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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近年来编辑学这门既古老又新颖的学科迅速崛起袁中国的编辑学专业教育

也得到快速发展遥 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袁调研中国编辑学发展及编辑学教育的现状袁并
分析目前编辑学发展及编辑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遥 目前编辑学面临的发展瓶颈是编辑

学教育存在着与各学科专业教育脱节现象袁使得编辑学研究失去了立足点遥这也是编辑

学理论发展极其缓慢和导致培养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袁 据此提

出专业编辑学的概念袁 需要进行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设专业编辑学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分析遥 研究表明袁编辑学应该与自然和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紧密结合袁而且要将各学科

专业教育贯穿于编辑本科尧硕士尧博士培养及终生的编辑工作中袁这样的编辑学教育模

式才是研究和发展的方向袁在数字化时代和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袁依附于编辑工作主体

专业的编辑学才能长盛不衰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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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编辑学诞生于 20 世纪 40要60 年代袁我国内地尧港尧台等地区有少量编辑学专著出版遥 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改革开放到 21 世纪初的三十多年时间里袁 编辑学研究不断壮大遥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中期袁编辑学这门既古老又新颖的学科得以迅速崛起袁讨论了许多基本问

题[1]袁中国的编辑学专业教育也得到快速发展遥 但是袁编辑学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袁出
现了很多争论并面临着很多尴尬袁比如编辑和编辑学的概念尧性质尧研究对象和范围尧学科划分

归属等最基本问题还存在争论曰另外袁编辑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遥 统计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三十多年来关于题名有野编辑学冶文章的数量渊图 1冤可以看出袁由于庞大的编辑群体和

编辑事业的不断壮大袁正如很多学者的观点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编辑学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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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壮大了袁 但约在 1997 年前后就开始出现拐点袁 下滑趋势已经持续近 16 年并依然如

是遥 因此袁可以说野编辑学冶发展出现了危机遥 原因何在钥 难道编辑真的无学钥 从事编辑行业的

工作者所能申请的各级的研究课题较少袁长期存在的这种缺陷也使得大环境对编辑行业的学

术认知和支持不够袁编辑学发展更加缓慢和茫然遥 笔者认为袁其主要原因是长期的自然和社会

科学专业与编辑学教育的脱离袁造成了编辑学失去了支撑点遥 因此袁笔者根据编辑学研究现状

及编辑学教育现状袁分析编辑学及编辑学教育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袁提出在有能力的一些高等

院校进行各学科专业与编辑学结合的专业编辑学教育模式袁并进行可行性分析袁以期为编辑

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有意义的借鉴遥

图 1 野编辑学冶相关成果统计

二尧编辑学教育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 1984 年胡乔木致函教育部倡导创办编辑出版专业以来袁编辑教育发展迅速袁野中国目前

有 70 多所院校设置编辑学本科专业袁在多种与编辑相关的学科硕尧博士点下设立了编辑尧出版

等专业方向袁我国在校生 10 万多人袁毕业生每年近 3 万人冶[2]遥 但是袁编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也

是多样的袁如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尚未将编辑学专业列入硕士尧博士点目录和明确给予其一级

或二级学科袁编辑学师资力量弱袁核心课程不确定袁教材不成熟袁教学内容尧方法与实际脱节袁
人才与市场需求不协调等冶[3]遥

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名称始终没有跳出野编辑冶尧野出版冶尧野书冶这三个关键词袁很多课程名

称为野学冶袁而教材依然多为概论及综述袁只是在此基础上配合着技术发展和媒体形态进行着

适度的演变[4-6]袁专业特色尧技术和应用性等课程不足[7]遥 近年来本科教育开设编辑出版专业的

院校和其生源的增长呈现野逆向发展冶趋势袁即一些重点院校纷纷停办袁但是许多二本和三本

院校数量却在增长[8]遥 最初成立编辑学教育的领军要要要一本重点院校袁目前纷纷撤销编辑出版

专业袁这种办学规律是其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和实际对毕业生的供需反映袁可以说是野弯路冶
走过后的调整袁而二类及三类本科院校却又纷纷起步重新踏上这条道路袁这说明当前对编辑

需求还是巨大的袁 只是依然没有对所需求人才教育背景进行更细致地分析而显得有些盲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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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盲目跟进还说明编辑学教育在大尺度上缺乏经验交流和研究袁应该引起重视和反思遥
以上存在的问题在研究生教育也同样存在袁目前我国招收编辑学硕士研究生的高等院校

有 35 所袁共 38 个办学点遥 而编辑学科本身缺少独立性和针对性袁也难有对于编辑学培养方面

的创新袁同质化严重遥 编辑出版研究生教育没有统一教材遥 有的高校甚至没有研究生教材袁导
师根据自己的研究自编讲义授课[9]遥 另一方面袁大量的导师队伍也缺少编辑出版实际工作经验[10]遥
这些问题都造成学生缺少实践袁严重背离了编辑出版专业野应用型冶学科的教学培养目标遥 专

业教育体系的缺失是制约编辑出版专业发展的体制性因素[11]遥因此袁传统的编辑出版教育真正

到了审视自我和反省的时候袁应主动向各学科专业型编辑学进行转型遥
三尧专业编辑学的定义及其与传统编辑学教育的区别

近年来袁对于在专业院校开设专业编辑学的观点也能在部分学者的观点及国外编辑学教

育调研中找到雏形进行借鉴[12-13]遥 但是袁这类成果相对较少袁也并没有明确提出在各学科开设

专业编辑学的理念遥 在此笔者提出专业型编辑学教育模式的定义袁即专业型编辑学教育就是

指在编辑学教育过程中加入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和实践袁要长期地将学科专业渊比如石油能源

等冤学习贯穿本尧硕尧博士研究生始终袁甚至在从事编辑工作后尽力持续开展各学科专业科研

工作和教学工作遥
传统的编辑学及教育培训内容一般包括编辑历史尧编辑实践技巧尧编辑理论和编辑学研

究方法几个方面的研究遥 其涉及面比较宽泛袁这几个方面可以用在各个领域袁但是又游离于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之外而显得毫无根基遥 长期的实践中袁总结从事编辑的工作者

教育背景来源无非两种袁一种是编辑专业或文字语言专业的毕业生转型的专业型编辑曰一种

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遥 前者对编辑专业了解袁但是不如后者胜任各学科

专业的编辑工作遥 而后者则在转型当编辑时对编辑学几乎一无所知袁由于缺少前者那种对编

辑学系统的学习袁从事编辑职业后对编辑学和编辑工作的认识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状态遥 以上

两者都很难产生编辑学的思维袁所发表的编辑类文章缺乏深度且易产生学术泡沫遥 另一个问

题是袁科技发展迅速袁以上两种群体对学科专业的把握不能与时俱进袁即便是后者在从事编辑

工作后随着年龄等原因也慢慢失去了相关专业的学习和提升机会袁这是人才和知识体系的浪

费遥 显然袁接受传统的编辑学教育的编辑主要为前者袁而后者其实与编辑学教育毫无关系遥 因

此袁笔者依据传统编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将二者紧密结合的方式袁将各学科专业的教育

贯穿于整个编辑学教育的始终袁即为专业编辑学教育遥
四尧开设专业型编辑学的必要性及意义分析

各学科编辑一定要深谙各学科的专业知识体系袁 这是满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编辑

工作的前提和基石袁 将鲜活的专业内容融入到编辑学习和实践中也将为编辑学迎来新的广

阔天地遥
渊一冤有利于行业发展和编辑经验积累

从各专业角度看有利于行业发展袁从编辑角度看有利于经验积累遥 比如各学科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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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标的规范统一问题遥 由于国标标准是着眼于所有出版系列袁所以目前国标与各学科行业

标准还存在着大量的不统一之处[14]袁另外也确实存在各学科科研工作者不认同国标的现象袁出
版过程中编辑与作者的争论长期存在袁这都使各学科出版物相关内容长期使用混乱遥 另外袁既
然公开出版物都存在争论袁行业内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科研团队之间就相同问题的科研报告

中就会更加混乱袁这对行业的发展不利遥 在有条件的各学科高等院校开设编辑学专业袁进行学

科专业和编辑专业长期的融合及研究工作袁可以在二者间建立起一座桥梁袁某种程度上有利

于编辑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发展遥 经过一定时间的野磨合冶袁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可以弱化这

些野争执冶袁也有利于促进学术科技的创新和发展遥
渊二冤有利于增强编辑的自我价值体现和减少职业倦怠

长期以来袁很多人将编辑视为野编书匠冶袁作为一门学科而全国大部分编辑对编辑学没有

研究课题和支撑袁这使得编辑工作也被很多编辑视为讨生活的饭碗袁甚至产生职业自卑感袁
人生价值得不到体现袁如此便更易产生职业倦怠袁甚至导致大量人才外流遥 在高等院校中相

关专业开设编辑学的教育模式袁能使编辑工作者真正找到编辑的野学冶在哪里袁而不是长期的

茫然下去遥
渊三冤有利于增强编辑行业的职业稳定性和职业自豪感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袁很多报纸尧图书尧期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袁这是近几年来编

辑出版行业内部比较关注的问题遥 报纸行业是个典型的例子袁究其原因袁表面上是由于对纸质

出版成果要求减少和网络信息化的便捷特点所导致袁实际上根源是报纸行业的编辑没有特定

的学科专业根基袁主要用于传达信息的职能很容易得到满足袁短时间内就会受到非从事编辑

行业人员的冲击袁这也反证了各专业型编辑的重要性遥 编辑工作者不能停留在只是野编书匠冶袁
而是能成为深懂专业的编辑工作者遥 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的编辑袁无论传播介质和形

式如何变化袁都需要大量专业水平很高的编辑群体袁这样其根基才会牢固遥 信息化时代需要的

专业信息量越来越大袁而这些信息处处都渗透着编辑工作袁这都呼吁更多高水平专业素质的

编辑存在遥 因此袁笔者认为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编辑行业是一个更大的机遇而不是一种冲击遥
对这一认识的分析有利于在编辑群体中树立正确的编辑职业观和增强职业自豪感遥

渊四冤有利于编辑学理论的发展并建立新的支点

编辑工作不仅是对文稿加工规范的编辑传播过程袁更应该是对其内容进行编辑传播的过

程袁因此发现原作品的专业缺陷并进行编辑加工才是衡量编辑水平的根本[15]遥只是我们没能把

这种思想贯穿于整个编辑过程当中遥 由于编辑长期以来不深谙专业知识袁怕私自改动产生纠

纷的一种妥协行为袁因此这部分工作常由外审专家代劳了袁但是这毕竟造成被动且实践证明

存在问题较多[16]遥 然而袁作者原作品中专业上面的缺陷又是客观存在的袁作者如果主动性不强

或缺乏认知袁审稿专家也仅仅把握下大方向且审稿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袁编辑再无专业水平进

行专业方面的编校袁就会导致这样的作品不完美袁如果不改变现状袁编辑工作也就仅仅是一种

被动的服务罢了遥
渊五冤有利于优化组尧审尧编尧校等工作流程

专业知识的丰富可以使各个环节更加省时省力袁同时也有利于出版物的科技水平和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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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提高遥 相关认识显而易见袁这里不在赘述遥 历史告诉我们袁我国曾经出过许多优秀的编

辑学家袁大多是学科专业上具有深刻造诣的大家袁因此应该开拓编辑学和编辑学教育发展的

新方向遥
五尧高等院校相关专业设立编辑学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袁各行业特别需要专业基础扎实的编辑群体袁各学科的图书尧期刊尧
报纸尧电视尧广播尧音像制品等单位及网络都需要大量合格的专业出版编辑人员曰从事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编辑专业人员需要更全面的知识结构袁始终保持编辑自身较高的专业学

术水平曰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开设编辑学更有利于丰富编辑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袁是促进编辑

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前提遥
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有着丰富的各学科专业师资力量袁能够在人员尧学术等方面提供充足

的专业保障曰高等院校有着全面完善的教学设施和各类图书资源袁使编辑对各学科的学习更

加全面和系统曰许多高等院校及长期专业科研合作单位拥有的出版社尧广播电视和网络平台

等部门都可以提供丰富的编辑实习基地曰同时袁相关单位的编辑工作者也能成为编辑学的教

育工作者袁这一过程能够建立编辑自身从业尧学习和教学的良性链条袁使编辑教育者和编辑学

习者相互促进袁是开展编辑学教育的前提和保障遥
六尧结 语

目前编辑学面临发展瓶颈是编辑学教育存在着与各学科专业教育脱节的问题袁使编辑学

研究失去了立足点袁是编辑学理论发展极其缓慢和导致培养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就业困难

的原因遥 编辑学应该与自然和社会科学相关专业建立紧密联系袁将各学科专业教育贯穿于编

辑本尧硕尧博士培养及终生的编辑工作中袁这样的编辑学教育模式才是研究和发展的方向遥 在

数字化时代和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袁依附于编辑工作主体学科专业的编辑学才能长盛不衰并

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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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edicament of Editorial Science and Analysis of
Education Model of Professional Editorial Science in Universities

XU Huiyong
(Periodical Office,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ditorial science and editorial science education are developing rapidly in
China.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 editorial science development and
editorial science education are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援 The disjunction of editor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subject educ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of editorial science and make the subject education study
lose its foothold.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of slow editorial science theory development speed and employment
difficulty of editorial science stud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editorial science
and its feasibility analysis in some universities is m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editorial science education of the undergraduate and Master of Science, PhD of
editorial major and even editor career. The education model of professional editorial science needs to be
advocat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editorial science that is combined with each professional subject
has broad prospects and can make the editorial science prosperous.

Key words: editorial scien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ducation model; professional editorial science;
editing;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责任编校院万东升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