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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工作首先是与人交际的工作，其

中最重要的是与作者的交际。 编辑与作者

的关系十分重要，足以影响编辑工作的进

程。 能不能正确地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
决定着编辑工作的成果和质量①。

一件优秀作品的诞生，既离不开呕心

沥血的著作者，又离不开为之画龙点睛的

编辑；但是，由于分工的不同，劳动对象的

差异，便形成了编辑与作者之间彼此不同

的本质力量，这种相异的本质力量决定了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方法发

挥其独特的创造水平②。 编辑与作者二者

具有目的同一性和工作协同性。 无论是作

者撰写论文， 还是编辑修改和加工论文，
目的都是为了让作品更加完美，能够让读

者乐于接受。 而要做到这一点，编辑与作

者必须相互依赖、协调一致、共同努力，在

编 辑 与 作 者 之 间 建 立 一 种 同 志 式 的 互 助

合作关系③。
同志式互助关系的定义

作者是精神生产的主体，是精神生产

第一线的劳动者。 没有作者不断提供各种

精 神 产 品， 编 辑 劳 动 就 会 成 为 “无 米 之

炊”。 一个编辑部能够提供多少出版物、这

些出版物的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作者的劳动。 因此，作者劳动是编辑劳

动的前 提，编 辑 是 离 不 开 作 者 的，必 须 认

真依靠作者。当然，作者也离不开编辑。作

者个人劳动的产品要经过编辑的劳动，才

能变成社会产品； 没有编辑劳动的投入，
作 者 的 劳 动 产 品 就 只 能 是 个 人 的 精 神 成

果，无法通过社会传播实现成果的社会价

值。 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

版工作 的 决 定》 指 出：“社 会 主 义 出 版 工

作， 是出版工作者和著译者共同的工作，
他 们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同 志 式 的 互 助 合 作 关

系。 ”《我们是中国编辑》一文说：“我们是

作者的知音。 了解作者才能帮助作者，懂

得作品才能加工作品。 作者是作品的创造

者 ，我 们 是 作 品 的 组 织 者 、发 现 者 、加 工

者。 在 把 作 品 转 化 为 优 秀 出 版 物 的 过 程

中，我们是作者最亲密、最忠实的伙伴。 ”④

这实际上是对 “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的具体解释。

同志式互助关系的形成

同 志 式 的 互 助 合 作 关 系 不 是 自 然 形

成的，而要通过编辑与作者的共同努力才

能真正建立。 作者撰写稿件，是为了读者

的需要；编辑向作者组织稿件并把稿件制

作成出版物传播， 也是为了读者的需要。
二 者 完 全 可 以 就 这 一 个 共 同 目 标 而 互 助

合作。 编辑与作者在合作过程中常常会有

不同的看法和相异的主张。 譬如，对作品

的看法或评价不同，对利益分配的要求不

论编辑和作者互助关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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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日 )，报 道 的 是 在 一 起 车 祸 发 生

之 际，22 岁 的 导 游 文 花 枝 对 赶 来 抢 救 她

的 警 察 和 医 生 说 ： “我 是 导 游 ， 先 救 游

客 。 ”因 为 耽 误 了 近 两 个 小 时 的 救 治 时

间 ，她 不 得 不 截 去 坏 死 的 左 腿 。 标 题 不

仅 具 有 极 大 的 情 感 震 撼 力 ，而 且 十 分 抢

眼。 在 融 情 入 题 时，还 应 突 出 人 文 关 怀，
应 站 在 老 百 姓 的 角 度 ，尊 重 他 们 的 情 感

需 求 ，感 知 普 通 百 姓 的 人 间 冷 暖 。 特 别

要 区 分 “动 情 ”与 “煽 情 ”：动 情 贵 在 以 真

情 感 人 ，煽 情 则 是 以 矫 情 诱 人 。 真 正 让

读 者 共 鸣 、一 见 钟 情 的 标 题 ，应 凭 着 真

实 的 情 感 来 打 动 读 者。
新闻标题要真实可信

新 闻 标 题 语 言 的 运 用 要 保 证 真 实 可

信。 鲁迅先生说过，写文章要“有真意，去

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新闻标题更应真

实、具体。 真实性不仅是存在于事实上的

真实，而且也表现在语言上是否真实。 不

真实的语言主要表现为用词不准确、含糊

不清等，或 者 故 意 用 专 业 性 语 言、刺 激 性

语言制造一些噱头，使读者因此看不明白

内容。如数率、依存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对读者的不尊重甚至是误导，这样的标

题 看 似 新 奇， 但 并 不 为 大 多 数 受 众 所 接

受。
新闻标题要具“轰动效应”

好 的 标 题 可 以 让 读 者 看 到 标 题 后

眼 前 一 亮 ，因 此 在 标 题 制 作 上 ，可 以 在

坚 持 真 实 可 信 原 则 的 基 础 上 制 造 “轰 动

效 应 ”，或 言 人 未 言 ，或 出 人 意 料 ，让 人

震 惊，引 人 注 意。 如：《人 情 猛 于 虎》(《黑

龙 江 日 报 》1996 年 12 月 18 日 )，用 “人

情 ”喻 “虎 ”，且 胜 过 “虎 ”，标 题 高 度 概 括

“人 情 风 ” 这 一 社 会 问 题 发 展 到 了 何 等

严 重 程 度。 《在 怒 涛 中 测 天 量 海》(《人 民

日 报 》1998 年 8 月 14 日 )， 报 道 了 中 国

“试 验 3 号 ” 考 察 船 全 体 船 员 献 身 于 科

学 事 业 的 伟 大 精 神。 标 题 不 论 是 歌 颂 赞

美 还 是 针 砭 时 弊 ，都 立 意 高 、气 势 大 ，写

神 又 写 意 ，把 夸 张 、比 喻 等 艺 术 技 法 运

用 得 恰 到 好 处 ，感 情 色 彩 浓 厚 、集 中 ，使

受 众 过 目 难 忘 ，极 大 地 增 强 了 信 息 传 播

的 感 染 力。
标 题 制 作 是 新 闻 写 作 中 永 无 止 境

的 学 问 ，只 要 我 们 用 心 去 学 习 、去 思 考 、
去 体 会 ，就 一 定 能 写 出 构 思 新 颖 、形 神

兼 备 、视 野 开 阔 、“色 香 声 味 ”俱 全 的 好

标 题 来 ， 形 成 强 烈 的 第 一 视 觉 冲 击 波 ，
从 思 想 上 和 艺 术 上 深 深 地 打 动 着 受 众 ，
引 人 入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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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对工作风格、 交际方式不相适应，等

等。 如果双方都能从“一切为了读者”这个

共同目标出发，同志式互助合作关系就有

了坚实的基础，解决分歧容易找到共同语

言，互 助 合 作 也 容 易 通 过 相 互 沟 通、相 互

理解而获得双方满意的结果。
为 了 维 护 编 辑 与 作 者 之 间 同 志 式 的

互助合作关系，编辑人员和作者要做到：
编辑要寻求与作者目标的契合点。 期

刊 编 辑 与 作 者 这 两 个 期 刊 出 版 系 统 中 具

有 相 对 独 立 性 的 子 系 统 要 实 现 良 性 协 调

互动，就 必 须 具 有 共 同 的 目 标 追 求，并 要

依 据 这 一 共 同 目 标 建 立 起 有 效 的 保 证 体

系。 期刊编辑与作者共同的目标追求对于

作者、编辑自我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定向

和控制作用， 因而在期刊出版实践中，编

辑应该尽力寻求与作者的目标“契合”点，
这是两者互动发展的前提。 为实现编辑与

作者终 极 目 标 的 契 合，首 先，期 刊 编 辑 要

正 确 认 识 其 与 作 者 在 科 学 共 同 体 中 的 依

存关系：编辑代表社会要求，经过优选、优

化等编辑手段，使作者的科研成果得以及

时有效 地 传 播，产 生 作 者、编 辑 及 社 会 共

同要求的效果，编辑与作者的目的是一致

的， 都是向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创新产物。
其次，期刊编辑要合理协调自身发展目标

与作者发展目标。 一个理想的科学有效的

期刊出版机制，最终将促成作者水平和编

辑水平的共同提高⑤。
尊重作者的劳动，论稿不论人。 编辑在

面对读者之前，首先要面对作者，面对作者

的劳动。 对于作者的劳动，应予以足够的尊

重。 通常有一些情况容易使编辑偏离这个

“尊重作者的劳动”的大方向，一是名人、名

作家或有人推荐来的稿件受到重视， 一般

作者和无名人士的来稿常被轻视， 其劳动

不受到尊重： 二是与编辑观点见解相同的

稿件受到重视， 所持见解与编辑不同的被

轻视乃至歧视， 自然就不会受到编辑的尊

重；三是与通行的“时尚”相吻合的稿件受

到重视，对“时尚”持异见的稿件被轻视而

不问其是否有独特见解。 要克服上述易犯

的错误，编辑就要强化作者意识，对作者要

论稿不论人，作者的身份高低、作者见解的

异同、作者的稿件是否与“时尚”趋同等不

应 成 为 对 作 者 的 劳 动 或 尊 重 或 轻 视 的 借

口，否则就是一种对作者的不公正。
在编辑活动中发现和培养作者。 一般

来说，作者向期刊编辑部投稿不是一次就

画句号， 有些作者可能是第一次投稿，格

式还达不到编辑部的要求，面对这样的作

者，编辑要以人文关怀的理念处理好与作

者的关系。 特别要以人文关怀的理念做好

退稿工作。 科技期刊应该成为培养人才的

沃土，在退稿工作中为作者提供学科研究

发展动态， 指导作者进行新的科研选题，
以避免平庸之作。 初次从事科研工作、初

次 投 稿 的 年 轻 作 者 更 多 更 容 易 出 现 一 些

问题，如选题不当、不熟悉论文写作规范、
图表设计不科学，等等。 退他们的稿件时

更要慎重，不能伤害他们的积极性和创作

欲。 他们之中很多是在读研究生，是期刊

用心培养的作者，充满鼓励和关爱的退稿

函可以 使 他 们 树 立 信 心，继 续 努 力，使 之

成为稳定的作者群。 ⑥

尽力维护作者的正当权益。 编辑的作

者 意 识 还 体 现 在 切 实 地 维 护 作 者 的 正 当

权益方面。 维护作者的正当权益主要是编

辑 要 严 格 按 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著 作 权

法》的 规 定 办 事，不 仅 自 己 不 侵 犯 作 者 的

权益，而且要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严禁别

人对作者权益的侵犯。
作者的正当权益，在精神方面指作者

享 有 作 品 的 署 名 权 和 作 品 完 整 性 的 保 护

权。 对于作者的署名，要充分尊重作者的

意见，署 本 名 或 署 笔 名；多 作 者 的 排 列 顺

序等都应该由作者决定(为避免日后发生

纠纷，应请作者签字)，编辑不能随意予以

更改。 对于稿件的编辑加工，编辑一般限

于文字修饰和技术规格的统一等方面，如

果属于观点、 大的结构等方面的改变，应

由作者自己进行，或征求作者书面同意后

由编辑人员进行。
作者的正当权益，在物质方面是指出

版物必须取得作者授予的出版权，并按照

合同确定的标准向作者支付稿酬。 编辑人

员 应 督 促 有 关 部 门 按 照 合 同 标 准 支 付 作

者 稿 酬 并 寄 赠 样 书。 决 不 能 压 低 稿 费 标

准，瞒报印数，侵犯作者权益。
牢 固 树 立 作 者 观 念， 尊 重 作 者 的 人

格、学术观点和创作风格。 对作者投来的

稿件，字 词 句 的 修 改 是 必 要 的，如 订 正 错

别字、标点符号、非标准名词术语、不规范

的数字用法和计量单位符号，删除冗词或

换上更合适的词语，删去病句或把句子改

得更简洁生动等。 在进行修改时必须高度

重视作者的语言风格。 不可磨平原稿的语

言特色，以自己的语言风格代之⑦。 编辑在

加工整理书稿时要把握以下三个原则：1.
尊重作者，忌强加于人；2.多就少改，忌滥

施“刀斧”；3.改必有据，忌无知妄改。
作者应尊重编辑及其劳动成果。 如果

分析编辑在精神生产中的劳动成果，便会

发现 编 辑 劳 动 对 象、劳 动 方 式、劳 动 成 果

都 是 紧 紧 围 绕 着 作 者 的 劳 动 成 果 来 进 行

的。 这种劳动的最终成果，虽然不是以独

立的物质形态呈现，但其中的确融入了编

辑的思想观念、价值评判、艺术倾向、审美

情趣 等，就 编 辑 劳 动 的 全 过 程 来 说，编 辑

的创造性劳动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体现在

选题 策 划、组 织 审 理、加 工 编 排 等 整 个 编

辑 过 程 中。 这 种 劳 动 具 有 隐 含 性 和 无 私

性，作 者 应 尊 重 编 辑 的 意 见，虚 心 向 编 辑

请教，相 互 学 习，从 而 达 到 编 辑 与 作 者 关

系的和谐。 无论是编辑的约稿还是自由投

稿， 作者一定要尊重出版单位的要求，包

括选题计划、栏目设置、版式要求、标准化

等，使作品力臻完美。 若是编辑约稿，则是

编辑对作者的期望和信任，作者更应本着

认真、负责、谦虚的态度，按时按质按量完

成，与编辑达成默契⑧。
结语

由此可见，编辑部应从完善与作者同

志式互助合作的方式入手，多了解作者信

息，建立作者库，支持和培养作者，和作者

保持经常联系，维护作者权益。 编辑部与

作者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后，作者就愿

意参与期刊的发展，才能使期刊社的资源

日益丰富，才能为期刊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与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有利于不断提高

期刊质量。
注 释：

①全 国 出 版 专 业 职 业 资 格 考 试 办 公 室 ：
《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2003 年版， 第 36 页～
第 37 页。

②李 燕 文、郑 琰 焱、王 国 栋 等：《编 辑 劳 动

与 作 者 劳 动 的 辩 证 关 系 》，《编 辑 学 报 》，2004
(16)。

③⑧林丽芳：《试论学术期刊编辑与作者、
读者之间的关系》，《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

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1）。
④刘杲：《我们是中国编辑》，《中国编辑》，

2002（1）。
⑤宫 福 满：《科 技 编 辑 与 作 者 良 性 互 动 机

制的构建》，《编辑学报》，2005（17）。
⑥岳 建 华、李 小 萍、尤 伟 杰 等：《科 技 期 刊

退 稿 工 作 中 的 人 文 关 怀 》，《编 辑 学 报 》，2007
（19）。
⑦曾 志 红：《期 刊 编 辑 侵 犯 著 作 人 身 权 的

行为研究》，《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自然科

学版）》，2008（26）。
（作者单位： 广东省东莞理工学院学

报编辑部）
编校：施 宇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