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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编辑学教科书的出版现状与改进

欧阳明， 崔颖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我国编辑学教科书出版起步早，但报纸编辑学教科书一枝独秀；30多年来各类传媒编辑

学教科书百花齐放，渐入佳境；已出版的编辑学著作分为实虚两类，实为主流。我国出版的编辑学

教科书存在的不足有：内容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的书较少；书稿名称与内容冲突，体例失

当；出版类与新闻类编辑学教科书之间隔绝，缺少沟通。建议整合并强化作者队伍，尽早出版足以

涵盖六大传媒编辑工作实务的优秀教科书；完善新闻出版编辑学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加强编辑学教

科书内容信息规范化与科学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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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于编辑学研究的探讨即关于编辑学研究

之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力量及其相应的两类研究：一

类是依托编辑出版学甚至图书情报学所进行的探

讨，一类是依托新闻学所从事的讨论。这样的研究

以前者为主，以后者为辅。前者代表作有王振铎等

的《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编辑出版学研究

60年》(《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

期)、姬建敏的《编辑学研究30年回眸》(全国编辑

学研究会第一次会议交流论文)；后者主要以复旦

大学新闻学院刘海贵为代表，在其主编的《中国现

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版)中设专编探讨我国新闻编辑学的研究。不过，

关于编辑学教科书出版现状的探讨以及在此基础上

进行的对策研究，则始终未见我国学界有动作。本

文拟对我国编辑学教科书出版现状以及对策进行全

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指出我国在此领域内存在的

不足，探讨图书情报学之于我国编辑学教科书建设

的作用，给出改进我国编辑学教科书的建议，以期推

动我国编辑学教科书的健康发展。

一、编辑学教科书出版的重要性

编辑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应当重视。其一，我

国高等教育中的新闻传播学专业长期属于热门专

业，增速超常，极大地拓展了编辑学教科书的购阅市

场空间。据我国著名新闻传播史专家方汉奇介绍，

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年度在校生在新中国成立后

的前30年最多也不超过400人，在改革开放之初为

500多人。¨o 1981年，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有12

家，在校生987人旧1；1983年有14家，包括研究生、

进修生在内的在校生为1 805人口1。而据中国教育

学会会长、国家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任何梓华介绍，200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为

661家，在校生十二三万人，每年的毕业生有3万多

人。【41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本专

科生教学用书增速很快，总量相当可观。笔者的

《深度报道写作原理》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年出版，当年即莺印。目前，属于国内新闻传播学教

育重镇的几家高校，其教科书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

我国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重要资源，中国人民大

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新闻院

系纷纷推出比较完整的新闻传播学教科书体系。目

前，武汉大学出版社正不断完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

与信息传播学院的骨干课程教学用书体系。编辑学

属于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必修课程，故

在新闻传播学诸教科书中属于用量大的品种，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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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用书应在3万册以上。2000--2009年，华中

科技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各类在校生保守估计应在
1 000人左右，最高时当超过2 500人，这还不算中文

系、社会学系、法学院等专业院系选修编辑学课程的

学生。

其二，现已出版的编辑学教科书尚不能够充分

满足新闻传播学的教学需要。仅举一例，湖北省自

学考试大众传播专业“编辑学”课程所指定的教材

为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飞的《新闻编辑学》，但

教材实际上仅涉及了课程规定的一部分内容，在我

国内地市场上至今还找不到一本足以涵盖图书、期

刊、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六大传媒编辑工作内容

的教科书或一般流通图书。

教科书的出版直接关系着国民教育的质量，编

辑学教科书的出版直接影响着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

养的基本素养、专业结构与专业能力，影响着人才培

养和人才使用之间的互动，具有日益广阔的市场发

育空间。所以，我们应重视编辑学教科书的出版工

作，寻找对策以完善现有教科书的出版。

二、我国编辑学教科书出版的特点

1．起步早，但报纸编辑学一枝独秀

我国关于编辑学的图书出版活动起步相当早。

1919年由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出版的徐宝璜的《新

闻学》中就有关于编辑工作的论述。1922年，由上

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中的

第四篇专述新闻编辑工作，显然是以报纸编辑工作

为主。随后在1926年、1928年出版的周孝庵的《如

何编辑新闻》、张九如等的《新闻编辑法》(中华书局

版)论述的也是报纸编辑工作。第一本以“编辑学”

命名的图书是广州国民大学新闻系李次民撰写的

《编辑学》，1949年3月由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但

全书仍以谈报纸编辑工作为主。∞o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1955年出版过苏联专家讲

授书刊编辑课程的讲义，名为《书刊编辑学教学大

纲》。帕J(Ⅲ1981年，艾国云的《报纸编辑入门》一书

出版。该书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第一本关于

编辑学的图书。【7 J(附”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有影

响的编辑学教科书是198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推出的郑兴东等人的《报纸编辑学》。自此，中国

内地编辑学教科书开始大量涌现，但有影响的并不

多，主要有叶春华的《报纸编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郑兴东等人的《报纸编辑学教程》、赵鼎

生的《西方报纸编辑学》等(郑、赵两书均由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2002年出版，均被纳

入“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列)。

我国编辑学教科书与专著自报纸编辑始并以其

为主，有深刻的内在原因。首先，我国的新闻传媒比

书刊出版传媒更贴近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运动，

更为政府部门所重视。其次，我国新闻传媒的发展

过程是报纸在先，广播电视与网络在后；我国传媒教

育的发展过程是以报学为中心的新闻学先行，新闻

学内的广播、电视、网络后行，包括期刊业、图书出版

业、网络业在内的传播学再随其后。再次，长期以

来，我国报社数量多，用人量大，当传统的师徒相授

无法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之时，新闻传播学的专业教

育就首先兴自报纸工作和报纸的传播活动。

2．30多年来各类传媒编辑学教科书迎头赶上。

齐头并进。百花齐放，渐入佳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社会信息量剧增，社会对各类

信息的需求也水涨船高，我国传媒业因此而发展迅

猛。社会对传媒人才数量需求的扩张、人才质量要

求的提升与人才多样化的需要，促使各类传媒编辑

学教科书依次出现并版本渐丰。

(1)广播业：陆锡初的《广播编辑》，中国广播电

视出版社1989年版；王瑞棠主编的《广播编辑学》，

1992年由新华出版社推出。

(2)期刊业：徐柏容的《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

出版社1991年版；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教材之《期

刊编辑学》，徐柏容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荣开明主编的《期刊编辑的理论与实践》，陕西人民

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图书出版业：张玟等的《书籍编辑学简论》

和高斯等的《图书编辑学概论》，1989年分别由中国

书籍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国家教委“八

五”规划教材之《书籍编辑学概论》由阙道隆等撰

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另外，阙道隆主

编的《实用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6年版)、

俞润生的《实用编辑学概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戴文葆主编的《编辑工作基础教程》(东方出

版社1990年版)，介绍的均主要是图书编辑工作。

(4)电视业：钟大年的《电视编辑艺术》，北京广

播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电视学系列教材”之《电

视编辑学》，任远撰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版；何苏六的《电视画面编辑》，国家广电部统编教

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黄著诚主编的

《实用电视编辑》，国家广电总局规划专业教材，中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

(5)网络业：邓忻圻的《网络新闻编辑》，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陈斌《网络新闻采写编

评》，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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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计算机的出现与普及，平面传媒的编辑工

作已经告别了铅与火时代，广播电视的编辑设施也

不断更新换代，关于纸质传媒计算机编排与广播电

视的非线性编辑的教科书也相继出现。其主要有：

桑金兰的《报纸版面创意艺术与电脑编辑》，系复旦

版新闻业务丛书之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

版；柳泽花的《当代报纸电子编辑与排版》，武汉大

学出版社2001年版；岳川编著的《当代报纸电脑编

辑基础》，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推出。

冯锡增主编的《非线性编辑应用基础》，为国家广电

部规划教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余胜

泉等主编的(tb线性编辑系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社2000年版。

除了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也出版有编辑学的

教科书，如胡传厚的《新闻编辑学》，台北市新闻记

者公会1968年出版；陈万达的《现代新闻编辑学》，

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出版；余也鲁的

《杂志编辑学》，1965年由香港海天书楼出版。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张觉明的《现代杂志编辑

学》于1980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在1987

年由中国书籍出版社推出中文简体字本。

与此同时，国外的原版外文教科书也登陆中国

内地。如美国学者布鲁克斯等的The Art of Editing

(《编辑的艺术》)的英文原版于2003年授权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3．分类演化，一实一虚，实为主流

伴随我国关于编辑学的研究渐趋成熟，编辑学

教科书及一般图书的出版也分化为两大类：一类为

实，即强调编辑学的应用学科性质，着重介绍选题、

集稿、审稿、稿件加工、稿件视听表现等编辑工作的

流程内容；一类为虚，即着重探讨、传授编辑学的原

理，如编辑本质论、编辑社会论、编辑文化论、编辑主

体论、编辑心理论、编辑传播论等。北京印刷学院提

出将理论性的编辑学列为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入门理

论课程，其典范出版物有王振铎的《编辑学原理论》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向新阳的《编辑学概

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前一类着霞编

辑实务，后一类着重编辑理论。从新闻传播学的教

学实际看，教育部制定的教学大纲已经有新闻学概

论、传播学概论一类原理课程，故教学实际、学生更

直接的要求仍为新闻出版实务范畴内的编辑工作内

容。如此现实就使得编辑学教科书的出版依实、虚

两类分类进行，以实为主，重在介绍编辑实务内容。

三、我国编辑学教科书出版中存在

的主要小足

编辑学教科书的出版虽能初步满足我国新闻传

播学专业以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需求，为我国培

育高层次编辑人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离形势的

发展与现实的需要还有距离。

1．内容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编辑学

教科书较少

所谓内容的不可替代性，指教科书内容因独到、

唯一而无以替代；而不可复制性，则指教科书的内容

难被其他教科书或后来撰写者所模仿。不可替代不

等于不可复制，但不可复制，因或许源自唯一，或许

得自系统性，或许来自适时更新，故难以被替代。双

方相辅相成，成为考察教科书信息是否新颖的重要

指标。纵览我国近年出版的编辑学教科书，相互借

鉴多，独自创新少，故其在内容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

复制性上尚任重道远。对于前人的成果，教科书适

当借鉴难以避免，但若著述的基本或核心仅为借鉴

而没有独创，则不仅出版价值小，而且易陷入抄袭的

泥淖之中，无益于我国编辑学的教学和科研。

近年我国编辑学教科书的内容少有不可替代性

和不可复制性，除了体例、内容相互重复之外，还有

如下通病：

一是书稿在编辑工作实务传授上微观有余，宏

观不足；操作性上技术有余，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安全

性不足。这些不足将会影响教科书对传媒编辑工作

的引领能力。遍览我国编辑学教科书，内容除了常

规学理之外，实务部分对编辑工作的上游还缺乏必

要的关注。所谓编辑工作的上游，是指整个信息生

产链条中有关编辑工作的源头环节，如传媒设计。

当然，有的教科书用了一定的篇幅论述了编辑工作

的策划等环节。不过，策划还不是编辑工作源头的

主要部分，也可划入选题环节，仍在编辑“六艺”范

围之内。从当前媒体工作的实际需要看，媒体设置、

栏目调整、选题策划、稿件审阅等编辑工作的上中游

环节，对于传媒编辑工作的全局和质量则更为关键，

运作也更错综复杂。然而，现有编辑学教科书对前

述编辑工作的上中游，尤其是上游，或视而不见、不

加涉猎，或蜻蜓点水、言不及义，或纸上谈兵、大而无

当。我围编辑学教科书实际上仍一如其旧，在以传

授稿件审读、加工、校对等编辑工作中下游的基本原

则、常见方法为莺心。同时，大众传媒本以内容为

王，但现有编辑学教科书对传媒内容这样的核心编

辑工作的探讨既难见新意，又乏实用性。而这样的

脱离传媒编辑工作实际的编辑教学体系，严重影响

目前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日后的传媒工作能力。

二是问题意识薄弱，针对性不强。比如，图书编

辑工作讲求编辑环节与经营环节之间的互动，而市

场条件下的报刊编辑工作则强调采编环节与经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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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相分离。那么，在编辑工作上，图书与报刊之间的

这一重大区隔为什么会出现?其合理性、操作的注

意事项等又是什么?可惜这一类事关编辑学发现、

挖掘的问题尚少有人拷问。

三是来自编辑工作一线的鲜活、系统的案例不

足。其一，鲜活不足，即来自传媒编辑工作一线的材

料严重不足。作为传媒实务教材，编辑学教科书不

仅要帮助学生认识世界，还要致力于培养学生改造

世界的能力。原理唯有与实际相结合才有助于将问

题说清楚。对于教学实际，教科书对编辑学抽象原

理的阐述远不如具体实在的一线工作案例管用。但

是，时下不少编辑学教科书的编写者缺乏与传媒编

辑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基本意识或能力，其教科书由

于纸上谈兵而只能成为“伪教科书”。其二，系统不

足，即来自编辑工作一线的系统的而不是零星的实

例不足。教科书唯有既讲授应该怎么做，又说明不

能怎么办，才能充分体现编辑工作的丰富性、复杂性

与操作性。相形之下，个案教学法将强化学生解决

编辑实际问题的能力置放在书稿内容的中心，有助

于知识、理论向能力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蔡雯等

主编的《新闻编辑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颇为及时而珍贵。

2．不少编辑学教科书的名称与其内容冲突，以

致体例失当

内容与名称之间的不协调主要有两种表现。一

是教科书的名称大于书稿的内容范围。一些名为

“编辑学”的图书或教科书关涉的却只有一二种大

众传媒。如阙道隆主编的《实用编辑学》、朱文显等

的《编辑学概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年版)论述的传媒只有图书，并未探讨其他媒体的

编辑学，如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对于这一类教

科书或图书，应在“编辑学”前添补“图书”二字。吴

飞的《新闻编辑学》一书先后3版：1995年杭州大学

出版社初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2004

年第3版。2次修订版在原来报纸编辑工作内容的

基础上陆续增加了电视、广播与网络的新闻编辑工

作内容；但是，新闻传媒除了前述4种媒体之外，还

包括《嘹望》《南风窗》《中国企业家》《财经》等政经

新闻期刊。显然，吴飞《新闻编辑学》的书稿内容范

围小于书名实际涵盖的范围。这一类不足在多数名

为“新闻编辑学”的教科书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

如蔡雯的《现代新闻编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仪介绍报纸一种传媒，问题更为严重。该书

的准确名称显然应是《现代报纸新闻编辑学》。相

形之下，倒是台湾学者陈万达的《现代新闻编辑学》

一书对报刊广电与网络五大媒体的编辑工作一概论

述，无一遗漏(但其涉及图书编辑工作则越过了“新

闻”的界限，值得商榷)。二是教科书名称之外的内

容飞人教科书之内。仍以吴飞的《新闻编辑学》为

例，该书第十章为副刊编辑，但这一章的内容并不适

合进入《新闻编辑学》之内。报纸、期刊、广播、电视

与网络均存在着大量的非新闻信息及其编辑版块。

报纸有1／4～1／2的版面内容为新闻信息之外的专

副刊版面，非新闻信息比例之高，使专副刊在报纸上

占据“半壁江山”。旧1电视节目由新闻、专题和文化

娱乐三大部分组成，非新闻信息所占比例更高，仅文

艺节目就占电视节目播出总量的60％o L9j电视新闻

不包括电视剧、电视综艺、电视科教专题等节目，报

纸新闻也不包括报纸上除新闻专刊之外的专副刊。

吴飞的《新闻编辑学》介绍报纸副刊编辑工作显然

侵入了报纸的非新闻编辑工作领域。

3．出版类与新闻类编辑学教科书之间隔绝，缺

少沟通

我国习惯将大众传媒分为新闻与出版两大类，

其中报纸、广播、电视被归人新闻传媒，图书、期刊被

划入出版传媒。1998年，在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

等学校专业目录》等文件中，新闻传播学被列为一

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这些

规范性的文件中，报纸、广播、电视被归到新闻学，图

书、期刊被纳入传播学之下的三级学科编辑出版学。

形成如此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编辑

学会挂靠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多年来我国出版

编辑学专业教育的最大助力不是来自新闻传播学，

而是与传媒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图书情报学。这些

就成为使出版学尤其是图书出版以自己为编辑学正

宗的霞要因素。有学者认为：“我国现有专业学院

如新闻学院、传播学院等，也有编辑课程设置。但

⋯⋯其编辑学的比重较轻⋯⋯缺乏普通编辑专业的

系统内容。”帕“呦1’其次，新闻学内的诸编辑课程更

多将自己置入新闻学系统，以为自己与所谓的出版

传媒距离很远，不是一家、不属同类，因而不屑一顾。

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使得编辑学教科书分属新闻与

出版两大阵营：相互排斥，互不理睬；各吹各的号，各

唱各的调。

四、改进我国编辑学教科书出版的

建议

我国编辑学教科书在出版上存在的不足集中到

一点就是还不能够允分适应我国高速发展的编辑学

教学及其用书的实际需要，其出版质量需要进一步

提高，出版特色与个性需要进一步优化，内容的实用

性需要进一步增强。为此，笔者提出如下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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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合并强化作者队伍，尽早出版涵盖六大传

媒编辑理论与实践的优秀教科书

我国内地各种传媒编辑学教科书品种齐全，内

容丰富，主要缺少的是能涵盖多种传媒编辑理论与

实务的教科书。但是，要实现这一出版任务并不轻

松，原因在于难以找寻作者。一个人的经历、能力终

究有限，因此，如果说找到既熟悉某一二种大众传媒

的编辑工作又长于编辑理论研究的作者还不算困难

的话，那么，目前想寻觅一位既懂编辑理论又懂六大

传媒编辑工作实务的作者，恐怕踏破铁鞋无觅处。

六大传媒之间的横向差异远大于采访、写作、编辑与

评论之间的纵向区隔。显而易见，由一位作者来承

担横跨六大传媒的编辑学教科书的撰写任务，难免

会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因此，在确定整合六大传

媒编辑学教科书书稿的作者时，出版机构不妨步步

为营，逐层推进：首先，同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

出版工作者协会和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沟

通，业界与学界同心协力，挑选六位或三四位擅长某

一二种传媒编辑工作实务与理论的作者；而后，由几

位作者讨论、磋商、确定书稿的编写大纲、编写计划；

最后，推出全书的统稿人，从而实现全书既有综合又

有分述的一体局面。

2．完善新闻出版编辑学教科书的编写体例

一是应注意体例的科学性。从近年我国编辑学

教科书的编撰情况看，在强化教科书体例的科学性

上，有两大重点需要注意：一是名实相符问题。一方

面，就新闻编辑学而论，其内容要足以概括报刊广电

与网络五大传媒中的新闻编辑工作；另一方面，就非

新闻编辑学而论，这类出版物的研究范围必须足以

涵盖图书、电影的编辑工作与报刊广电网络传媒中

的非新闻信息编辑工作。二是善于依托内容的实用

性来建构编辑学教科书体例的科学性。编辑学本来

着重于世界改造，因此时下的那种打着编辑实务招

牌却仅有空洞理论而缺乏操作性的编辑学教科书，

很难使学生从中领会编辑工作规律、系统掌握编辑

技能。而要使体例的实用性与科学性水乳交融，则

必须切实解决好编辑学师资这一老大难问题：教师

缺乏较为丰富的编辑工作阅历。优秀的编辑学教科

书编写者除了过硬的政治、思想、品德之外，还要有

大众传媒的编辑工作阅历、有编辑理论研习的积淀。

第一，教科书编写者应有一定的传媒编辑工作阅历。

这远苇于所谓的博士头衔。第二，编写者应长期保

持与媒体编辑工作的互动，不断丰富、更新自己关于

编辑工作的知识与经验。第三，编写者以具备校外

大众传媒编辑工作阅历为上。目前，我国编辑学教

科书的编写者有不少是仅具备高等学校媒体编辑工

作经验的教师。由于校属媒体种类不多，多为公益

类与准公益类，很少直接承担重大或核心的意识形

态安全任务，或市场化程度相对偏低，或与社会互动

偏弱，其编辑工作也相对简单。若仅在如此媒体阅

历基础上打造教科书的撰写，其内容易单薄、片面，

用来育人则很难适应丰富而复杂的大众传媒编辑工

作实际。第四，编写者只有具备必要的理论修养，才

能善于总结编辑工作实践，归纳编辑工作的基本规

律、主要原理和常用方法。时下我国编辑学教科书

编写的隐忧之一是编写者缺乏深厚的理论修养、精

准的概括能力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素养。

二是应注意体例的多样性。从教学与社会的多

样化需求看，编辑学教科书的出版可以是涵盖各传

媒编辑学的综合版本，也可以是只针对少数种类传

媒编辑工作的版本，如《报刊编辑学》《书刊编辑学》

《广播电视编辑学》。鉴于报、刊是编辑学下辖的两

个种类的大众传媒，因此，分别整合新闻诸传媒与出

版诸传媒的编辑工作实务可以成为建构普通编辑学

的前期准备和晕要基础。

编辑学教科书要考虑打破新闻与出版之问的现

有界限。将大众传媒分为新闻与出版两大部分是从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沿用下来的习惯做法。长期以

来，我国所规定的出版物只包括期刊、图书，而将报

纸除外ITJ(蚓，其主要原因是报纸、广播、电视与国

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长期被视为党和国家的政

治工具。但是，这样的区隔既不合乎世界惯例，也不

切合传媒编辑工作实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

的出版物包括书、报、刊三家，又有连续出版物与非

连续出版物之分。从市场路径看，因为广告因素，报

刊之间反比书刊之间关系更为密切。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工作重心转为经济建设，经济建

设就是最大的政治，故我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并不仅仪属于经济问题。近年来，由市场经济

催生的我国文化体制改摹，要求大众传媒尤其是直

面市场的大众传媒，在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实行

受众第一方针。毫无疑义，编辑学教科书的现有新

闻与出版的二元结构有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

规律。同时，将报纸弃于出版之外、将报纸编辑学弃

于出版学之外，也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编辑出版学

专业教学的发展。目前，我国不少开设了出版编辑

学专业的高校，由于受图书情报学等的影响，仅将书

刊编辑业尤其是图书编辑业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专

业。这样的思路与方略不仅极大压缩、模糊了出版

编辑学专业学生的学习、从业空间，而且有违大众传

媒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利于媒体编辑工作对主流

信息领域的引领与信息传播的创新，于出版编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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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在对出版物的认识上，

我们应该淡化以往过浓的政治色彩，排除图书情报

学的不当干扰，向世界标准适当靠拢。在编辑学教

科书的出版上，可以考虑如下尚未出现的选题：一是

包括书、报、刊在内的印刷传媒编辑学，二是电子传

媒编辑学，三是连续出版物编辑学。

3．编辑学教科书的编写应注意内容信息的规范

化与科学性建设

先说书稿内容的规范化。编辑工作在大众传媒

活动中处于传播链的始极，编辑部是信息传播的最

关键的把关人，因此，介绍传媒编辑工作规律的教科

书编写者必须充分了解、认真贯彻国家的硬性规范。

然而，这些似乎老生常谈的问题却时多时少地出现。

比如，吴飞的《新闻编辑学》(2004年第3版)在表

述时多处使用英文。如第七节节题《从SND近年的

评选情况看世界报刊设计理念》(第347页)，其中

的“SND”直到后面的表述中作者才介绍是“The So．

eiety of News Design”的英文缩写，是前身为新闻设

计协会的一个组织的名称。对这一类的文字表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1条规

定：“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围语言文字的，应

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一般说来，

这种外文在汉语文出版物中第一次出现时就应加以

注释，而且不宜单独使用。《报纸编校质量评比差

错认定细则》第31条规定：“中文报纸不宜过滥地

夹用外文。必须使用外文时，除了人们比较熟悉的

(如CT、DNA)外，外文在文章中第一次出现时，要

有相应的汉译。是括注外文还是括注汉译，全报要

一致。”【l引报纸如此，教科书更应该规范。吴飞《新

闻编辑学》的上述表述显然违法违规。该书还有比

上述更严重的违规行为，不少地方甚至连中文的解

释或说明也没有。如第352页的一句话：“一家来

自德国汉堡的德文报刊——Die Woche。该报⋯⋯”

这是介绍外国的物名，但为什么不将其同时译为中

文呢?“Die Woche”究竟是报纸还是期刊?读者能

够辨别该报与德国的大报《世界报》(Die Welt)之间

的关系吗?这样的表述只能够让广大读者一头

雾水。

再说编辑学教科书内容信息的科学性。目前，

我国编辑学教科书总体质量尚好，但体系上仍有待

进一步完善，论述也须在准确上多下工夫，而不是急

于跑马占地。仍以吴飞的《新闻编辑学》为例。该

书多处出现常识错误，修订版亦存。现举两处：一是

该书(第3版第289页)在介绍版式的形状时表述，

“模块往往是规则的‘形’，如方块或长方块”。此处

的准确表述应该为“模块往往是规则的‘形’，如正

方体(块)或长方体(块)”，如系平面几何图形，应为

“如正方形或长方形”。二是该书第3版第273页

的表述：“法国大众化报纸(黄色报纸)，不但乐于采

用这种版面结构，而且比⋯⋯”这里将黄色报纸等

同于法国大众化报纸也是错误的。所谓的黄色报纸

以黄色新闻或黄色信息为主，始自19世纪末美国赫

斯特报系的《纽约新闻报》。按照美国新闻史学者

莫特的研究，其除了使用大字号的煽动性标题、经常

渲染或夸大不重要的新闻之外，还有严霞的造假行

为，如伪造照片、捏造访问记。【l川而法国的大众化报

纸以《法兰西晚报》最具代表l生。但是，这些大众化
报纸煽情有之，却不造假新闻，尤其不刻意造假新

闻。三是前述对德国“Die Woche”的介绍是报是刊

未加区分。传授编辑学的《新闻编辑学》自身还如

此欠规范、欠科学，说明我们编辑学教科书出版内容

的规范化、科学化问题实在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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