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9206
21 (3) 　

编 　辑 　学 　报
ACTA ED ITOLOGICA

科技期刊编辑应重视编辑应用文的写作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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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明编辑应用文写作的意义 ,总结出编辑应用文写作

训练的措施。认为 :编辑应用文是开展编辑工作的工具 ,是展

示编辑主体形象的标牌 ,编辑应用文的写作是提高编辑业务水

平的重要手段 ;要写好编辑应用文 ,重要的是应加强理论和编

辑业务修养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掌握文体写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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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editorial

p ractical writing in sci2tech periodicals, and analyzes the training

step s and methods of editorial p ractical writi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editorial p ractical writ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imp roving

editing quality and a disp lay of image of the editorial staff as a

whole. The p reconditions for good editorial p ractical writing lie in

the accomp lishment of the editors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 rofessionall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them to imp rove their

ability in language exp ression and to master the writing style and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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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应用文是编辑活动中用来处理编辑事务的应

用文体 ,编辑应用文写作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据笔者了解 ,许多编辑 ,尤其是科技期刊编辑对编辑

应用文的写作和使用却不是很重视。例如 ,《卷首语 》

《编后记 》《编者按 》《导读 》等编辑辅文 ,是用以阐述

编辑宗旨、说明编辑意图、引导读者阅读的常用文体 ,

在社会科学期刊中使用就比较普遍 ,而在科技期刊中

却所见不多。其中的原因也许是科技期刊编辑缺乏社

科期刊编辑的文思和文采 ,但与其对编辑应用文的写

作和使用的不习惯、不熟悉不无关系。

许多科技期刊编辑 ,尤其是年轻编辑 ,由于缺乏编

辑应用文写作的专门训练 ,对许多文体的写作不知从

何入手 ,因此 ,科技期刊编辑实在有加强编辑应用文写

作训练的必要。

1　编辑应用文写作的意义

111　编辑应用文是开展编辑工作的工具 　编辑活动

是编辑主体选题组稿、审读加工、出版传播的过程 ,这

一过程的每个环节 ,都离不开编辑应用文作为开展编

辑工作的工具。

例如 :在编辑事务处理方面 ,选题组稿要撰写《选

题报告 》《组稿计划 》,文稿审读加工要撰写《审读意

见 》和《加工总结 》,约稿要撰写《约稿信 》《征稿启

事 》,用稿要撰写《稿件修改意见 》《稿件采用通知 》,退

稿要撰写《退稿信 》,撤销稿件要撰写《撤稿声明 》,稿

件编辑完毕要写《编后记 》,等等 ;在编辑管理工作方

面 ,要制订《编辑部章程 》《编辑人员行为守则 》,在选

题、组稿、发稿、编校质量控制、刊物宣传、申报奖项等

工作中也都要撰写各种各样的制度和办法 ,等等。

此外 ,编辑应用文还是编者与作者和读者沟通交

流的工具 ,编辑回复作者和读者的书信 ,以及《编者的

话》《编辑寄语 》《致作者 》《致读者 》等短文 ,是编辑与

作者和读者交流情况、传达心声、沟通情感的桥梁。

112　编辑应用文是展示编辑形象的标牌 　编辑应用

文对展示编辑形象 ,提高编辑在作者和读者心目中的

地位有重要的作用。编辑主体形象的树立取决于编辑

自身的学识修养和能力 ,而思想深刻、格式规范、表达

得体、语言精美的编辑应用文 ,本身就体现出编辑的修

养和水平 ,不但会得到同事和上司的好评 ,而且容易赢

得作者和读者的好感和信任。

编辑应用文对塑造出版物的形象同样举足轻重。

一篇思想深刻的《卷首语 》,一篇文采飞扬的《发刊

词 》,会让读者对刊物刮目相看 ;一篇情意深长的《编

辑寄语 》,一封体贴入微的复函 ,会给读者和作者留下

深刻的记忆。

113　编辑应用文写作是提高编辑水平的重要手段 　

编辑应用文写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活动 ,是编辑

学、写作学、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心理学等理论知

识和编辑业务知识的综合运用。编辑应用文的写作 ,

可增强编辑主体对各种相关理论和编辑业务知识学

习、钻研的迫切性和自觉性 ,从而提高编辑主体的理论

知识水平。

编辑应用文写作又是一种高强度的思维活动 ,需

要作者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 ,演绎、归纳、

类比等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分析与综合 ,从而形成具

有指导性和实用性的文字材料。编辑应用文的写作 ,

可以锻炼编辑主体的思维能力 ,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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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能力 ;同时 ,许多编辑应用文是编辑的决策思考

和实践经验的总结 ,通过编辑应用文的写作 ,编辑的视

野更加开阔 ,积累的经验更加丰富 ,从而编辑自身的工

作能力得到大大提高。

2　编辑应用文写作训练的措施

211　加强理论业务修养 　如前所述 ,编辑应用文写作

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活动 ,是编辑学、心理学、写作

学、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等理论知识和编辑业务知

识的综合运用。在这里 ,编辑学、心理学等知识是编辑

应用文写作的理论依据 ,写作学、语言学、逻辑学、修辞

学等知识是编辑应用文写作的技术依据 ,而编辑业务

知识则是编辑应用文写作的实践依据。编辑应用文写

作的主要目的是要处理编辑事务 ,若没有编辑学理论

作指导 ,没有编辑业务知识为基础 ,就难免凌空蹈虚 ,

不切实际。

编辑是联系作者和读者的中介 ,许多编辑应用文

诸如编辑回复作者和读者的书信 ,《编者的话 》《编辑

寄语 》《致作者 》《致读者 》等短文 ,是编者与作者和读

者交流情况、传达心声、沟通情感的桥梁和纽带 ,如果

写作者不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 ,根据不同的作者和

读者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写作起来就难免僵硬冰冷 ,

难以近人 ;而编辑应用文写作本身是一种艺术性 (或

者说技术性 )很强的实践活动 ,写作者若缺乏写作学、

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的知识 ,就难以具备规范写作

的技术能力 :因此 ,加强相关理论知识和业务知识的修

养 ,是写好编辑应用文的基础和前提。

212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不同的文章其语言有不同

的特点和要求。要提高编辑应用文写作的语言表达能

力 ,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 ,要把握编辑应用文语言运用的特点。编辑

应用文的语言属于公文语体 ,讲求准确性、简洁性和平

实性 ,一般不用口语词、俚俗词和口语句式 ,而多用书

面语、古词语 ,甚至文言句式。修辞上主要运用结构、

选择、详略等消极修辞 ,比拟、夸张、双关、婉曲等积极

修辞一般不用 [ 1 ]。

其次 ,要掌握语言表达的方式 ,并注意这些表达方

式与一般文章的区别。编辑应用文多用叙述、议论、说

明的表达方式 ,但其叙述多用概括叙述 ,讲求朴素、准

确。议论多是据事说理 ,讲求鲜明、严肃。说明只是解

说事物 ,讲求平实、恰当 [ 2 ]。

第三 ,要丰富语汇的积累 ,下工夫多读多记。尤其

是不同的文体、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用语规格和语汇。

例如 ,撰写审稿意见 ,针对主题的用语有“鲜明 ”“明

确 ”“深刻 ”“模糊 ”“文不对题 ”,等等 ,针对结构的有

“严谨 ”“严密 ”“松散 ”“混乱 ”“层次分明 ”“条理不

清 ”,等等 ,针对语言的有“准确 ”“简洁 ”“规范 ”“通

顺 ”“流畅 ”“朴实 ”“重复 ”“累赘 ”“富有文采 ”,等等 ,

针对材料的有“丰富 ”“具体 ”“充分 ”“新颖 ”“陈旧 ”

“详略得当 (失当 ) ”,等等。掌握不同文体、不同内容

的使用语汇 ,写作起来自然就得心应手。

213　掌握文体写作规范 　首先是掌握文体的使用规

范。编辑应用文的使用有很强的针对性 ,每种文体都

有规定的使用范围 ,准确掌握各种文体的使用规范 ,对

明确编辑应用文的写作内容非常重要。

例如 :征稿用《启事 》;退修或退稿用《书信 》;撤稿

用《声明 》;《发刊词 》只用于创刊号 ;《编者按 》既可用

于开创性新成果、重要研究课题、有针对性的组稿、学

术争鸣的点睛揭示 ,也可用于开辟新栏目、名家之作、

高水平专著及其书评的推介说明 [ 3 ]
;等等。

一些文体虽然性质相同 ,但使用却有区别。例如 ,

《选题计划 》与《组稿计划 》,前者侧重于对刊物内容的

总体设计 ,后者侧重于对稿件组织的规划与安排。

其次是掌握文体的格式和内容规范。编辑应用文

一般都有固定的格式 ,有的虽然没有固定的格式 ,写作

内容也有约定的范围。例如 ,《卷首语 》一般采用 2种

方式 :一种是按刊物所发文章的顺序或重要程度 ,提纲

挈领地逐一加以介绍和品评 ;另一种是围绕着刊物的

重点或中心主题进行介绍、品评乃至生发开去 ,发表编

者的议论和意见 [ 4 ]。编辑初审的《审稿意见 》一般包

括稿件来源、作者情况、稿件现场情况、对稿件的基本

判断和评价、对二审和终审的要求等内容。

这些编辑应用文体的写作规范 ,就是文体的写作

技巧。掌握了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 ,编辑应用文的写

作也就轻而易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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