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段乐川

在拿到《普通编辑学》一书时，我看到《编

辑之友》最新一期的专题策划是《编辑学路在何

方？》，向学界提出编辑学研究陷入困境的疑问，

并发出如何推动和深化编辑学研究的号召。与此同

时，《出版科学》最新一期的编辑学研究栏目也有

作者对当下编辑学的研究提出批判，认为编辑学研

究问题重重，毫无建树。正在此时，我看到了由中

国编辑学会组织撰写、几位编辑学界领军人物集体

合作，共同完成的《普通编辑学》一书。该书第一

次对普通编辑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大胆探索，迈出

了早在几年前就提出的致力于涵盖所有媒介编辑活

动基本原理探究的步伐。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

近十几年来编辑学研究的总结，而且是对当前编辑

学研究的深化。概括起来，该书有以下几点特色。

一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普通编辑学的理论框

架。加强普通编辑学研究，探讨涵盖不同媒介编辑

活动的共同规律，一直是编辑学界的共识。早在

2003年的中国编辑学会年会上，与会人员曾专题提

出这一问题，鼓励学者共同攻关，集合努力，力争

在编辑学基础理论建设上取得突破。其时，会长刘

杲先生指出，这项工作虽然比较困难，但是只要我

们协同攻关，一定是能够取得收获的。该书围绕编

辑学基本原理这一命题，打破长期以来为人们所习

惯的媒介分割思维，从编辑本质、特性、基本功

能、编辑规律和编辑质量管理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系

统、深入的论述，首次较为系统地阐明了作为涵盖

不同媒介编辑规律的编辑学基本原理研究应该包括

的范围。这一范围，既包括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

又涉及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实乃普通编辑学研究

的基本框架。

二是较为明确地指出了编辑学研究的重点和方

向。当前，编辑学界之所以对编辑学研究提出种种

问题，原因就在于编辑学基本理论研究不够深入，

尤其是在编辑基本规律研究上缺乏科学、系统的理

论建构。这就导致当前编辑学整体研究呈现出重术

偏理，重应用缺思想的状况。而该书开宗明义地提

出要加强编辑基本理论建设，强调通过理论的建设

来提升编辑人员的编辑自觉、编辑艺术和编辑工作

水平。这既是对当前编辑学研究的过于重视实践的

纠偏，又是对未来编辑学研究方向的说明。更为重

要的是，该书明确提出，在当代编辑实践形态日益

交互化的背景下，编辑学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就是

总结涵盖不同媒介形态的编辑活动基本原理。

三是较为新颖地探讨了编辑学研究的几个范

畴。在该书中，作者论述了几个编辑学研究的范

畴，既思路清晰，又不失见地。如作者对编辑风格

的论述，与此前学界从编辑主体来认识编辑风格的

视野，就有很大不同。该书的作者，是从编辑活动

的整体构成视角来分析编辑风格形成机制的。并指

出编辑风格不仅与编辑主体因素有关，还与作者风

格相联，与受众需求相应，更与媒介风格相作用。

再如，作者还从编辑客体角度首次提出媒介产品质

量的概念，并系统地分析了媒介产品质量的内涵、

构成要素和质量标准。这一范畴的论述，同样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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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体思维和新颖独到的见解。它摒弃了此前编辑

学研究就质量而论述质量的单一思维方式，把编辑

产品质量放在主客体关系的视野中进行审视，从而

得出媒介产品质量提升的内在机理。

作为国内首部以“普通编辑学”命名的专著，

该书在普通编辑原理的探讨上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

索。但是，存在的很多问题也不容忽视。既然是普

通编辑学，就应该对编辑概念、编辑本质和编辑活

动基本规律这些编辑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独

到的回答，更应该对涉及这些问题的争论、争鸣进

行适当回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对独立的见解。

遗憾的是，该书在对编辑学研究这些基本问题上仅

仅是总结式的论述，缺乏相对深入的逻辑分析。尤

其是缺乏对见解纷呈的不同观点进行深入辨析。以

编辑本质为例，该书认为编辑活动的本质是选择和

优化，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优化是编辑本质，更没

有触及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其他观点。比如，王振

铎先生的媒介文化缔构编辑观、任定华先生的信息

智化编辑观。再如，该书提出了普通编辑规律研究

的两个维度，即编辑内部规律和编辑外部规律研

究，却对内外规律究竟是什么没有展开深入探讨。

在论述编辑活动内部规律时，仅仅分析了编辑基本

规律的概念、性质和作用，而没有对编辑内部规律

的基本内容进行深入揭示。这些难免给人“遗珠之

憾”。

再回到《编辑之友》的“编辑学路在何

方？”的提问。笔者认为，编辑学路在脚下，路在

研究之中，路在我们对编辑学基本问题的深入认识

和探索之中。以探索涵盖各种媒介编辑活动基本规

律的普通编辑学为例，这既是编辑学学科自身建设

的需要，更是指导当下变幻无穷、日新月异的编辑

实践的需要。当代编辑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作为编

辑活动客体的媒介，走向融合已经是一种历史趋势

和编辑实践最为鲜明的特征。可是，为什么作为编

辑活动的客体元素之一的媒介会出现融合趋势？换

言之，媒介融合的编辑实践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媒

介融合的基本规律是什么？这既是编辑实践的生动

现实，又是我们必须回答的理论命题。从这个角度

而言，普通编辑学研究的深化和加强，显得更加迫

切和必要。

    (作者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 学术书评

我国出版企业融资途径——抵押经营

这是出版企业在融资时经常采用的方法。抵押是指债务人将合法财产作为担保物，抵押

给债权人作为偿还债务保证，以获得融资放款的信用行为。抵押的对象可以是企业、股权、

资产、不动产、特许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等，目前出版界也在普遍呼吁以知识产权、版权抵

押融资。抵押可在短期内弥补企业资金量的不足，使企业得以将固定资产折现进入流动资

产，支持企业的发展需要。但企业也面临贷款利息压力，如企业现金流量不健康，到期还需

将资产套现还款，不利于长期投资，企业要承担较大投资赢利风险。

（摘编自唐溯：《裂变时代——中国出版资本市场发展攻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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