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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编辑本质的研究异彩纷呈 ,众说莫一。文中认为对编辑本质的认识应遵循

一定的原则是:对编辑本质的认识是建立在对编辑现象充分描写基础上的内在联系的抽绎与

提升;编辑现象的描写应从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以不同的线索来进行;与编辑劳动相关的因素

有宏观 、微观 ,内部 、外部 ,决定性 、非决定性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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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编辑学研究在不断发展 ,既拓展了自己的领域 ,又不断深化与细化着有关问题的研究 。就

基本理论而言 ,编辑本质的探讨也被凸现到了较为重要的位置上 ,因为探讨此问题 ,不仅关涉到编辑学

基本理论的建构 ,而且对提升编辑学研究理论化程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纵观目前的论文及著作 ,关

于编辑本质的研究却差异纷呈 、论述各别。有鉴于此问题的重要性及莫衷一是的研究状况 ,笔者以为有

必要对此做一番梳理及再认识 。

一 、编辑本质的研究现状

对编辑本质研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对编辑本质的内涵在理解上存在着鲜明的差异。有人称为编辑劳动的本质 ,
[ 1 〗
(第 21 页),

[ 2]
(第

5-7 页),有人称为编辑活动或编辑工作的本质
[ 3]
(第 227 页)。

2.研究的视角有分歧 。部分学者论述时出现“编辑本质”的字样 ,直接行文分析
[ 1]
(第 21 页)

[ 2]
(第 5

页),大多数通过编辑概念的界定
[ 4]
(第 38 页)以及编辑活动的特点来间接反映

[ 5 ]
(第 72 页)[ 6 ](第 11 页)。

如对“编辑”概念的论述 ,或从编辑活动所涉及的范围 ,或从编辑活动的某些性质和特点 ,或从编辑活动

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等角度 ,对编辑概念作出某些判断 。在这些判断中有一部分达到了定义概念反

映事物属性的要求 ,有的仅是一种观念 、观点的描述 ,这些做法都试图揭示编辑劳动的本质。部分学者

从现代编辑劳动的状态来曲折地研究编辑的本质 。如通过编辑劳动在新时期的变化 ,来对比编辑劳动

在历史上的共同特点 ,以寻找其本质的联系
[ 7]
(第 109 页)。

3.研究的方法迥然有别。一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 ,运用各种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从马克

思关于人类劳动形态的差异这一角度 ,认为编辑的本质兼有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两种属性 ,本质上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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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一种再生性精神生产劳动
[ 1]
(第 21 页)。从人类社会结构的组成这一角度分析 ,认为编辑在本质上

不属于经济基础这个有机统一体的任何一个构成部分 ,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是在社会一定历史发展

阶段上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社会意识形态 ,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 2]
(第 5 页)。从

事物相互联系的角度 ,通过分析编辑活动中的现实关系 ,找出编辑活动的两种结构和功能 ,从而分析编

辑活动的社会本质
[ 3]
(第 228 页)。另一部分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 ,采用分析法研究 。如从社会精神文化

构成的宏观角度研究编辑活动的本质 ,认为编辑活动的本质就是进行文化缔构
[ 8]
(第 18 页)。又如从文

化 、社会文化心理构建的角度分析编辑劳动的本质 ,形成了多重性建构观
[ 5]
(第 72 页)。

与以上状况相应的是形成了纷然而芜杂的结论 ,有些观点还引起了针锋相对的系列论争 ,不是认为

对编辑本质的描述不准 ,就是认为揭示的基点有问题 。所以 ,要有较为明晰的认识 ,确立编辑本质研究

的基本原则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 、编辑本质的研究原则

关于编辑本质的研究可从不同的角度展开 ,笔者以为可遵循以下的研究原则:

(一)明晰“编辑本质”的内涵

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 ,可以反映事物一般的 、本质的特征 。从哲学的角度看 ,“本质”就是

指事物的内在联系 ,它由事物的内在矛盾所决定 ,是事物比较深刻的 、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本质”与

“现象”是相互对立的一对概念 ,本质从整体上规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现象是本质在各个方面的外

部表现 ,是事物表面的 、零散的和多变的方面 。这些零散和多变的方面 ,用以反映事物的本质时可分为

假象与真象。真象从某一方面表现事物的本质 ,假象则是事物本质的一种歪曲的 、颠倒的表现 。人们对

事物的认识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 ,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过程” 。

那么编辑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编辑的本质就是编辑劳动现象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的 、稳定的 、一贯的

联系。这种编辑现象是就编辑劳动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外在现象而言的 。要抓住编辑的本质 ,就要对编

辑劳动丰富多样的外在现象进行详细描写 ,区分出真象 ,剔除假象。不仅如此 ,还要对真象准确定位 ,深

入分析哪些因素影响和决定着编辑的本质 ,哪些因素不起决定性作用 ,这样才会对编辑劳动的本质有全

面的把握和正确的认识。

(二)确立描写编辑劳动的两个方向

编辑劳动是一项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编辑现象及其表现形

式是多样的 ,往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经历了多种形态的转化 。正因如此 ,要从纷繁的编辑劳动中体认

出编辑的本质 ,就要对编辑劳动进行多维度的描写 。但在专职的编辑劳动出现之前 ,编辑的主体意识不

强 ,有关编辑活动的记载 、编辑过程的记述相对较少 ,这就使描写出现了一定的难度。要从汗牛充栋的文

化典籍中找寻编辑劳动的痕迹 ,使描写丰而不乱 、多而有序 ,就要按照一定的线索来进行。笔者认为 ,可从

共时与历时两个方向来进行。因为某一历史阶段共时现象的形成是历时现象在此阶段的积淀与表现 ,不

同历史时期的历时变化又是共时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结果。共时描写是基础 ,历时描写是手段。

1.共时描写。所谓共时描写 ,就是选取历史上某一阶段编辑劳动的诸多现象 ,对之进行如实 、客观

地分析和描写 ,得出编辑劳动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构成及所具有的特点。这种描写是对不同时代的编辑

劳动做横断面的描写与分析。

如研究当代编辑劳动的状况 ,就是要将信息技术带给编辑劳动的特征描写出来 。随着社会信息化

进程的不断加快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的信息环境正在形成 ,带给编辑劳动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

从数字化的影响来看 ,要求作者的投稿 、编者的加工要符合信息资源数字化的要求 ,要适应电子计算机

的自动识别。从网络化的角度看 ,互联网的出现 ,使信息的载体由传统的纸质型向电子媒介方向转变 ,

同时带来了编辑主体与受众关系的转变 。传统的编辑流程和作者———编者 ———读者的关系也发生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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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变化 ,编辑活动都可集中于网上来实现。编辑劳动中的诸项活动呈现出交互 、开放的关系 ,出版的

周期在缩短 ,稿件的时效性在增强 。从信息智能化的角度来看 ,编辑主体活动的作用在不断的增强 ,主要

体现在策划组织的作用不断增强 ,创造性劳动的性质在强化 ,优化选择的导向功能在增强
[ 9 〗
(第 128 页)。

对新时期编辑劳动进行描写以后 ,将之与近代以来的劳动状况进行比较 ,其中所出现的变化是十分

明显的 ,主要有:(1)编辑劳动的领域扩大了。从图书 、杂志 、报纸 、广播 、电影 、电视和广告制作等方面 ,

延伸到光盘 、磁盘 、网络传播 、计算机软件和信息咨询等非常广阔的领域。编辑活动技术也超越了以纸

质为中心的印刷时代 ,走向光电和软件传播的时代。(2)编辑劳动的频率大大加快。(3)编辑劳动由原

来的单向传播朝双向 、多向交互式转化。(4)编辑劳动由原来的单一服务 ,转化为综合性服务
[ 7]
(第 109

页)。这样获知编辑劳动的变化与发展状况 ,为获知编辑的本质打下了基础 。

如果以上这样的描写与对比 ,发生在编辑劳动的不同历史层面上 ,那么对于获得编辑劳动的总体规

律 ,对于获得编辑劳动的本质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2.历时描写。如果把古今的编辑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和考察 ,那么对编辑劳动进行历时

的描写就十分必要了 。所谓的历时描写就是关于编辑劳动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表现所进行的比较性

的描写 。对编辑劳动的历时描写 ,可以依据不同的线索得出不同的比较结果 。这些结果从各个角度对

全面了解编辑劳动的历时变化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从下面的一些线索来进行 。

从信息复制技术这一线索来进行。编辑劳动作为信息传播中的一个环节 ,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信息

内容进行加工 ,并使之传播出去。而信息传播范围的广狭 、传播速度的快慢又是与人类信息复制技术的

先进与落后密切相关的。因为信息传播技术可以不断地沟通和扩散各类信息 ,连接各种独立的信息的

终端 ,使社会形成一定的信息网络。这种信息网络的形成 ,对经济发展 、社会协调 、管理体制 、文化扩散

和人际关系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加拿大学者哈洛德·英尼斯就认为 ,传播工具的使用创造了人的行为模

式和精神状态 ,传播的发展刺激着文化表象和象征符号的重新组合
[ 10]
(第 3 页)。可见 ,每一次信息复制

技术的提高 ,也就是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 ,都会使编辑劳动的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 ,由此可带来人类传

播文明的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这一角度来看 ,编辑劳动似乎可以分为刻契型编辑劳动 、手抄型编

辑劳动 、印刷型编辑劳动 、拷贝型编辑劳动等几种不同的形态。

再如从编辑劳动的社会功能这一角度来描写 ,编辑现象可分传播正统文化的编辑劳动 、传播俗文化

的编辑劳动。传播正统文化的编辑劳动 ,主要是指官方设立的编辑机构中 ,编辑人员主要是编辑一些维

护统治者利益的传播内容 ,使之推向受众 ,影响受众。如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 ,对于儒家经

典的编辑出版一直是封建社会编辑劳动的一个主要内容 。仅以清代的编辑劳动而言 ,从顺治朝始经康

熙朝 ,司礼监主管的内府刻书 ,刻有《孝经》 ,翻刻明北监本《十三经》(1673年),刻印《日讲四书解义》

(1674年)及《御定补刊通志堂经解》。从康熙十九年(1680年)年始 ,武英殿开馆刻书 ,刻本有 300多种

以上 ,其中卷帙最多 、流通最广的是《十三经注疏》等书。清末 ,在曾国藩设于安庆的第一个“治山书局”

的影响下 ,各地官办书局纷纷出现 ,并以重兴文教为宗旨 ,翻刻大量的内府本 、武英殿本国学从书。如同

治年间广东 、江西书局重刊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同治 、光绪年间 ,浙江书局 、江西书局 、崇

文书局 、江南书局相继重刊《御纂七经》。光绪二年(1876年),江南书局重刊武英殿本《仿宋相台五经附

考证》 ,等等。这些对传播正统思想及文化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 ,这种类型的编辑劳动 ,是以往编

辑劳动的主流形态。与之相反的非主流的编辑劳动形态 ,多是在民间的一些书坊所进行的一种编辑活

动 ,传播的主要内容也多是市民文化 ,即传播俗文化的编辑劳动 。宋代以来 ,坊刻的编辑劳动很有代表

性 ,其以福建建阳的坊刻编辑劳动最为典型。因其以赢利作为目的 ,因此刊刻的对象多属社会中下层 ,

发行了大量的通俗读物 ,如各种酬世大全 、医卜星相 、农工杂技等应用性较强的书籍 ,出版了大量的为官

府私家刻本所不齿的话本小说 、杂唱变文等俗文学读物 ,如《武王伐纣》 、《宣和遗事》 、《三国志》等。“这

些为社会所急需 ,为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科普 、文化读物 ,对传播文化科技知识是有积极作用的。”
[ 11]

(第 38页)福建建阳坊刻在元代最为发达 ,元代以来 ,不少的话本小说 、戏剧底本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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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下来的 。

另外 ,还可以依据编辑劳动规模的大小对编辑劳动进行描写 。编辑劳动规模的大小不同 ,与之相应

的编辑手段 、编辑方法 、信息传播的范围大小也就不同。所以 ,从编辑规模的大小也可窥见编辑劳动发展

的一系列情况 ,也就可以将它作为编辑劳动现象描写的线索。如萌芽状态的编辑劳动 、兼职性的编辑劳

动 、专职性的编辑劳动 、群体化的编辑劳动 、工业化的编辑劳动 、电子化的编辑劳动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以上仅是描写编辑劳动的几个不同的线索 ,还可以依据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历时的描写。

(三)分析与编辑劳动相关诸因素

也就是确定与编辑劳动现象相关的诸种因素 ,并依据这些因素 ,对多样的编辑现象进行条分缕析 ,

将之归类 ,看哪些因素影响和决定编辑劳动 ,哪些因素只是某一时代的局部的影响性因素 。对编辑劳动

的相关因素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分为不同的类别 ,比如宏观因素 、微观因素;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决定性

因素 、非决定性因素等。

1.宏观因素 、微观因素 。从人类编辑劳动出现和发展的历史来看 ,影响编辑劳动的因素 , 可 分 为宏

观因 素是 与微观 因素 两类 。宏 观因 素主 要是 指影 响编 辑 劳动 的 社会 的 政 治 、经 济 、文化 等 因 素 , 也 就 是

我们平 常所 说的 社会 环境 的因 素 。任何 编辑 劳动 都是 一 定社 会 环境 下 的 传播 劳 动 , 必 然受 到 所 在时 代

宏观 因素 的影响 。也 就是 说处 于不 同的 政治 、经济 、文 化 环境 当 中 , 编 辑劳 动 的 表现 就 有 所 不同 。明 代

大儒 顾炎 武的 《日知 录 》说 :“天 下无 不可 变之 风俗 ” ,风 俗变 换 、环 境改 变 ,也 决定 着不 同时 代的 人们 的传

播行 为有 所不同 ,自 然也 决定 着人 们的 编辑行 为有 差 异 。微 观因 素 主要 指 影 响编 辑 劳 动发 生 的 有关 主

体的 各种 因素 , 包 括 编辑 主体 的社 会背 景 、编 辑主 体所 在的 阶层 、所处 的组 织 、所 受教 育 、个人 的素 质等 。

正如马 克思 说 :“人创 造环 境 ,同 样 环 境创 造 人 。”社 会是 由 众 多 的 个 体所 组 成 的 大 系 统 , 在 这 一大 系 统

中 ,社 会与 各个 人 、各 组织 甚至 各阶 层之 间都 存在 错综 复 杂的 互 动 关系 。各组 织 、各 阶 层的 有 关 因素 都

可能 影响 到个人 的行 为 , 包 括 个人 的编 辑行为 。这 样 往往 出 现了 同 一时 代 、同 样 的 编辑 内 容 , 因 个人 的

因素 不同 ,使 编 辑劳 动出 现了 不同 的表 现形式 。

2.外 部因 素 、内部 因素 。从具 体编 辑 劳 动 的发 生 来 看 , 可 以 将 影 响的 因 素 分 为外 部 因 素 和内 部 因

素两 类 。编辑劳 动是 一个 动态 的过 程 , 这 一过 程的 实 现与 完 成 , 既 受 到 外 部因 素 的 影响 ,又 受 到 内部 因

素的 制约 。外部 因素 主要 包括 有 :编辑 劳动发 生的 技 术环 境 、编 辑劳 动 所 依附 的 载 体物 、编 辑 劳 动所 产

生的 社会 效果等 。内 部因 素包 括 :编辑 活动的 方针 、编 辑活 动的 宗旨 、编辑 活动 实施 的步 骤等 。

3.决 定性 因素 、非 决定 性因素 。从 影 响 编 辑劳 动 诸 种因 素 所 起作 用 的 大 小而 言 ,可 以 将 诸多 因 素

分为 决定 性因素 与非 决定 性因 素 。凡是 直接 影响 到编 辑劳 动性 质的 那些因 素称 为决 定性 因素 。凡 是不

直接 影响 到编辑 劳动 性质 的那 些因 素称 为非 决定 性 因素 。如 科 学技 术 的 进步 ,带 来 不 同时 代 编 辑劳 动

方式的 不断 改变 ,那 么 技 术 的 因 素 就 是 决 定 性因 素 。而 编 辑 劳 动 环节 的 具 体 方 式 , 如 校 雠 方式 中 “活

校” 、“死校 ”的变 更往 往对 编辑 劳动 没有 决定 性的 作用 ,那 么 它就 是非 决定 性的 因素 。

三 、对编 辑本 质的 再认 识

通过 对历史 不同 时期 编辑 劳动 的纵 横两 方面 的描 写 ,以 及对 影响 编辑 劳动 的诸 种要 素的 分析 ,可 以

说对 编辑 本质的 认识 应从 宏观 与微 观两 方面 进行 全方 位的 透视 。

从编辑 劳动 发生 的宏 观的 外部 因素 来看 ,一 定 时代 的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诸 因素 都 必 然影 响 到 编辑 劳

动 ,并 在编 辑劳 动内 部系 统中 有所 反映 。如经 济因 素中 ,生 产力 的发 展水平 就必 然影 响到 编辑 活动 的规

模 ,影 响到 信息 载体 的形 成 、影 响 到复 制 技 术 等 。再 如 政 治 因 素 , 也 必然 反 映 到 编 辑 方 针 、编 辑宗 旨 上

来 ,影 响到 对编 辑内 容的 选择 上 。

从编 辑劳动 发生 的微 观的 因素 来看 ,不 论 什么 时代 的编 辑劳 动都 属于 传播 劳动 的一 种 ,都 要对 其他

来源 处的 信息进 行把 关 、编排 ,使 信 息能 依附 于一 定的 载体 传播 出去 ,从 而 为他 人所 共享 ,达 到 传播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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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任 何 一种 编辑 劳动 的发 生必定 与这 样 一些 环 节性 的 因素 联 系在 一 起 :(1)一 定 来 源的 信

息 。(2)策 划 、把 关 、编排 。(3)使信 息负 载于 一定 的 载 体 。(4)出现 信 息共 享 的 结果 。(5)传 承了 文 化 。

如果 说以 上这些 要素 成为 编辑 劳动 的要 素 ,是 贯串 编辑 劳动 不同 历史 阶段 的基 本的 要素 ,在 这 些基 本要

素的 内部 还可以 有一 些相 关的 要素 ,使 不同时 代的 编 辑劳 动 呈现 出 鲜 明的 差 异 。如 编 辑内 容 取 舍的 方

式 、编 辑模 式的 形成 、编辑 方法 的选 用 、载 体质 料的 差 别 。这些 都 是附 着 在 编 辑劳 动 环 节性 诸 要 素上 的

影响 编辑 劳动形 态差 异的 一些 要素 。

综上 所述 , 在 不 同时 代 ,在 不同 环境 中 ,编 辑劳 动的 手 段在 变 ,编 辑 劳 动成 果 的 载体 形 式 在变 ,编 辑

活动 的范 围在变 ,编 辑人 员的 知识 结构 、价值 观念 在变 ,并 且 在不 同时 代不 断出 现一 些新 的因 素 ,但 万变

不离 其宗 的是 :编辑 劳动 是一 种精 神生 产与再 创造 的劳 动性 质不 变 ;编辑活 动处 于信 息的 来源 与信 息的

目的地 之间 的地 位不 变 ;编辑活 动是 策划 、优 选与 组合 信 息的 基 本特 征 不 变 ;编辑 活 动 的目 的 是 传播 与

存储文 化的 目的 不变 。所 以 ,关 于编 辑 的 本 质 可 以 概括 为 :处 于 信 息 来 源 与 信息 目 的 地 之 间 的编 辑 劳

动 ,是 一定 社会 环境 中的 编辑 主体 所进 行的精 神生 产和 再创 造的 智力 性劳 动 ,主 要是 通过 一系 列劳 动手

段的实 施 , 对 一 定的 信息 内容进 行策 划 、优选 与组 合 ,使 劳 动 的最 终 成品 适 应 精神 生 产 与市 场 经 济运 作

的规 律 ,转 化成 为一 定负 载物 的文 化产 品 ,最 终将 各形 态的 文化 得以 传播并 贮存 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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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recognize the essence of edit should follow these rules:1.The essence of edit is a kind of

abst 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abundant define of the edit phenomenon;2.The def ine of the edit phenomenon

can begin from:diachrnic w ay and synchronic w ay;3.The factors that decided the essence of edit can be

divided into macroscopical facto rs ,microcosmic factor;internal and ex ternal;defini tive and indefi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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