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胜修

在编辑学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选择和优化是编辑活动的

重要特征和基本功能，是编辑活动的中心环节。! " # 但是，如果从编

辑传播的角度对编辑活动的过程作进一步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

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彰显。所谓彰显，就是编辑主体根

据一定的编辑思想和意图，运用一定的编辑手段和技巧，有意识

地对编辑内容作清晰处理，使书刊中最有价值的、读者最需要的

信息，以及编辑的宗旨意图、风格特色，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方便读者的阅读接受，树立编辑的品牌形象。在编辑活动中，无

论是书籍还是报刊，彰显始终是编辑必须重视的一项基本工作。

一 编辑彰显的意义

"$ 彰显是编辑活动的重要功能

编辑活动是以文化信息为对象的社会传播活动，肩负着缔构

社会文化大厦，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神圣职责。因此，对文化信息

的选择和优化，就成为编辑活动的重要功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

是，编辑活动之于文化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编辑主体对文化信

息进行选择、优化之后，还必须对文化信息进行编排组构，并以媒

介为载体付诸出版，文化的传播才能得以实现。文化信息编排组

构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信息主次轻重的序化，其本质就是彰显。同

时，任何的编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编辑思想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

动。因此，任何的出版物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体现出编辑主体的

目的性，而这也必须依靠编辑彰显来实现。这样，彰显在编辑活动

中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了，它和编辑选择、优化一起，共同构

成编辑活动的基本功能。

在图书、期刊、报纸的编辑过程中，彰显可谓无处不在。美国

著名编辑人韦克斯曼（%&’() *$ +&,-&)）认为编辑的重点之一就

是文稿表达的“清晰度”，要让句子表达得更清楚，以免令读者不

知所云。 ! . # 日本编辑家鹫尾贤也认为在书籍编辑中应“在文章衔

接处适当插入不同字体的小标题，以呈现版面上的重点”，“给人

容易阅读的印象”。! / #徐柏容先生认为“突出中心”是“期刊编辑之

经”，而“突出中心首先要突出主干文章，主干文章是形成中心的

主干。主干文章往往不只一篇，中心则越集中越好”。! 0 #李群先生

强调书籍的版式设计要突出、强化主题形象，“多次、多角度地展

示这一主题，如封面、封底、前后环衬、目录、译序、题词、护封都要

有主题形象出现”。他们所谓的“清晰度”、“呈现版面上的重点”、

“突出中心”、“突出主干文章”、“突出、强化主题形象”等等，说的

就是编辑彰显。 ! 1 #

.$ 彰显是提高编辑传播效果的重要手段

一项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意图或目的，即

传播的效果，向来是传播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编辑活动作为文化

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效果也始终是编辑主体关注的重要课题。

在众多的编辑环节中，彰显对于编辑的传播效果可以说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沈兴耕先

生曾说过这样的例子："221 年 ".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

篇反映苏州一位普通女工给江苏省一位副省长写信，举报苏州一

公司“制黄”盗版毒害她儿子的新闻，题为《一位母亲强烈呼吁扫

黄打非不可手软》，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的中共中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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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也给予关注

和称赞。这篇报道本来是新华社发的通稿，很多报纸

都及时刊登了。《人民日报》的报道之所以会产生如此

巨大的传播效应，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日报》的编辑

对报道做了罕见的特殊处理：（!）放在头条位置；（"）

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警惕“电脑犯罪”》；（#）全文

武线加框；（$）新闻主体部分，即举报信的内容全部加

大字号并改成黑体。如此集中地强化运用众多的编排

手段，极大地彰显了所报道的信息，因而取得了巨大

的传播效果。 % & ’

#( 彰显是满足读者需要的重要保证

编辑传播的最终归宿是读者的接受，读者的接受

是编辑传播的价值所在。信息传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

认为，读者对信息的接受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读者使

用媒体总是有意地选择媒介内容以获得需要的满足。

这样，如何把出版物中最精粹的、读者最需要和最感兴

趣的信息明显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能方便地把

握以获得需要的满足，就成为编辑主体首先要考虑的

命题。正如美国的本顿·雷恩·帕特森所说：“一位成

功的主编知道，他（她）的刊物绝不仅仅是为了出版而

出版，而是要把刊物呈现给读者。”“期刊就像一家百货

商店，这里以最佳的方式把顾客认为有趣的、有用的、

需要的和喜爱的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在货架上展示出

来，从而增加商品对顾客的吸引力和诱惑力。”%) ’ 对于

刊物来说，这里“最佳”的展示方式是什么呢？“最佳”的

展示方式就是彰显，就是把刊物中最重要的、读者认为

“有趣的、有用的、需要的和喜爱的”信息以适当的位置

和恰当的形式鲜明地显示出来，如此才能方便读者的

检读和获取，保证读者得到需要的满足。

二 编辑彰显的内容

!( 客体信息的彰显

客体信息就是编辑活动的对象，即作品。客体信

息的彰显分单篇信息的彰显与集合信息的彰显两类。

单篇信息是指报纸、期刊或者文集中各自独立的

单个文本。单篇信息彰显在不同类别的文章里，彰显

的内容则有不同。比如文学作品，其彰显的内容多是

作品中典型的形象、精彩的描写和美妙的语句，因为

读者对于文学作品需要获取的是审美享受；而对于学

术文章，彰显的内容则集中于作者的科学研究成果或

创新性见解和知识，这些是读者阅读最关注的，也是

刊物报道所重视的内容，在文本中以适当的位置或恰

当的方式鲜明地显示出来，可方便读者的认知获取。

集合信息是指期刊、报纸、文集等由多个单篇信

息组成的信息集合体。所谓集合信息的彰显，就是编

辑主体按照刊物的办刊宗旨，根据读者的兴趣和需

要，把重点的文章，或最富特色、最具价值的文章，在

刊物的显著位置显示出来，以吸引读者的注意；或者

把不同内容、不同学科专业的文章分门别类，清晰层

次轻重，以方便读者的检读。

"( 主体信息的彰显

编辑的主体信息主要是指编辑思想信息。编辑思

想信息是反映编辑主体在编辑活动中所秉承的宗旨、

理念、意图等等的信息，是指导编辑行为的统帅和灵

魂。既然任何编辑活动都是在一定编辑思想指导下的

社会活动，那么，作为编辑活动成果的体现，无论是图

书还是报刊，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是编辑思想统帅和

支配的结果。就此一角度而言，任何一个编辑成果，都

可以说是编辑思想的物化。因此，任何一个出版物，无

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必须体现编辑的宗旨和意图。这

样，编辑思想信息的彰显，就成为编辑传播的必然了。

编辑思想信息的彰显有直接彰显和间接彰显两

种形式。直接彰显是编辑主体对所秉承的编辑宗旨、

理念、意图等的公开宣扬，常常表现于图书的序言、出

版说明，期刊的卷首语、发刊词等编辑辅文之中。间接

彰显则主要体现在对编辑客体信息的选择、加工和版

式的装帧设计之中，其彰显的结果则形成书刊不同的

编辑特色和风格。

三 编辑彰显的方法

!( 选择彰显

选择彰显就是通过对文化信息的取舍以昭示编

辑的宗旨和理念，突出编辑的风格和特色。无论是书

籍还是报刊，由于其所属类别、出版宗旨、读者对象等

的不同* 构成了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彰显* 重要

的一环就是稿件的选择。文艺出版社选择的是文学艺

术类作品，少儿出版社选择的是少年儿童类作品；学

术期刊选择的是学术研究类文章，科普期刊选择的是

科学普及类文章。在编辑活动中，每一个编辑主体无

不是通过选择突出自己的特点，显示自己的特色。

选择作为编辑彰显的方法，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孔子编辑“六经”，以“仁”作为编

辑思想的核心，对鲁、周、宋、杞等国的文献资料进行

取舍：“不语怪、力、乱、神”，删去芜杂荒诞的篇章；“攻

+治 ,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

的议论，宣扬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主张和价值观念，开

创了编辑选择彰显的先河。 % - ’ 有“中国第一刊”之称

的《读者》杂志，无论是信息内容还是编排形式的选择

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即使是一些细节元素的选

择，亦可见其彰显的独具匠心：刊名选择著名书法家

赵朴初先生题写，这不仅因为赵老是文化界的名人，

可增加期刊的知名度，更因赵老在佛学上造诣深厚，

请赵老题写刊名，彰显了佛一样的悲悯和向善的编辑

情怀；刊徽是从 "( ) 万多份应征稿中选择的一只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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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蜜蜂”，以“蜜蜂采花酿蜜，为人类提供‘物质食

粮’，并传播花粉，引来百花盛开”的形象，彰显了“《读

者》摘集文艺精品，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传播知

识，促进精神文明”的办刊理念。 ! " #

$% 加工彰显

加工彰显是对文稿的晦涩之处修改明白，含混之

处梳理清楚，以确保文稿语言表达的清晰性，意旨中

心的明确性，层次结构的条理性。

文稿的表达不清涉及语言、结构、立意等方方面

面，从标点到用词、语句到段落、篇章结构到中心思

想，都可通过编辑加工达到彰显的效果，而以下的方

法对信息的彰显最为行之有效：一是删简繁冗，即通

过删减文稿的芜杂冗余的文字，突出精华的内容。尤

其是学术期刊，“有的作者一写文章就要自成体系，生

怕不完整，总想把有关的问题都交代清楚。但这样一

来，别人的东西盖住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反而喧宾夺

主了”。 ! &’ # 对这类文稿进行加工，删除芜杂多余的文

字，精简可有可无的内容，注明参考文献代替已有知

识的复述，文章的重点与精华自然就“水落石出”。二

是钩玄提要，把文章的精华信息以简明的语言概括于

篇首或段首，便于读者快速把握文章的要旨和精髓。

三是添加标题，即对那些没有小标题的长篇文章添加

小标题，既能突出文章的要点，又能彰显文章的层

次。周振甫先生担任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一书的责任

编辑时，发现该书稿没有目录，也没有标题，于是就为

该书添加了 ()’ 多个提要性的小标题，并编制了目

录，每个小标题都精练地概括了文中的要旨，使书中

的内容和层次更加明晰，方便了读者的阅读理解，至

今传为美谈。 ! && #

(% 编排彰显

编排彰显就是运用排版技巧，凸显书刊的重点与

精华，清晰内容的结构与条理。

编排彰显的具体方法，大致有以下两种：一是科

学安排结构。首先是明确文章的编排顺序，即按不同

的学科、不同的内容，或者不同的体裁安排好文章的

先后，以清晰组合的条理。其次是突出内容重点，把最

有价值的，读者最需要的、最感兴趣的文章安排于显

著的位置，明确主次轻重，以方便读者的检读。在报刊

编辑中，安排结构的具体操作是做好栏目设置，把不

同类别的文章归类到合适的栏目中去，方便读者的选

择阅读；而封面标题、封面摘要的形式（包括报纸头版

的“要闻导读”），对重点文章、重要内容的彰显作用尤

为显著。二是灵活运用版式语言。例如，在版式设计中

运用不同的字体、字号，不同的色彩区分不同的内容；

对重点文章加大标题、加题图（刊头）、用花线围框，对

文内的精髓语句以黑体字号标示，等等，都可起到清

晰条理，突出重点，方便读者检读的作用。

*% 辅文彰显

所谓辅文彰显，就是运用出版说明、发刊词、卷首

语、编后记、编者按、内容简介、导读等编辑辅文，说明

编辑的宗旨和意图，介绍书刊的性质和内容，阐释文

章的特色和价值，引导读者的阅读接受。

编辑辅文是对书刊内容的辅助说明，因而无论是

对编辑主体信息还是客体信息都有直接的彰显作

用。例如，蔡元培先生撰写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所阐发的“网罗众说，兼容并收”的编辑原则，彰显了

月刊编辑的民主思想。对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章，

通过添加编者按，说明编辑的意图，揭示其价值意义

之所在，有助于读者的认知理解。对一些有不同见解

的争鸣文章，通过添加编者按，既可介绍文章的特异

之处，又可表明编辑的态度。通过书刊的内容简介、导

读之类的辅文，介绍信息精华，梳理内容类别，推介重

要文章，可增加读者的注意和方便读者的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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