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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编辑出版工作的职能

余 运 萍

编辑 出版工作有多重职能
,

本 文将其概括为政治职能
、

经济职 能和文化职 能三个

方面
。

政治职能主要是指编辑出版工作对政治斗争的巨大作用
,

包含动员群众
、

组织

群众等几个侧面
; 经济职 能主要是指编辑出版 工作对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

,

同时也包

含 以出版物获取经济利 益
,

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这一次要侧面
; 文化职 能是指编辑出版

工作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

包含 文化积累职 能
、

文化传播职 能与文化 导向职 能等几个侧

面
。

编辑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

充分认识编辑出版工作的职能
,

对于 充分发挥编辑出版工作的作用
,

繁荣编辑出版事业
,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

明建设
,

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盲目性是导致失误和失败的重要原因
,

如果我们对编辑出版

工作职能的认识不正确或不全面
,

不但会直接影响编辑出版工作职能的充分发挥
,

陷入片面性

或盲 目性
,

而且会给两个文 明建设造成损失
。

编辑出版工作有多重职能
,

概而言之
,

可归纳为政治职能
、

经济职能和文化职能三个方面
。

一
、

政 治 职 能

编辑出版工作的政治职能是显而易见的
。

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首先造成舆论
。

舆

论足 以攻心
,

不但可以动员群众
,

而且可以组织群众
。

因此
,

即使是
“

流血的政治
”

— 战争也不
能没有舆论工作

。

就现代社会而言
,

编辑出版是做舆论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

政治主张
、

目的

可以通过出版物得到广泛的传播
,

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因此
,

无论什么阶级
、

政党都十分重

视编辑出版工作
。

列宁在给格
·

米雅斯尼科夫的一封信中说
: “
出版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

础
。 ’

心列 宁在为 《火星报 》所写的社论《从何着手 》一文 中说
: “
没有政治机关报

,

在现代欧洲就

不可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
。 ” “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
,

而且是集体的

组织者
。 ’ ,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 《新莱茵报

·

政治经济评论 》所写的出版启事上指出了编辑出

版工作对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巨大作用
: “

报纸的最大好处
,

就 是 它 每 日 都 能 干 预 运 动

,

能 够

成 为 运 动 的 喉 舌

,

能 够 反 映 出 当 前 的 整 个 局 势

,

能 够 使 人 民 和 人 民 的 日 刊 发 生 不 断 的

、

生 动 活

泼 的 联 系

。 ”

编 辑 出 版 杂 志
“

能 够 更 广 泛 地 研 究 各 种 事 件

” , “

可 以 详 细 地 科 学 地 研 究 作 为 整 个 政

治 运 动 的 基 础 的 经 济 关 系

。 ’ ,③
图 书 对 于 政 治 斗 争 亦 有 重 大 作 用

,

一 部
《共 产 党 宣 言 》的 出 版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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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克 思 主 义 在 全 世 界 的 传 播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得 力 于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

在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乃 至 阶 级 消 灭 之 前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有 鲜 明 的 政 治 倾 向 性 和 阶 级 性

。

1 9 5 7

年 7 月 10 日
,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接 见 部 分 新 闻 工 作 者 时 指 出

,

在 阶 级 消 灭 之 前

,

不 管 报 纸

、

刊 物

、

广

播

、

通 讯 社 都 有 阶 级 性

,

都 是 为 一 定 的 阶 级 服 务 的

。

毛 泽 东 同 志 曾 在 为
《 人 民 日 报 》撰 写 的 一 篇

编 辑 部 文 章 中 指 出
: “

在 世 界 上 存 在 着 阶 级 区 分 的 时 期

,

报 纸 又 总 是 阶 级 斗 争 的 工 具

。 ’ ,④
只 要

阶 级 和 阶 级 斗 争 还 存 在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就 不 可 能 脱 离 政 治 或 超 越 政 治

,

在 阶 级 社 会 里

,

超 政 治

的 绝 对 的

“
出 版 自 由

”

实 际 上 是 不 存 在 的

。

标 榜

“

出 版 自 由
”
的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对 新 闻 出

一

版 亦 有 明

确 的 政 治 要 求

,

他 们 不 但 按 照 资 本 主 义 的 政 治 原 则 进 行 严 格 的 新 闻 出 版 检 查

,

而 且 有 时 甚 至 动

用 国 家 机 器

,

取 缔 出 版 机 构

,

查 禁 出 版 物

。

只 有 无 产 阶 级 和 真 正 的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才 敢 于 公 开 承

认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政 治 性 和 阶 级 性

,

明 确 要 求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为 社 会 主 义 服 务

,

为 人 民 服 务

,

坚

持 社 会 主 义 的 政 治 方 向

,

也 只 有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 劳 动 人 民 才 享 有 真 正 的 出 版 自 由

。

既 然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有 重 要 的 政 治 职 能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者 就 应 该 有 高 度 的 政 治 责 任 感

、

历 史

使 命 感 和 合 格 的 政 治 素 质

,

能 自 觉 按 照 党 和 国 家 的 政 治 要 求

,

严 格 把 好 出 版 物 的 政 治 关

,

充 分

发 挥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政 治 职 能

,

为 社 会 主 义 服 务

,

为 人 民 服 务

,

加 强 阵 地 意 识

,

防 止 错 误 的 和 反

动 的 思 想 的 侵 蚀 与 干 扰

,

维 护 党 和 国 家 的 政 治 利 益

。

这 一 点 对 于 今 天 来 说 仍 然 十 分 重 要

。

我 国

人 民 正 在 建 设 四 个 现 代 化

,

经 济 建 设 是 当 前 和 今 后 的 工 作 中 心

,

急 风 暴 雨 式 的 阶 级 斗 争 虽 然 已

经 成 为 过 去

,

阶 级 矛 盾 不 再 是 社 会 的 主 要 矛 盾

,

但 是 阶 级 并 没 有 消 灭

,

剥 削 阶 级 的 思 想 残 余 还

没 有 消 除 干 净

,

国 内 外 敌 对 势 力 依 然 存 在

,

阶 级 斗 争 在 一 定 范 围 内 不 可 避 免

,

有 时 甚 至 还 会 激

化

。

因 此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仍 然 必 须 坚 持 社 会 主 义 的 政 治 方 向

,

对 敌 对 势 力 保 持 高 度 的 政 治 警 惕

性

。

然 而

,

政 治 职 能 只 是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职 能 的 一 个 方 面

,

忽 视 这 个 重 要 方 面 固 然 会 造 成 偏 离 正

确 方 向 的 严 重 后 果

,

但 把 政 治 职 能 夸 大 为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全 部 职 能

,

甚 至 把 一 切 出 版 物 都 当 成

“

阶 级 斗 争 的 工 具
” ,

同 样 会 造 成 严 重 的 后 果

,

给 党 和 人 民 的 事 业 造 成 不 可 弥 补 的 损 失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肩 负 有 多 重 职 能

,

并 非 所 有 的 出 版 物 都 有 鲜 明 的 政 治 性 和 阶 级 性

。

无 产 阶 级 和 劳 动 人 民

的 利 益 和 需 要 也 不 只 是 政 治 利 益 和 政 治 需 要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完 全 可 以 而 且 应 该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的 多 重 需 要

。

如 果 我 们 只 是 一 味 强 化 政 治 职 能 一 端

,

不 但 会 束 缚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者 的 手 脚

,

限 制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多 重 职 能 的 发 挥

,

影 响 编 辑 出 版 事 业 的 健 康 发 展

,

而 且 还 可 能 造 成 阶 级 斗 争 扩 大

化

,

最 终 造 成 社 会 政 治

、

思 想 文 化 的 畸 形 发 展

,

给 党 和 人 民 事 业 的 顺 利 发 展 设 置 障 碍

。

这 一 点

,

文 化 大 革 命 期 间 的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已 经 给 我 们 留 下 了 沉 痛 深 刻 的 教 训

。

当 前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既 要

防 止 右

,

但 更 主 要 的 是 防 止

“
左
” 。 “

左

”

的 影 响 对 我 国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破 坏 是 相 当 大 的

。

如 果 认

识 不 到 这
一 点 就 不 可 能 自 觉 地 去 肃 清 它 的 影 响

,

就 不 可 能 坚 持 正 确 的 政 治 方 向

。

在 现 阶 段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正 确 方 向 就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所 制 定 的

“
一 个 中 心

,

两 个 基 本 点

”
的 基 本 路 线 所 指 引

的 方 向

,

就 是 邓 小 平 同 志 所 倡 导 的 建 设 有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理 论 所 指 引 的 方 向

。

只 有 坚 持 这

一 正 确 的 政 治 方 向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才 能 充 分 地 发 挥 自
己

的 政 治 职 能

,

为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服

务

,

为 人 民 大 众 服 务

。

二

、

经 济 职 能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有 重 要 的 经 济 职 能

,

这 一 职 能 可 以 分 解 为 两 个 部 分

:

一 是 为 经 济 建 设 服 务

,

提 高 社 会 生 产 力

;
二 是 借 出 版 物 获 取 经 济 利 益

,

直 接 创 造 一 定 的 经 济 效 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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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 的 生 产 实 践 经 验

、

发 明 创 造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对 于 发 展 生 产

,

提 高 生 产 力 水 平 具 有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科 学 技 术 的 传 播

有 多 种 渠 道 和 途 径

,

出 版 则 是 其 传 播 的 主 要 渠 道 和 途 径

。

如 果 没 有 出 版 事 业

,

科 学 技 术 的 传 播

乃 至 科 学 技 术 自 身 的 繁 荣 发 展 均 会 受 到 严 重 的 限 制

。

人 类 大 约 已 在 地 球 上 生 存 了
5 00 万年

,

然

而 有 记 载 的 人 类 历 史 只 不 过
5 0 0 0 多 年
。

考 古 发 掘 证 实

,

人 类 自 进 入 文 明 时 代 以 来

,

社 会 生 产 的

发 展 速 度 比 蒙 昧 时 代 要 快 得 多

。

自
1 4 5 0 年 前 后 德 国人 谷 登 堡 发 明铅 活 字 排 版 印 刷 术 使 出 版 业

成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行 业 之 后
,

社 会 生 产 力 水 平 的 提 高 也 日 新 月 异

,

经 济 发 展 的 速 度 远 非 现 代 出 版

业 面 世 之 前 所 能 比 拟

。

由 此 可 见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对 于 经 济 建 设 具 有 多 么 重 要 的 作 用

。

然 而

,

如

果 我 们 对 编 辑 出 版 的 这 一 经 济 职 能 缺 乏 认 识

,

即 使 有 了 编 辑 出 版 业

,

也 不 大 可 能 自 觉 地 去 为 经

济 建 设 服 务

。

换 言 之

,

并 不 是 只 要 有 了 编 辑 出 版 业 就 必 然 会 有 社 会 生 产 力 水 平 的 大 幅 度 提 高

。

例 如

,

活 字 印 刷 术 和 纸 张 均 为 我 国 古 代 发 明

,

我 国 出 版 业 的 源 头 可 以 一 直 上 溯 到 殷 商 时 代

,

甲

骨 文 书 和 青 铜 文 书 可 以 说 是 最 早 的

“

出 版 物

” 。

若 以 雕 版 印 刷 为 出 版 业 正 式 诞 生 的 标 志

,

大 约 早

在 隋 唐 之 际

,

我 国 就 有 了 正 式 的 出 版 业

⑤ 。

若 以 活 字 印 刷 术 的 发 明 为 出 版 业 正 式 诞 生 的 标 志

,

我 国 出 版 业 的 历 史 也 要 比 欧 洲 出 版 业 的 历 史 早
4 00 多年
。

然 而

,

由 于 我 国 古 代 出 版 业 轻 视 科 学

技 术

,

过 分 强 调 和 突 出 经 史 文 化 的 正 统 地 位

,

直 到
1 8 9 7 年 商 务 印 书 馆 建 立 之 前

,

我 国 出 版 业 对

经 济 建 设 所 作 出 的 贡 献 极 其 有 限

,

科 学 技 术 类 的 出 版 物 极 少

。

可 以 说

,

此 前 的 我 国 出 版 业 对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经 济 职 能 还 缺 乏 自 觉 意 识

。

直 到
1 9 4 9 年 全 国 解 放 之 后

,

这 种 状 况 才 逐 步 有 所 改

变

,

为 经 济 建 设 服 务 逐 渐 成 为 编 辑 出 版 业 的 自 觉 意 识

,

科 学 技 术 期 刊 和 科 技 图 书 的 出 版 得 到 重

视

。

为 了 强 化 这 方 面 的 职 能

,

现 在 几 乎 所 有 的 省 份 都 成 立 了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

其 他 类 型 的 出 版

社 也 以 各 种 方 式 自 觉 地 为 经 济 建 设 服 务

,

出 版 业 为 我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作 出 了 巨 大 的 贡 献

。

出 版 物 是 商 品

,

可 以 拿 到 市 场 上 去 进 行 交 换

,

编 辑 出 版 者 可 以 借 此 换 得 经 济 利 益

,

这 也 是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经 济 职 能 的 一 个 侧 面

。

出 版 业 属 于 文 化 企 业

,

可 以 而 且 应 该 创 造 直 接 的 经 济 效

益

,

如 果 出 版 业 长 期 亏 损

,

单 纯 靠 国 家 养 起 来

,

且 不 说 国 家 养 不 养 得 起 那 么 多 出 版 企 业

,

即 使 是

完 全 有 财 力 可 以 把 出 版 企 业 全 部 养 起 来

,

恐 怕 出 版 业 的 发 展 也 会 非 常 有 限

,

而 且 长 此 以 往

,

出

版 业 会 脱 离 人 民 大 众

,

失 去 自
己

在 文 化 建 设 中 应 有 的 位 置

。

但 是

,

必 须 明 确 指 出

,

经 济 职 能 只 是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诸 多 职 能 中 的 一 项 职 能

,

而 且 借 出 版 物

获 取 直 接 的 经 济 利 益

,

出 版 业 直 接 为 国 家 创 造 一 定 的 物 质 财 富

,

又 只 是 编 辑 出 版 经 济 职 能 中 的

一 个 次 要 侧 面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经 济 职 能 应 该 主 要 通 过 为 经 济 建 设 服 务 的 方 式 去 实 现

,

而 主 要

不 是 通 过 借 出 版 物 直 接 获 取 高 额 利 润 的 方 式 去 实 现

。

如 果 过 分 夸 大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经 济 职 能

,

以 追 逐 利 润 为 唯 一 目 标

,

就 会 严 重 偏 离 社 会 主 义 出 版 事 业 的 方 向

,

造 成 极 严 重 的 后 果

。

图 书

、

报

刊

、

音 像 制 品 等 出 版 物 是 商 品

,

但 又 不 同 于 一 般 的 商 品

,

它 具 有 精 神 产 品 和 物 质 产 品 的 两 重 属

性

,

精 神 产 品 属 性 是 出 版 物 的 本 质 属 性

,

或 曰 第 一 属 性

。

如 果 抹 煞 这 一 本 质 属 性

,

过 分 强 调 其 商

品 属 性

,

单 纯 以 经 济 效 益 去 衡 量 其 高 下 优 劣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势 必 误 入 歧 途

。

近 几 年

,

有 些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者 受 拜 金 主 义 侵 蚀

,

以 追 逐 金 钱 为 主 要 目 标

,

迎 合 低 级 趣 味 和 不 良 倾 向

,

把 一 些 宣 扬 社

会 主 义 阴 暗 面

、

丑 化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领 袖 的 精 神 毒 品 和 宣 扬 色 情

、

暴 力

、

恐 怖 的 精 神 垃 圾 抛 向 社

会

,

毒 化 社 会 风 气

,

腐 蚀 广 大 读 者 — 特别是青少年
。

有 的 出 版 社 甚 至 以

“

合 作 出 版
” 、 “

自 费 出

版

”

为 名

,

出 卖 书 号

、

刊 号

。

在 这 些 出 版 社 和 出 版 管 理 部 门

,

选 题 申 报

、

审 批 和 书 稿 审 读 等 管 理 制

度 实 际 上 形 同 虚 设

。

难 怪 许 多 作 者

、

读 者 反 映

,

过 去 出 版 一 部 书 是

“

不 朽 之 盛 事

” ,

颇 为 不 易

,

颇

受 社 会 重 视

;
现 在 只 要 有 钱

,

不 但 文 句 不 通 的 东 西 可 以 堂 而 皇 之 地 冠 以 某 某

“
学
”

之 名 由 地 位 很

高 的 出 版 社 出 版

,

而 且 令 人 作 呕 的 精 神 垃 圾 常 常 印 制 得 格 外 精 美

,

生 产 速 度 之 快

,

印 刷 数 量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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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行 范 围 之 广

,

也 简 直 令 人 吃 惊

。

而 有 些 价 值 很 高 的 文 化 精 品 则 因 为 不 能 赚 大 钱 而 受 冷 落

。

有 人 振 振 有 词 地 说

,

卖 不 出 去 的 东 西
(指 不但 不能 赚钱 反而 还 要 使 出版 社 亏本 的学 术 著 作 ) 能

有 社 会 效 益 吗 ? 这 话 表 面 上 看 来 是 有 道 理 的
,

实 际 上 则 站 不 住 脚

。

有 些 文 化 精 品 所 创 造 的 社 会

效 益 与 经 济 效 益 是 统 一 的

,

有 些 则 不 然

。

在 衡 量 效 益 时 不 能 仅 着 眼 于 眼 前

,

还 应 有 长 远 的 观 点

。

一 般 说 来

,

越 是 学 术 性 强 的 著 作 读 者 也 就 越 少

,

读 者 面 窄 的 书 刊 自 然 不 可 能 有 很 大 的 发 行 量

,

在 目 前 情 况 下

,

出 版 社

、

期 刊 社 出 版 这 样 的 著 作 和 刊 物 不 但 不 能 赚 钱

,

反 而 还 要 亏 本

。

这 些 高 水

平 的 学 术 著 作 和 刊 物 难 道 没 有 社 会 效 益 吗
? 有些 读者 面很 窄的 学术 期刊 和著 作 虽然不 可 能使

出版 社
、

期 刊 社 获 得 高 额 利 润

,

但 却 对 社 会 生 产 力 的 提 高 和 经 济 的 发 展 具 有 极 其 重 要 的 价 值

,

如 自 然 科 学 中 某 些 基 础 理 论 研 究 方 面 的 著 作 即 是 如 此

,

这 类 学 术 著 作 不 但 有 很 好 的 社 会 效 益

,

而 且 有 明 显 的 经 济 效 益

。

衡 量 学 术 著 作 的 经 济 效 益 不 能 单 纯 看 它 是 否 能 够 使 出 版 者 获 得 高 额

利 润

,

而 主 要 应 该 看 它 对 经 济 发 展 和 社 会 生 产 力 的 提 高 具 有 什 么 样 的 作 用

。

例 如

,

我 国 学 术 性

期 刊 绝 大 多 数 是

“
亏 损 大 户

” ,

如 果 国 家 不 予 扶 持

,

单 纯 靠

“

市 场 法 则
”
来 决 定 期 刊 的 命 运

,

那 么

,

这 些 学 术 性 期 刊 只 好 关 门 大 吉

,

进 入 家 庭 的 消 闲 性 杂 志 和 那 些 格 调 低 下 的 小 报

、

刊 物 反 而 可 能

“

繁 荣 昌 盛

” 。

但 无 论 从 社 会 效 益 还 是 从 经 济 效 益 来 看

,

学 术 性 期 刊 的 地 位 应 该 说 是 得 到 全 社 会

认 可 的

。

总 之

,

如 果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者 单 纯 用 能 否 赚 钱 来 决 定 对 出 版 物 的 取 舍

,

大 批 文 化 精 品 便

会 被 扼 杀

,

精 神 毒 品 和 精 神 垃 圾 便 会 泛 滥 成 灾

,

社 会 主 义 出 版 事 业 的 形 象 就 会 受 到 严 重 损 害

。

三

、

文 化 职 能

文 化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存 在

,

对 它 的 界 定 是 文 化 学 者 面 临 的 一 大 难 题

。

什 么 是 文 化
? 至 今 仍 然

没 有 定 论— 尽管学者们
已经给了它几百个“ 定 义 ” 。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

文 化 与 文 明 是 一 回 事

,

都

是 指 人 类 创 造 的 物 质 财 富 与 精 神 财 富 的 总 和

。

我 国 学 者 庞 朴 先 生 似 持 有 此 见

,

他 将 文 化 剖 为 物

质 的

、

心 理 的 以 及 介 于 二 者 之 间 的 制 度 的 三 个 层 面

⑥ 。

梁 漱 溟 先 生 则 更 明 确 地 指 出

: “

文 化

,

就

是 吾 人 生 活 所 依 靠 之 一 切

” , “
无 所 不 包

’
心

。

更 多 的 学 者 则 倾 向 于 从 精 神 层 面 和 心 理 层 次 来 界

定 文 化

,

认 为 文 化 只 是 文 明 的 一 个 部 分

,

主 要 是 指 人 区 别 于 动 物 的 精 神 活 动 及 其 产 物

,

属 于 心

理 层 次

。

或 者 说

,

人 的 精 神 活 动 及 其 产 品 才 是 文 化 的 核 心 内 容

,

只 有 当 物 质 产 品 包 含 着 人 类 丰

富 的 心 理 内 容

,

是 人 的 精 神 活 动 的 物 化 形 式 的 时 候

,

它 才 能 被 视 为 文 化 产 品

。

我 以 为 后 一 种 看

法 似 乎 更 加 准 确 地 把 握 了 文 化 的 本 质

,

因 此

,

我 主 要 从 这 样 一 个 角 度 来 认 识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文

化 职 能

。

所 谓 文 化 职 能

,

主 要 是 指 精 神 方 面 的 功 能

,

诸 如 繁 荣 学 术

,

积 累 储 存 知 识

,

传 播 人 类 的 思 想

文 化

、

创 造 精 神 环 境 等 等 作 用

。

文 化 职 能 虽 然 与 政 治 职 能 与 经 济 职 能 有 密 切 关 系

,

但 又 不 同 于

这 两 项 功 能

。

如 果 细 加 分 辨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文 化 职 能 大 约 可 以 区 分 为 文 化 积 累

、

文 化 传 播

、

文

化 导 向 等 几 个 层 面

。

文 化 积 累 实 际 上 指 的 是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对 文 化 成 果 的 存 储 作 用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可 以 突 破 人

脑 记 忆 的 局 限

,

使 人 类 重 要 的 精 神 创 造 得 以 永 久 储 存

。

人 类 的 文 化 创 造 不 可 能 离 开 文 化 积 累

,

任 何 文 化 巨 匠 都 不 是 从 零 开 始

、

白 手 起 家

,

而 是 站 在 前 人 的 肩 上

,

在 前 人 丰 富 积 累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新 的 创 造 的

。

如 果 没 有 前 人 的 文 化 积 累

,

人 类 的 文 化 创 造 就 会 受 到 极 大 的 限 制

。

例 如

,

没 有

电 的 发 明

,

就 不 可 能 有 电 子 计 算 机

;
没 有 蒸 汽 机 和 滚 动 的 车 轮 的 发 明

,

就 不 会 有 汽 车

、

火 车

。

一

些 现 代 原 始 部 落 之 所 以 能 够 从 石 器 时 代 很 快 进 入 钢 铁 时 代

,

正 是 因 为 人 类 先 进 民 族 的 文 化 积

累 给 他 们 提 供 了 文 化 飞 跃 的 基 础

。

人 是 有 记 忆 能 力 的 高 等 动 物

,

前 人 创 造 的 文 化 成 果 可 以 凭 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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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些 重 要 的 生 产 生 活 经 验 还 可 以 通 过
口 耳 相 传 的 方 式 而 超 越 时 空 的 限 制

,

实

现 长 久 的 传 承

。

书 籍 发 明 之 前

,

口 耳 相 传 是 人 类 文 化 传 播 的 主 要 途 径 和 方 式

。

但 是

,

人 的 记 忆

是 非 常 有 限 的

。

《周 易
·

系 辞
》说

: “

上 古 结 绳 而 治

,

后 世 圣 人 易 之 以 书 契

。 ”
这 正 说 明 了 人 类 为 了

突 破 记 忆 的 局 限 才 创 造 了 文 字 和 书 籍

。

书 籍 不 但 可 以 克 服 人 脑 记 忆 的 局 限

,

而 且 可 以 突 破 口 耳

相 传 的 范 围 及 局 限 —
口耳相传不仅会受到时空的严重制约, 而 且 难 于 表 达 复 杂 的 事 物

,

以 讹

传 讹 不 可 避 免

。

随 着 时 光 的 流 逝

,

口
耳 相 传 的 文 化 成 果 易

于 湮 灭

。

文 字 和 书 籍 面 世 以 前 的 时 代

之 所 以 被 称 作

“
黑 暗 时 代

”
或
“

蒙 昧 时 代

” ,

正 在 于 此 前 的 文 化 创 造 和 历 史 进 程 没 有 清 晰 准 确 的

记 录

。

自 从 有 了 文 字

,

人 类 很 快 就 创 造 了 各 式 各 样 的 书 籍 — 石头的
、

甲 骨 的

、

竹 木 的

、

青 铜 的

、

布 帛 的

、

纸 张 的 ……
。

编 辑 出 版 与 书 籍 的 出 现 几 乎 同 时

,

最 早 创 造 书 籍 的 人 也 就 是 最 早 的 编 辑

家 和 出 版 家 — 只不过当时的作者
、

编 辑 者 和 出 版 者 是 集 于 一 身 的

。

自 从 有 了 书 籍 的 出 版

,

人

类 的 文 化 创 造 也 就 有 了 准 确

、

详 尽 的 记 录

,

那 些 无 法 以 口
耳 相 传 的 文 化 成 果 得 以 存 储

。

从 此

,

人

类 的 文 化 积 累 和 文 化 创 造 发 生 了 划 时 代 意 义 的 巨 大 变 化 — 书籍的编辑出版标志着人类告别“

蒙 昧 时 代

” ,

进 入 文 明 时 代

。

可 以 说

,

自 大 类 进 入 文 明 时 代 以 来 创 造 的 文 化 成 果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靠 纷 辑 出 版 的 成 果 — 书籍记录和保存下来的
,

人 类 文 明 史 与 编 辑 出 版 史 是 紧 相 伴 随 的

,

编

辑 出 版 在 文 化 积 累 方 面 表 现 出 了 巨 大 的 功 能

。

譬 如

,

华 夏 文 化 积 累 主 要 是 靠 甲 骨 卜 辞

、

铜 器 铭

文

、

碑 石 篆 刻

、

竹 帛 简 册

、

写 本 刊 本 等 书 籍 的 编 辑 出 版 实 现 的

,

如 果 没 有 这 些 珍 贵 典 籍 的 编 辑 出

版

,

华 夏 文 化 就 不 可 能 有 如 此 悠 久 深 厚 的 传 统 和 宏 富 博 大 的 气 象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有 巨 大 的 传 播 功 能

。

所 谓 文 化 传 播 指 的 是 不 同 文 化 的 互 相 接 触

。

少

、

类 的 文

化 创 造 不 但 要 受 到 时 间 — 历史时代的限制
,

而 且 还 会 受 到 空 间 — 地理位置的限制
。

不 同 时

空 的 文 化 如 果 不 能 发 生 接 触

,

人 类 文 化 的 发 展 就 会 受 到 极 大 的 限 制

。

现 代 原 始 部 落 之 所 以 落 后

得 惊 人

,

正 在 于 长 期 与 世 隔 绝

,

缺 乏 与 先 进 民 族 的 沟 通 和 交 流

。

少

、

类 的 智 慧 只 有 在 人 与 人 的 碰

撞

、

借 鉴 中 才 能 更 快 地 增 长

。

文 化 传 播 有 多 种 方 式 与 途 径

,

民 族 间 的 迁 徙 与 交 往 是 大 众 传 播 媒

介 尚 不 发 达 之 时 代 文 化 传 播 的 主 要 途 径 和 方 式

。

人 民 大 众 是 文 化 的 搬 运 工

。

例 如

,

我 国 古 代 的

丝 绸 之 所 以 传 播 到 欧 洲

,

异 域 的 宗 教

、

乐 舞 之 所 以 传 入 我 中 原 大 地

,

均 在 于 人 民 大 众 的

“

搬 运

” 。

但 是

,

民 族 间 的 迁 徙 与 交 往 往 往 要 受 到 时 空 的 限 制

,

特 别 是 交 通 极 不 方 便 的 古 代

,

不 同 民 族 的

迁 徙 与 交 往 十 分 困 难

、

非 常 有 限

。

而 编 辑 出 版 物 作 为 一 种 极 便 捷 的 传 播 媒 介

,

可 以 超 越 时 空 的

限 制

,

把 远 古 时 代 的 文 化 创 造 准 确 地 记 录 下 来 传 之 久 远

,

可 以 使 远 隔 重 洋 的 异 域 文 化 得 以 交 流

融 汇

。

如 果 没 有 佛 经 作 为 媒 介

,

佛 教 传 入 我 国 的 速 度

、

范 围 就 会 大 受 影 响

;
如 果 没 有 《 圣 经 》的 出

版
,

基 督 教 文 化 的 传 播 也 会 大 大 受 阻

。

广 播

、

电 视 节 目 的 编 辑 播 出 更 使 全 世 界 变 成 一 个

“

地 球

村

” ,

文 化 传 播 的 速 度 之 快

、

范 围 之 广 今 非 昔 比

。

文 化 传 播 功 能 的 充 分 发 挥 使 不 同 文 化 的 碰 撞

、

借 鉴 得 以 顺 利 及 时 地 进 行

,

全 人 类 文 化 创 造 成 果 的 共 享 便 成 为 现 实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还 有 重 要 的 文 化 导 向 功 能

。

所 谓 文 化 导 向 功 能 是 指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对 文 化 发

展 指 向 的 牵 引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并 不 只 是 被 动 地 记 录 和 机 械 地

“

搬 运
”
人 类 的 文 化 创 造 成 果

,

而 是

按 照 一 定 的 原 则

、

标 准 对 人 类 的 文 化 创 造 成 果 主 动 地 进 行 选 择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是 人 的 文 化 主 体

性 的 充 分 体 现

,

而 编 辑 出 版 对 文 化 成 果 的 选 择 又 直 接 影 响 着 文 化 的 发 展 指 向

。

例 如

,

相 传 孔 子

删 诗

、

书

,

定 礼

、

乐

,

他 可 以 说 是 我 国 最 早 的 编 辑 家 和 出 版 家

,

他 对 古 代 文 化 的 选 择 直 接 影 响 了

我 国 文 化 的 发 展 指 向

。

《史 记
·

孔 子 世 家
》载

: “

古 者

,

《 诗 》三 千 余 篇
,

及 至 孔 子

,

去 其 重

,

取 可 施

于 礼 义

,

上 采 契

、

后 樱

,

中 述 殷

、

周 之 盛

,

至 幽

、

厉 之 缺

,

始 于 准 席

,

故
日

:

关 堆 之 乱 以 为 风 始

,

鹿 鸣

为 小 雅 始

,

文 王 为 大 雅 始

,

清 庙 为 颂 始

。 ”
又 说

: “

孔 子 之 时

,

周 室 微 而 礼 乐 废

、

诗 书 缺

,

追 迹 三 代

之 礼

,

序 书 传

,

上 纪 唐 虞 之 际

,

下 至 秦 缪

,

编 次 其 事

” 。

正 因 为 孔 子 编 纂 整 理 了 我 国 古 代 不 少 典

·

1 2 1
·



,

所 以 汉 代 的 王 充 在 其
《论 衡 》中 称 孔 子 为
“

篇 家

” 。

孔 子 编 纂 古 代 文 化 典 籍 并 非 机 械 地

“

搬

运

”
和 被 动 地 抄 录

,

而 是 既 有

“

去
” ,

亦 有

“

取
” ,

去 取 之 标 准 是 看 它 能 否

“

施 于 礼 义
” 。

礼 义 文 化 是

儒 家 文 化 的 核 心 内 容

,

也 是 我 国 古 代 文 化 的 核 心 内 容

,

这 一 发 展 指 向 早 在 孔 子 之 时 即 通 过 他 编

次 古 籍 得 以 初 步 确 立

,

后 来 又 由

“

钦 定
” 、 “

御 纂

”
经 史 子 集 的 方 式 多 次 予 以 强 化

,

使 我 国 古 代 文

化 一 直 沿 着 循 礼 守 制

,

隆 礼 贵 义 的 指 向 发 展

。

晚 清 时 代

,

帝 国 主 义 列 强 以 坚 船 利 炮 轰 毁 了 我 国

封 建 社 会 封 闭 腐 朽 的 国 门

,

西 学 逐 渐 传 入 我 国

,

我 国 编 辑 出 版 业 对 西 方 文 化 进 行 了 选 择

,

科 学

与 民 主 成 为 近 代 中 国 文 化 的 重 要 主 题

,

文 化 发 展 的 指 向 发 生 了 巨 大 的 变 化

。

近 十 几 年 来 的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对 我 国 当 代 文 化 发 展 指 向 的 影 响 更 是 有 目 共 睹

。

文 化 热 的 兴 起 与 改 革 潮 的 奔
涌 均 与

出 版 业 的 文 化

“
导 向
”
密 切 相 关

。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既 可
以

净 化 文 化 环 境

,

扶 正 文 化 发 展 的 走 向

,

也 可 以 毒 化 社 会 风 气

,

驱 使 文

化 滑 入 歧 途

.

近 几 年 来

,

宜 扬 封 建 迷 信

、

色 情 淫 秽 的 出 版 物 屡 禁 不 止

,

已 经 严 重 影 响 了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的 健 康 发 展

,

对 这 种 状 况 若 听 之 任 之

,

势 必 会 导 致 文 化 变 质

.

因 此

,

党 和 政 府 坚 持 不 懈 地 开

展

“

扫 黄
”
斗 争

,

加 强 对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领 导

,

用 法 律 武 器 净 化 文 化 市 场

,

规 范 出 版 行 为

,

这 是 完

全 正 确

、

非 常 必 要 的

。

综 上 所 述

,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职 能 是 多 方 面 的

。

如 果 用 一 种 职 能 去 取 代 其 它 职 能

,

不 仅 会 使

出 版 业 的 路 子 越 走 越 窄

,

而 且 有 可 能 导 致 文 化 的 畸 形 发 展

。

要 全 面

、

充 分 地 发 挥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的 多 重 职 能

,

必 须 首 先 对 其 多 重 职 能 有 正 确 认 识

、

释
:

《 列 宁 全 集 》第 月 2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8 7

年 10 月版
,

第 85 ~ 86 页
.

《列 宁 全 集 》第 5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8 6

年 10 月版
,

第
7
、

8
页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第 7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5 9 年 峨月 第 1

版
,

第
3 页
。

195 7
年 6 月 14 日《人 民 日 报 》编 辑 部 文 章

: 《文 汇 报 在 一 个 时 间 内 的 资 产 阶 级 方 向 》
。

关 于 我 国 的 雕 版 印 刷 始 于 何 时

,

学 术 界 意 见 不 一

,

有 的 认 为 在 东 汉

,

有 的 认 为 在 宋 代

。

这 里 采 用 了 为

大 多 数 学 者 所 赞 同 的 说 法

。

《 光 明 日 报 ) 1 9 8 6
年

l 月 1 7 日
。

(

《 中 国 文 化 要 义 》 台 湾 正 中 书 局 版
,

第
l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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