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刊不是一块净土， 由于各种各

样的原因， 尤其是受到市场经济大潮

的影响和冲击， 一些编辑逐渐滋生了

各种各样消极的编辑意识， 而社会上

的一些不良风气也乘虚而入， 形成了

一只只严重影响甚至危害期刊质量及

生存的无形魔爪， 我们称之为期刊质

量杀手。

杀手一： 不收版面费不发稿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一些

期刊社经济上被 “断奶” 或 “限奶”，
为解决办刊经费问题， 这些期刊社唯

有靠自身筹集资金以作 “补给”。 而

集资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向作者收取

版面费。 收费形式大致有两种： 一种

是每篇限制在一定的字数范围内， 统

一按篇收费； 另一种是按文章篇幅所

占版面收费， 篇幅不作限制， 愿意多

交版面费者可随其意愿增加版面。 针

对这种做法， 尽管在很多场合有不少

相关人士多次提出取消收取版面费的

呼吁， 但效果甚微。 这样下去， 其结

果 必 定 是 负 面 的 ： 一 是 好 稿 子 不 愿

来。 作为作者， 对自己所写文章的质

量是了如指掌的。 质量好的文章， 可

谓 “人见人爱”， 因而投稿选择空间

大， 作 者 心 中 之 “秤 ” 可 以 反 复 权

衡： 哪里发稿免费； 哪里发稿不但免

费， 还有稿费； 哪里发稿版面费高；
哪里发稿版面费便宜。 试想， 几经若

干期刊社的筛选， 经过作者一番对比

掂量之后， 还能有多少好稿子沦落到

交费的地步。 对于一般期刊社来讲，
此举的结果必定是好稿子几乎全部流

失。 二是平庸之作充斥期刊。 时下，
课题研究需要发表文章， 职称晋升需

要 发 表 文 章 ， 职 务 评 估 需 要 发 表 文

章 ； 科 研 成 果 统 计 要 看 发 表 文 章 篇

数， 发文章成了文化人的重要任务之

一。 由 于 文 章 平 庸 ， 作 者 不 得 不 转

念： 只要稿子能发出去， 就有成果，
就能完成任务， 就有机会晋升， 再多

花些版面费也值得———这种心态正好

迎合了一些期刊社 “好稿子要不到，
庸文章不得落” 的指导思想， 你情我

愿， 一拍即合， 却害了刊物质量， 亵

渎 （忽悠） 了读者。

杀手二： 以专业好恶取舍稿

韩愈在 《师说》 中指出： “闻道

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由于人的精

力所限， 再加上人的爱好不同， 所从

事的职业、 专业不同， 其所努力的、

所 主 攻 的 方 向 也 自 然 有 别 。 这 是 常

理， 古今皆然。 但是有些人只意识到

自己的专业、 专攻， 却忽略了他人的

术业专攻， 因而在审稿的过程中自觉

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专业爱好作为选用

稿件的标准。 这种以爱好取稿的做法

于作者不公， 于刊物不利， 于读者不

尊， 于自身不爱， 于整体不负责任。
其后果将是好稿子因非投其所好而被

扼 杀 ， 差 稿 子 因 正 中 下 怀 而 成 掌 上

珠， 刊物质量滑坡， 与落选文章作者

志趣相投的读者无形中受到冷落， 长

此以往， 刊物生存将受严重影响。 一

言以蔽之， 这是于人于刊都不负责任

的表现。

杀手三： 明哲保身弃稿

早 在 1937 年 ，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反对自由主义》 中就批评并反对自

由主义的种种表现， 其中就有 “明哲

保 身 ， 但 求 无 过 ”。 然 而 时 至 今 日 ，

这种表现在一些编辑同行中仍然不时

可见。 他们出于对政治的过度敏感，
或者对 “文革” 时期的一些现实刻骨

铭心且心有余悸， 在审稿时前怕狼后

怕虎， 谨小慎微， 小心翼翼， 如履薄

冰， 生怕受牵连而陷入政治泥潭， 致

期刊质量的

●吴有定

十 大 杀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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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将原本纯属学术领域而非属政治范

畴的不可多得的好稿件拒之门外。 比

如关于佛教禅宗惠能生平逸事及其在

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

力作， 本是学术性很强的文章， 却因

审稿人是如此认为而被枪毙： 马克思

主 义 是 无 神 论 ， 共 产 党 人 是 无 神 论

者 ， 佛 教 与 马 克 思 主 义 是 格 格 不 入

的， 因而与之有关的研究与我们党的

信仰是相悖的， 属于禁止之列。 这显

然是将学术研究误同于政治信仰， 其

结果将致使一批该方面研究的好文章

被 当 成 垃 圾 甚 至 是 鬼 魅 予 以 横 扫 出

门。

杀手四： 按比例登载内外稿

期刊载文内外按一定比例从理论

上讲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有人提

出内外稿比例为 6∶1 ［1］， 有的提出内

外稿比例为 6∶4 ［2］， 一般认为外稿不

超过 1/3。 而在实际操作中， 往往外

稿远远超出这个比例。 据武汉理工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的统计， 2005
年该学报“目前内外稿比例为 2∶8”［3］。
笔者所参编的 《韶关学院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在 2005—2008 四 年 中 ，
内 稿 分 别 占 用 稿 总 数 的 45％、 40％、

35％、 34％， 内 稿 比 率 逐 年 下 降 。 原

因无非是： 从心理学和传统的角度上

看， 由于本地姜不辣观念根深蒂固，

不管是作者还是其他人， 都认为在本

单位刊物上发表文章不值钱； 从现实

的角度上看， 好稿子能在核心期刊上

发表， 无论是职称晋升还是科研奖励

都比在普通期刊上发表更为实惠， 无

奈之下才会考虑当内稿投。 以上无论

是 用 稿 现 状 还 是 原 因 分 析 都 告 诉 我

们： 内外稿的比例是个变数， 是个逐

年下降的变数； 若要使这个比例固定

下来， 方法不外乎两个： 一是大量砍

杀外稿， 每期不固定页码， 有多少内

稿就按比例用多少外稿； 二是网罗垃

圾稿件凑够内稿比例， 笨妇也要逼其

强为无米之炊。 可以断言， 方法一等

于立即要刊物的命， 方法二等于逼刊

物 慢 性 自 杀———垃 圾 文 章 ， 哪 来 质

量？ 何来读者？ 遑论生存！ 为此， 有

同人呼吁：“必须转变办刊理念， 迈出

关键性的一步， 完全撤消内外稿比例

限制，提升办刊平台。 ”［4］

杀手五： 特约尴尬稿

所谓特约尴尬稿是指一些期刊社

为了使所办刊物更有分量、 能增光添

彩且能产生一石激起千重浪的效应，
特意向名人名家约稿， 然而约到的却

是货不对板的稿件。 这主要发生在普

通刊物尤其是小刊物中。 按理说， 名

人名家之所以名声显赫， 就是其才华

洋溢， 学问出众， 术业造诣深， 研究

成果丰硕； 能展示其水平的学术文章

质量自然不凡， 容易产生轰动效应，
因而求之若渴。 从名人名家个人角度

看， 既然是这样的现实： 趋之若鹜，
那 当 然 要 首 选 名 刊 发 表 。 道 理 很 简

单， 名刊品位高、 影响大， 更具社会

效益。 然而普通刊物也不善罢甘休，
它们向名人名家的约稿往往都是 “蓄

谋已久”， 因时择宜， 捕捉最有利的

时机和方式方法， 使被约者 “走投无

路” 而就范： 非得有个交代， 多少要

给 点 面 子 。 但 这 又 伴 随 着 另 一 个 问

题： 稿子供不应求。 在这十分为难的

情况下， 为了 “面面俱到”， 一些名

人 名 家 往 往 不 得 已 而 为 之 ， 办 法 有

二： 一是一稿多赐； 二是以讲稿尤其

是大会发言稿充数。 前者我们暂且不

论； 后者则使那些受赐者高兴之余陷

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发吧， 风

马牛不相及； 不发吧， 怎么向赐稿者

交代？ 稿子毕竟是自己花了九牛二虎

之力， 对方给面子才得到手的。 想到

约 稿 时 那 感 人 情 景 及 稿 子 的 来 之 不

易， 绝大多数刊物不得不选择 “还是

发了算”。 结果问题来了： 不伦不类，
不单光无增、 彩不添， 反而给刊物抹

了黑。

杀手六： “合作” 交换稿

“合作” 交换稿就是通 过 所 谓的

合作或交换方式录用的稿件。 这里所

指的 “合作”， 就是指一些相对较有

优 势、 知 名 度 较 高 的 期 刊 社 （编 辑

部）， 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 瞄

准与其所办刊物对口或相关的单位、
期 刊 社 、 编 辑 部 有 个 人 发 表 文 章 之

需， 费用可公家 （或从课题基金） 报

销之便这一特点， 主动邀请这些单位

加 盟 成 为 该 期 刊 社 理 事 会 的 常 务 理

事、 理事或什么的， 条件是对方每年

交纳多少会费， 就给对方优先发表若

干篇文章； 个人愿意也欢迎。 由于这

方面的要价往往比较高， 经济效益比

较可观， 只要对方愿意合作， 就一拍

即合， 用稿就网开一面。 至于交换，
就是指行内编辑同人互相交换稿件刊

用。 这主要发生在平级期刊社、 编辑

部之间。 这种交换， 大致可以分为两

种： 一种是现时交换。 双方同时交换

稿件， 我为你发一篇， 你也为我发一

篇。 另一种是异时交换。 现在我先帮

你发一篇， 等以后我有文章需要发表

时， 你再帮我发一篇。 通过上面合作

交 换 的 过 程 ， 我 们 不 难 想 见 ， 这 类

“合作” 稿件的刊用是建立在高利或

职务交易基础之上的， 因而无甚原则

可言， 稿件质量不言而喻。

杀手七： 人情关系稿

所谓人情关系稿， 顾名思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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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情关系而投来的稿子。 这类稿

子投送的渠道有三种： 一是通过领导

转交。 这类稿子的作者或是这些领导

的 亲 属 亲 戚 ， 或 是 这 些 领 导 的 老 同

学、 老同事、 老部下， 或是会友。 二

是通过编辑的亲朋好友转交。 这类稿

的作者或是转交者本身， 或是其亲朋

戚 友。 三 是 经 别 的 期 刊 社 （或 编 辑

部） 的编辑同人转交。 其作者或是转

交者本身， 或是其亲戚朋友。 三种渠

道 的 来 稿 ， 有 的 至 少 已 经 “周 游 列

国” 了一遍无结果才姗姗来迟， 有的

因其作者有 “自知之明” 和 “羞涩之

感” 而初出茅庐， 总体上质量不高，
有 的 甚 至 无 甚 质 量 可 言 。 正 因 为 如

此， 作者才有的放矢、 想方设法取长

补短， 充分发挥人情关系的能动性。
而对于编辑来说， 由于存在 “领导意

旨不可逆、 亲情友情不可抗、 同人托

付不可失” 的观念， 往往原则性淡薄

了， 质量意识模糊了， 门槛降低了，
处理马虎了， 感情用事了， 稿件大吉

了 ， 对 上 司 、 亲 友 和 同 人 有 所 交 代

了， 当然期刊质量也自然受损害了。

杀手八： 因人取稿

因人取稿就是根据作者身份取舍

来 稿 。 一 些 刊 物 尤 其 是 学 术 性 刊

物———知名学术刊物， 为了所谓的质

量， 为了提高所谓的知名度， 为了使

刊物 “增光添彩”， 在其主观臆断和

想当然思想的指导下， 审稿先审作者

简介， 用稿依据作者身份， 地位高、
名气大、 职称高、 学历高、 年事高、
地域灵者， 其文章必列为佳作， 各项

不兼备者则按上述要素依次审查录用

稿件， 地位、 名气、 职称、 学历、 年

事、 地域等成为优选稿子的条件。 可

是此举的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 实不

副名； 那些无名小卒尽管有相当部分

竭尽全力， 潜心撰稿， 稿件质量上乘

也不屑一顾， 当然难有立锥之地， 也

自然就没有一鸣惊人的机会了。 其结

果好稿子上不去， 平平者却频频充斥

其间。

杀手九： 以规范、 版面取稿

就理论而言， 质量包括内容和形

式两大方面。 但不少作者无论是老作

者还是新作者， 特别是新作者， 在写

作时， 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观点之新

颖、 标题之醒目、 内容之充实、 数据

之精确、 结论之正确、 推论之合理、
逻辑之严密、 结构之严谨、 层次之分

明、 语言之精练、 语体之得当、 信息

之密集等等内容方面， 而无暇顾及或

者说因陌生而忽略了注释、 引文出处

标识、 参考文献著录等形式方面的规

范， 更不考虑行距的是否恰当， 版面

的是否美观， 标点符号使用是否正确

等微观细节， 结果乍看给人一种 “蓬

头垢面” 之感。 这个第一印象， 往往

催生了那些面对堆积如山的稿件却又

尚欠耐心和图方便省事的编辑的 “杀

机”， 这些稿子尽管有不少是质量上

乘之作， 却往往成为这种 “杀机” 之

下的牺牲品。 这种挥 “金” 如土无形

中在损毁刊物的金字招牌。

杀手十： 拉郎配撮合稿

办出特色， 本来与质量同是刊物

的生命， 是每个编辑出版人为之奋斗

终生的永恒主题。 卓越的政论家、 出

版家邹韬奋先生在自传 《经历》 中曾

经说过： “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刊物，
生存已成问题， 发展更没有希望。”［5］

他在谈到法国的晚报 《巴黎时报》 销

路虽小却有影响力时又说： “办报必

须有其特色， 有了特点， 销路虽少，
还有它的力量。” 由此可见， 个性和

特色是刊物的生命和力量源泉所在。
然而， 一些刊物为了打造所谓的特色

栏目而走火入魔， 尽管相关的科研力

量微不足道， 该方面的稿源也远远不

足， 时断时续， 但为了凸显特色而勉

为其难， 甚至为了使特色栏目不出现

“停跳” 或 “断气”， 维持 “特色” 香

火不断， 不惜将至少要七拐八弯才能

勉强找到内容仅有可怜一丝相干 （或

者说差点就风马牛不相及） 又无质量

可言的稿件硬加拼凑而成。 如笔者曾

经见过个别刊物， 把本来属于语言学

范畴且质量一般的关于方言词语研究

的 文 章 硬 拉 郎 配 于 “××文 化 研 究 ”
栏目之下， 读后不免使人颇有 “挂羊

头卖狗肉”、 不伦不类、 苟延残喘之

感———如果要论特色， 也许这就算是

其所谓的特色吧。 这种宁滥毋缺的编

辑意识实际上与其初衷大相径庭、 背

道而驰， 是对特色和质量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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