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问题的提出

选择、 加工、 传播是编辑活

动的基本功能， 刘杲曾称之为编

辑活动的基本规律。［1］ 田 胜 立 认

为： “尽管编辑基本规律涉及选

择性、 加工性和社会传播性， 但

最本质的是传播性。”［2］ 可见， 传

播在编辑活动中具有何等重要的

地位。
然而， 在编辑学研究中， 编

辑传播 “播” 什么， 或者说， 编

辑传播的对象是什么， 却没有统

一的说法。 自上世纪 80 年代编辑

学兴起以来， 编辑传播的对象主

要有文化传播和信息传播两种说

法。 编辑的传统角色是 “收集资

料， 整理成书”， 编辑活动在传统

上就被认为是一种文化活动， 许

多学者对编辑的文化传播特性均

有深刻的论述。 但随着以信息传

播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传播学理论

的引进及其与编辑学研究的交融，
信息这一概念逐渐在编辑学界广

泛使用， 因而产生了编辑活动是

以信息传播为目的的说法， 且持

此说者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例如，
有的研究者就明确认为： “编辑

传播的内容就是由信源向受传者

发送的信息， ……传播的目的就

是要使受传者与传播者达到信息

的共享。”［3］ “编辑 活 动 是 以 物 化

生产和传播信息为 最 终 目 的。”［4］

任定华等强调编辑传播的对象是

信息、 知识， 他们曾对阙道隆在

《编辑学理论纲要》 一文中多次使

用 “文化” 一词很不以为然， 认

为 “编导者传播于社会的是具体

的 信 息 、 知 识 ， 不 能 说 什 么 文

化”，［5］ 而在编辑实践中， 不少编

辑主体由于失去了编辑责任的自

觉， 致使一些毫无文化含量甚至

反文化的编辑产品大行其道。 由

此看来， 编辑传播是文化传播还

是信息传播？ 虽然只是一点之差，
但关乎编辑学理论的构建和编辑

实践的导向， 很有辨析的必要。

二、 编辑传播的文化本质

1．信息与文化的概念

什么是信息？ 其定义众说纷

纭， 总的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信息理论认为， 信息是一

切物质的属性， 任何物质都可产

生信息， 信息无处不在。 狭义的

信息定义以信息论创始人申农的

理论为代表， 认为信息是 “在一

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因素的任

何事物”。［6］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对

信息的解释是： “信息论中指用

符号传送的报道， 报道的内容是

接收符号者预先不知道的。” 这个

“预先不知道” 就是申农信息定义

的 “不确定因素”。
关于文化的定义同样众说不

一， 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美国

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洛依伯和

克莱德·克拉克洪在 《文化： 概念

和 定 义 批 判 分 析 》 一 书 中 说 ：
“文化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 从总

体 上 看 是 指 人 类 创 造 的 财 富 积

累。”［7］ 近代著名思想家和学者梁

启超说： “文化者， 人类心能所

开释出来之有 价 值 的 共 业 也。”［8］

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 《现代汉

语 词 典 》 对 “ 文 化 ” 的 释 义 ：
“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

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摘要： 从信息和文化的概念入手， 论述了编辑传播的对象内涵及其编辑意义。 认为： 编辑传播的本质是

文化传播； 明确编辑传播的文化本质， 有助于统一编辑学建设的理论基点， 建立防止编辑传播文化变异的学

理规则， 增强编辑主体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 编辑传播 文化 信息 编辑意义

文化传播还是信息传播？
———关于编辑传播对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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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指精神财富。” 前一句是指广义

的文化， 后一句 “特指精神财富”
就 是 狭 义 的 文 化 。 本 文 所 述 的

“文化” 是狭义的文化。
2．编辑传播是文化传播

根据广义的信息理论， “信

息” 作为传播学的对象是合乎实

际的。 比如在大众传播领域， 电

视 上 记 者、 主 持 人 的 一 颦 一 笑、
一举一动都参与了传播， 成为传

播的信息。 而在编辑学领域， 虽

然其传播媒介也包括了图书、 报

纸、 杂志、 广播、 电视和网络等

等， 但其活动的客体对象是作品，
并不包括记者、 主持人现场的言

行举止。 作品是作者精神劳动成

果的载体， 而且也不是任何作品

的信息都可以进入编辑传播的视

界， 只能是那些对人类社会的生

产和生活、 思想和认识有价值和

意义， 能积累成为人类社会精神

财富的信息， 这样的信息本质就

是文化。 这样的 “信息” 与一般

“信 息” 虽 然 在 外 延 上 有 从 属 关

系， 但内涵却有本质的区别： 前

者反映的是人类创造的结晶， 后

者反映的只是一种客观存在。 而

为了保证编辑传播对象的文化特

质， 在编辑活动中， 编辑主体必

须对传播对象去伪存真， 去粗取

精， 进行一番艰苦的选择和优化

工作。 因此， 对编辑传播对象笼

统地以 “信息” 称之， 不仅显得

外延过大， 不能准确地反映编辑

传播对象的内容特征， 也淡去了

编辑传播对象的劳动内涵。
根据狭义的信息理论， 信息

是 “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

因素的任何事物”， 是 “预先不知

道” 的内容， 新闻学中所谓 “新

闻就是你昨天所不知道的事情”，
体现的正是信息定义中的 “不确

定因素”。 但编辑学传播的对象显

然不是这样， 尽管编辑传播很多

也是 “预先不知道” 的内容， 比

如学术期刊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

果， 但有时候也刚好相反， 编辑

常常在已有的人类文化成果中挖

掘传播资源， 比如唐诗宋词， 不

知编辑了多少版本； 尤其是科普

性书刊， 所传播的均是已有的科

学文化知识。 之所以如此， 是因

为编辑活动除了文化的传播和积

累之外， 还承担着文化传承的责

任。 由此可见， 用 “信息” 界定

编辑传播对象是不符合实际的。
综 上 所 述 ， 无 论 是 广 义 的

“信息” 还是狭义的 “信息”， 都

无 法 正 确 反 映 编 辑 传 播 的 对 象，
只有 “文化” 才能反映编辑传播

对象的真正内涵。 编辑传播始终

是以文化传播为旨归， 文化传播

构成了编辑传播的本 质。［9］ 编 辑

在进行文化传播的同时， 也实现

了 人 类 社 会 文 化 的 积 累 与 传 承。
邵益文认为， 传播学和编辑学既

有联系但又存在着不可抹煞的区

别。［10］ 那么， 文化传播就是编辑

学和以信息传播为研究对象的传

播学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笼统地

把编辑传播的对象界定为信息传

播， 实际上是模糊了编辑传播的

本质及其与传播学的区别。

三、 文化传播的编辑意义

1．有 助 于 统 一 编 辑 学 建 设 的

理论基点

编辑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兴

起以来， 已建立起了比较系统的

理论体系和知识框架， 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 但也还存在不少

问 题， 如 对 编 辑 学 的 基 本 概 念、
基本范畴、 基本规律等许多理论

问题， 学界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

统 一 的 界 说， 令 人 莫 衷 一 是。 ［11］

笔者认为，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

因， 就是编辑学的研究缺乏一个

统一的理论基点， 致使 “各吹各

的号， 各唱各的调”。 而文化传播

作为编辑活动的本质体现， 有助

于建立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点。
早在 2000 年， 赵运通就已经

指出： “普通编辑学只有从社会

文化传播来确认编辑的科学地位，
才能打通媒体分类编辑之间理论

阻 隔 ， 从 而 达 到 学 理 原 则 的 一

致。”［12］ 不仅如此， 以文化传播作

为 编 辑 学 理 论 体 系 构 建 的 基 点，
或许可为学界当前许多令人莫衷

一是的论争提供一个统一的依据。
比如， 关于什么是编辑基本规律

的问题， 目前不下数十家言， 如

果我们以文化传播为基点对这些

纷纭的论争进行检视， 就会发现

许多说法都是差强人意， 甚至不

是主观臆想就是不着边际。 而在

众多的界说中， 以 “选择和优化”
说可谓最为切中肯綮， 因为选择

和 优 化 正 是 针 对 编 辑 传 播 的 对

象———文化的特质而在所有的编

辑 活 动 中 必 然 实 施 的 编 辑 行 为。
所以卲益文说： “各种对编辑活

动基本规律的表述，……特别在选

择和优化方面， 已经表现出思路

上的趋同倾向， 这是一种重要的

进 展。” ［13］ 再 比 如 编 辑 学 与 出 版

学、 新闻学的关系问题， 也是众

说不一。 如果从文化传播的基点

来审视， 编辑学与出版学实际上

是一对 “孪生兄弟”， 他们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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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文化传播， 只不过是一个过

程的两个阶段而已； 因此， 1998
年教育部在修订后的 《普通高等

教育本科专业目录》 中将原有的

出版类专业名称合并为 “编辑出

版学”， 是有道理的。 而新闻学则

以 “你昨天所不知道的事情”———
信息为传播对象， 与编辑学的文

化对象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本质

不同， 其理论体系、 原理规则自

然也就不同。
2．有 助 于 建 立 防 止 编 辑 传 播

文化变异的学理规则

在编辑传播的实践中， 一些

打着科学的幌子宣扬伪科学和迷

信、 借着文化的外壳兜售色情和

暴力、 只为沽名钓誉却毫无文化

含量的书刊， 总是不时地招摇过

市。 这些所谓的 “文化产品” 与

文化的本性背道而驰， 不可能成

为社会的精神财富， 只能成为社

会的精神垃圾。 但可悲的是， 这

些所谓的 “文化产品”， 许多是经

过编辑之手， 经过正规的出版机

构堂而皇之地流播于社会的。
这就是编辑传播的文化变异。

长期以来， 对编辑传播的这种文

化变异的遏制， 基本上是依靠政

府 部 门 的 法 律 法 规、 社 会 舆 论，
以及编辑自身的道德自律。 但是，
可不可以通过学科自身的理论建

设 来 加 以 指 导 和 制 约 呢？ 其 实，
一个成熟的学科， 其内部都有一

套系统的原理和规则， 这些原理

和规则不但形成学科构建的理论

系统， 也是指导和检验学科实践

的准则。 当然， 如果像有些论者

所 说 的， 编 辑 传 播 是 信 息 传 播，
这样的规则是无从成立的， 难道

上述的 “文化产品” 传播的不是

信息吗？ 但是， 如果我们规定了

编辑传播是文化传播， 它就在学

理上成为指导和检验编辑传播的

准则： 凡是不属文化范畴， 即不

能成为人类社会精神财富的编辑

对象， 都不能在选择和传播之列。
这样， 就有助于在学科内部形成

一种自行制约的机制， 或者至少

可以让那些背离编辑传播本质的

所谓 “文化产品”， 在学科内部找

不到理论依据而失去存在的正当

性。
3．有 助 于 增 强 编 辑 主 体 的 文

化自觉

首先是编辑行为的文化自觉。
明确编辑传播是文化传播而不是

信息传播， 有助于增强编辑主体

的文化意识， 进而提高编辑行为

的文化自觉性。 文化作为人类的

精 神 财 富， 是 人 类 创 造 的 结 晶，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 都应体现

出优秀和完美的特质。 但编辑活

动所面临的对象， 总是泥沙俱下，
良莠杂存。 明确了编辑传播的文

化本质， 编辑主体就会自觉地对

编辑对象进行选择和优化， 努力

挖掘编辑对象的文化内核， 运用

他的眼光和智慧， 在沙子中拣出

真金， 在稗莠中选出芝秀， 把璞

石 琢 成 美 玉， 把 腐 朽 化 作 神 奇，
以保证编辑传播奉献于社会的都

是文化精华， 传播于人间的都是

艺术珍品。
其次是编辑修养的文化自觉。

编辑传播的文化本质， 对编辑主

体 的 文 化 修 养 有 着 极 高 的 要 求。
编辑传播面对的对象， 有纷繁驳

杂的普通知识， 有艰涩深奥的专

业成果， 编辑主体如果不具备相

应的学识修养， 就无法进行选择

和判断。 因此， 明确编辑传播是

文化传播而不是信息传播， 就有

助于增强编辑主体提高自身文化

修养的自觉性， 不断加强对专业

的钻研和知识的学习， 努力成为

一个杂家兼学者型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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