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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6月 28日 ,第九届全国高校文科学报青年编辑研讨会在武汉大学明
珠园隆重召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一共约 120人。此次会议 ,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学报编辑部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和湖北经济学院期刊社协办 。武汉
大学副校长谢红星教授 ,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 、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巡视员 、湖北省
期刊协会黄国钧会长 ,湖北省期刊协会许志平秘书长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常
务副理事长 、《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仲伟民教授等出席了开幕式。
代表们围绕高校文科学报的命运和青年编辑的成长 ,热烈发言 ,交流意见 ,取得了
不少新共识。

(一)关于青年编辑的学者身份
编辑学者化是个老话题 。讨论会上 ,吴友法 、仲伟民 、王泽龙 、陈颖等老一辈学

者化编辑 ,就编辑学者化论题 ,拿各自的从业治学经历为例 ,为青年编辑传授经验。
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 ,编辑为什么必须学者化 ?吴友法教授认为 ,编辑学者
化是由学报的性质 、刊物面向的作者群和学报编辑的工作环境等综合决定的。第
二 ,学报编辑有没有条件成为学者 ?对此 ,几位老编辑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一是
编辑工作时间上相对是比较自由的 ,二是学报编辑过程本身是一个学术过程 ,为编
辑学者化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第三 ,学报编辑如何成为学者 ?多数代表认为 ,编
辑学者化 ,就是指编辑在努力扩大知识面的同时 ,应该学有专攻 ,有自己的学术专
长。至于如何做好学问 ,吴友法教授强调 ,关键是要选择一个方向点 ,围绕这个点 ,
有计划地从事一些研究 。代表们普遍认为 ,编辑学者化人人可为 ,没有什么神秘 ,
老一辈优秀编辑又是著名学者的很多 ,如茅盾 、叶圣陶 、林语堂 、黎澍 、丁伟志 、庞朴
等。

(二)关于青年编辑的学术责任
针对当前的浮躁学术风气 ,青年编辑何去何从 ,王泽龙教授提出“有所顺从 ,有

所超越”一说。对此 ,代表们普遍觉得颇有新意 。一方面 ,学报编辑要自觉承担学
术责任 ,坚持学术信仰 ,追求学术价值 。但是 ,面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人情关系稿 ,大
家觉得在坚守杜绝低劣的人情关系稿这一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 ,必须讲究处理方
式和策略 ,不能生硬伤人 ,不能伤害作者的自尊心 ,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 。大多数
代表们认为 ,遏制人情关系稿 ,关键在健全审稿制度。如果稿件是否录用主要由主
编说了算 ,甚至责任编辑就可以大致决定 ,那么 ,无论主编和责任编辑怎样严于自
律 ,最终还是要陷于人情关系中。目前 ,部分学报建立了网络审稿系统 ,让一切稿
件在软件系统中走流程 ,不合格的人情关系稿在系统中被外审专家判死刑 ,既让作
者甘心服气 ,又能使编辑从容应对 。

(三)关于青年编辑的成长困惑
高校学报下一步将向何处去 ,是代表们最关心的 ,但笼统地提高校综合性学报

向专业期刊转化 ,代表们一致认为这绝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至于学报存在的种种
问题 ,代表们作为办刊者并不讳言 。分组讨论会上 ,一位代表提出了“读者缺失”这
个议题 ,不重视学报的读者定位 ,是目前学报影响因子普遍较低的原因 。此外 ,面
对网络化的侵蚀 ,学报纸本发行每况愈下 ,在电子媒介中 ,期刊的刊物特色 、编辑思
想 、编排风格 、专栏结构 、各专栏间的呼应对话等 ,都统统迷失在网络的海洋之中。

每个学报定位不同 ,青年编辑的困惑则不同 。在这次研讨会上 ,代表们几乎都
意识到 ,学术期刊在中国是一种垄断行业 ,没有竞争 ,也不怕竞争。从个人利益看 ,
学报编辑实际上都享受了政府优惠政策的保护 。但是 ,世界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 ,
学术期刊终将会由无竞争到竞争空前 ,到那时 ,在保护体制下生存太久的青年编
辑 恐怕 经成为中老年人 因此 每个人都必须问 我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