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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信念
及其
培养

心理学意义上的信念! 是指激励、支持人们行为的那些自己

深信无疑的有关理论观点、思想见解和准则，是被意识到的个

性倾向。信念是由认知、情感和意志构成的融合体。信念不单

纯是认识，而且富有深刻的情感体验，使人迸发出坚强的毅

力。也就是说，只有当思想、理想、准则与主体的经验、认知、

情感发生共鸣并为主体确认和坚信，进而内化为主体的精神时，

才可称其为信念。因此，信念一旦确立，就会给人的心理和行为以

深远的影响，决定着个体成长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效果；同时，

某种信念一旦动摇或瓦解，人们的精神支柱就会开始崩溃。" # $

由此可认为编辑信念是：编辑主体在编辑理论的认识和编

辑实践活动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自身的内心体验形成的

思想、观点和见解，是编辑主体对编辑事业、编辑理论的确认

和坚信。它是编辑主体在编辑实践活动中的精神支柱，直接影

响着编辑主体的知觉、判断，进而影响其编辑行为和发展方

向。所以，借用前苏联杰出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教师

信念——— 这是学校最宝贵的东西”，" % $我们可以说：编辑信念是期

刊中最宝贵的东西。但目前，期刊界对编辑信念的研究几乎没有，

本文拟对编辑信念在编辑活动中的作用及其培养作些探索。

一、编辑信念在编辑活动中的重要性

#& 编辑信念是期刊发展的灵魂

期刊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向大众传播先进文化。而编辑活动

是编辑主体通过鉴别论文成果的优劣、价值的高低，有选择地给

予加工，使其更为完美，最后使这些成果实现其社会价值。 " ’ $所

以，编辑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这就需要编辑主体有

深思熟虑的科学的编辑信念作为指导。编辑主体是编辑活动的

主体，他们有无编辑信念，有何种编辑信念，直接影响着编辑

主体的知觉、判断，从而决定了其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直接

左右着期刊要向大众传播什么样的思想信念与文化。从这一意

义上说，编辑主体的编辑信念是期刊全部工作的活的灵魂。

%& 编辑信念是编辑主体的精神支柱

编辑信念也是编辑主体在编辑活动中的精神支柱与精神皈

依，它为编辑主体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编辑工作

是繁杂而琐碎的，每一篇论文的发表都凝聚着编辑主体无数的

心血，但其付出与得到是不成比例的，“为他人做嫁衣裳”

“无名英雄”等称谓真实反映了其社会地位的尴尬，因此编辑

主体要长期坚守编辑工作岗位实非易事。而编辑信念一旦确

定，不但能促使编辑主体在编辑实践活动中目标明确，意志坚

定，情感专一，积极克服不利因素的干扰，不断强化从事这一

活动的自觉性；而且使编辑主体能够超越现实，寻求理性背后

更为广阔、丰富和人本化的精神寄托与意义世界，为编辑主体

持续长久地从事编辑实践活动，提供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

点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显得尤其重要。

’& 编辑信念决定着编辑主体的编辑行为

人的行为常受内隐和外显两类因素的制约。内隐因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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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的需要、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等，外

显因素主要包括环境、条件、情境、关系等。编辑

主体稳定性的行为主要受内隐因素的影响，而即时

性的行为则更多地受外显因素的制约，但最终人的

行为仍是受内隐因素的支配。也就是说，编辑主体

的编辑行为可以看成是他所信奉的编辑信念的一种

投射。实践也表明，编辑信念一经确定难以改变，

从而形成编辑主体所特有的道德人格和职业信念。

只有这种道德人格的魅力、职业信念的坚定才是实

现有效编辑活动的最重要的力量所在。由此可见，

编辑信念是编辑主体行动的指南和行为的内在动

力，是编辑主体个性倾向性系统中高层次需要的表

现形态。由于人的活动行为的动力系统是多层次、

极其复杂的，由编辑信念所引起主体的行动往往抑

制了低层次的表现形式。例如，与少数的编辑主体

忙于兼职赚钱、跳槽改行、无作为不同的是，许多

编辑主体耐得住寂寞，不为金钱利欲所诱惑，不为

“俗”事“尘”事所羁绊，放弃某种物质需要而毅

然“咬定青山”，把自己的生命无怨无悔地献给编

辑事业。显然，这些编辑主体正是由于有了崇高的

编辑信念，宁愿牺牲自己的一些低层次需要，故而

作出对编辑行为的正确选择和决定。

!" 编辑信念是编辑主体自我发展的原动力

编辑主体拥有坚定的编辑信念，对编辑主体的

自我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是编辑主体自觉、主动提

高自我素质的原动力。现在是知识爆炸时代，科技

的迅猛发展使扮演知识传播者角色的期刊编辑主体

遭受到空前巨大的压力，这要求编辑主体们要主动

学习，积极钻研，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编辑

业务水平，才能满足现代期刊发展的要求。编辑主

体如果没有坚定的编辑信念，在面对编辑工作中出

现的困难与挫折时，会更多强调困难与自身能力的

不足，特别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更易左右摇

摆，迷失方向# 产生跳槽改行的想法，编辑主体根本

不可能主动学习与钻研业务，从而使自身得不到发

展，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具有坚定编辑信念

的编辑主体，对编辑职业的自觉认同度和情感依赖

度高，职业承诺高，喜欢从事并把热情和精力投入

到编辑工作中，把编辑事业作为持久的、稳定的职

业，这样，编辑主体就会积极主动寻求职业的自我

发展，建立终身学习的信念，并在这一信念指导

下，不断主动学习新的编辑理论，并在编辑实践中

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工

作者。因此，编辑信念可使编辑主体摆脱“为人做

嫁衣裳”的困惑，使平凡工作得以升华和富有意义，

使编辑工作者成为研究型、专家型编辑主体。

二、编辑信念的培养

编辑主体坚信编辑信念，不仅对编辑工作十分

有益，而且对提高编辑主体素质具有积极的作用和

良好的效果。为此，我们应该重视编辑主体的编辑

信念的培养与完善。但因信念具有稳定性，一经确

定难以改变，信念的改造是对自身深层次的变革，

它不仅涉及认识的变革，还与情感密切联系，既触

及理性层面又不能撇开非理性层面。这种变革无疑

是困难的，却又是富有挑战性的、具有深远影响

的。所以，信念的培养与完善过程是艰苦而漫长

的。其主要途径有：

$" 自我反思

编辑主体对编辑行为的反思是培养编辑信念的

重要途径。编辑主体的反思不但可以激活其编辑智

慧， % ! & 同时也是其编辑专业能力发展和自我成长的

核心因素。 % ’ & 但反思不能仅停留在编辑方法、编辑

技艺层面，还要对编辑观念、编辑实践进行深入思

考，对编辑经验进行重新构建，才能挖掘出编辑行

为背后的编辑信念。编辑主体对自身编辑活动的反

思应包括以下环节： ( $ )编辑主体通过阅读等方式从

外界获取新信息，这是更新信念的外部推动力量；

( * )编辑主体应追踪所编发论文的评价、影响，诸如

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并撰写编辑日记、编后感

想等，促使本身反省自己的编辑信念； ( + )在自我反

省的基础上，组织编辑部的编辑主体进行讨论，通

过讨论受到新信息冲击，感受到看待同一问题的不

同视角； ( ! )相互审读、校对文稿，也是促使信念更

新的重要一环。在审读、校对过程中不要只关注技

术层面，还要进一步挖掘编辑行为背后的深层信

念。由此可见，编辑主体在反思自身编辑行为的过

程中，不仅能意识到自身编辑信念的不合理之处，

从而产生更新的欲望与动机，而且也切身体会到编

辑信念对编辑实践的巨大影响，并不断检验、完善

和丰富自己的编辑信念。

*" 培训

期刊界现在普遍较重视编辑技艺、专业知识的

培训，但对深藏于编辑行为背后的编辑信念等深层

次的东西鲜有触及。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功利思

想。编辑技艺、专业知识的培训对提高期刊的编校

质量见效较快，而编辑信念的培养是艰苦而漫长

的，其作用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二是由

于编辑信念深藏于编辑行为背后，隐蔽性强，导致

期刊界现在普遍还没足够认识编辑信念对编辑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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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编辑工作的影响。为此，应重视编辑信念的培养、

培训。期刊界可借鉴教师的校本培训，$ % &对编辑部内

的编辑主体们进行部门培训，主要的培训方法有：

! ’ #针对期刊实际情况，开展专题学习，并带动编辑

主体去主动学习； ! ( #请资深编辑或相关的专家来编

辑部举办讲座，让编辑主体能接触到最新的、权威

性的编辑理论，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理论水平；

! ) #组织编辑主体外出考察学习，学习其他期刊先进

的编辑方法和编辑理念，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己

的编辑水平，完善自我的编辑信念。

)* 为新入行的编辑主体设立编辑导师 $ + &

让专家型的编辑主体作为新入行的编辑主体的

编辑导师，为新编辑主体提供编辑心得、编辑经

验、技术和心理上的支持，不仅能帮助新编辑主体

迅速进入编辑工作状态，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老编

辑主体的言传身教与榜样力量，使新编辑主体从一

入行就树立坚定、正确的编辑信念。由于信念具有

较强的稳定性，所以新编辑主体最初的编辑信念是

否坚定，对其今后的职业发展将产生无可比拟的重大

影响，将会影响他终身对编辑工作的态度与投入。

,* 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编辑部要加强管理，改善办公环境，营造愉

快、积极上进的工作氛围，形成和谐、团结、互助

的人际关系，创造出良好的工作环境，才能增加编

辑主体对编辑事业情感上的认同与依赖，提高其工

作积极性，从而促进其编辑信念的形成与坚定，保

证我国期刊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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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设置就内容方面要兼容语言学习、文化资源、现代

信息等各个方面。另外，栏目名的设置也要讲究，要根

据文稿内容、编排形式，设置既有中国文化特色，又要

符合对外汉语学习、阅读规律的栏目名，让读者易懂

易记。如果栏目名太深奥，会让读者坠入云里雾里。比

如“中西有别”“中华经典故事”“邮票中的故事”“汉语

流行语”“汉语玩吧”栏目名，再加上地道的英文翻译，

简单、明了，深受读者喜爱。

(- 主题策划与学习目标呼应

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承是相辅相成的。语言不能

离开文化而独立存在，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

是包含语言在内的一个博大的体系；语言记录和承

载着文化信息。对外汉语少儿报刊既是文化读物，

又是语言学习辅助读物。因此，对外汉语少儿报刊

的主题策划就要力求融合对外汉语学习 "7 目标，即

7899:;<=>?<8;（语言沟通） 、7:@?:AB（体认文化与习

俗）、78;;B=?<8;（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与贯通）、789C

D>A<E8;（中西文化的比较）、7899:;<?<BE（参与国内

外多元文化社区活动，也就是刊物内容的实用性与

社会实践意义）。每期一个主题，以这一主题为中

心，呈放射性构架本期内容，探讨与主题相关的语

言、文化、艺术、科学、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注重

与 " 个 F 的规律相呼应（GH>? GHB; GHBAB GH8 >;I

GH89），这是语言学习、语言运用需要注意的方

面。比如节日文化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以“春”为主题的策划，囊括了传统习俗、现代风

尚、新春祝福、字词游戏、戏剧表演、新春歌曲等

等，体现了上述 "7 目标，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阅读

信息，赢得了读者认可。

对外汉语少儿报刊“走出去”的事业方兴未艾，是

一项经验性很强的工作。在此，笔者仅依个体经验做了

一些论述。其实，要做好此类报刊的编辑，还需要在实

际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积累丰富的资源，增强职业意

识，方能成为适应现代对外汉语出版业要求的编辑。"

参考文献：

$ ’ &李 J 开 - 汉语语言学和对外汉语教学论 $3 &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00(-

$ ( &孙浩良 - 海外华文教育 $3 & -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00+-
$ ) & 中国编辑学会、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

办公室出版专业实务 $3&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00+-
$ , &胡文仲 - 文化与交际 $3 & - 北京：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44,-
!作者单位：山西师大语文报社 #

栏
目
主
持
J

吕
晓
东

术
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