字习惯用法
强加于别人。不同的写作风格是由作者的生活环境、性
格、受教育程度、知识积累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创作风格蕴含着作者的灵性，传递着作者的学术风貌。编
辑在对文稿加工过程中要善于呵护这种灵性，一般来说不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硬性规定文稿的风格［5］。如有的作
者喜欢语言繁复，有的喜欢简约;有的作者喜欢运用修辞，
有的作者喜欢平实的论述风格; 有的作者喜用欧式的表
达，造成一种突兀、奇崛的效果; 有的作者喜欢用短句，读
起来有简单明快的感受。因此，编辑就不要自作主张，一
律改为习惯性的表达。如果编辑用自己习惯的语言文字
用法对文稿加以“统一”，那么可以想见，这位编辑改过的
所有文稿将只有一种风格、一种文风、一套词汇，无所谓个
性了［6］。正确的做法是，不要强加于人，只要不影响文义，
尊重作者的表达方式。如果作者反复修改都改不好，编辑
可以发挥自己创造性的编辑加工能力，做到既不改变作者
的原意，也不改变作者的语言文字风格，这对编辑加工的
要求也就更高了。

把握编辑加工的尺度，还在于对文稿篇章结构的加工
处理。文稿结构是一篇论文的“骨架”，是作者写作的思想
脉络，一般不宜做“大手术”。若有实质性改动，需编辑提
出完整修改意见，由作者自己去完成; 若作者委托编辑修
改，要订立书面协议，编辑改后也要交作者核对认可。编
辑加工也应注意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
曲、篡改的权利，否则仍可能侵权。作者的观点和论据，以
及论证的结构，还有作者明确表示不同意改的内容，这些
都是不可改的，编辑在加工时一定要慎重，以免造成对作
者作品的侵权，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美国著名编辑家格罗斯认为“最好的编辑是让作者的
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好的编辑所“代表的不是最多的
编辑或最少的编辑，而是编辑到什么程度最能让作者的文
稿放出最耀眼的光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编辑都必须牢
牢记住，双方所讨论的这篇文稿是由作者所撰写的，必须
尊重作者的决定。唯有这样，才是正确而且公平的做
法”［7］。学术期刊的责任编辑要善于运用中国古典哲学的
“中庸”思想，准确把握编辑加工的尺度，杜绝出现原则性
错误，消除学术期刊执行规范方面的不当表达，消灭知识
上的常识性差错，使作者的思想和才能以及个性能在文稿
中得以充分发挥，最终使文稿的观点更加鲜明，材料更为
准确，逻辑更为严密，语言文字的表达更为通达，符合国家
出版专业技术标准和行业管理规范，为学术期刊出版事业
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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