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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一名学习型编辑 

作者： 常永新  

关键词： 编辑 来稿选登┊阅读：400次┊ 

一、由记者约翰·霍根谈起  

读大家之作常有意外收获。在《回家的路》一书中，汪丁丁以非常欣赏的笔触谈到了美国的一位职业记者，约翰·霍

根。约翰·霍根是《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s）的高级记者。在十年的时间里，霍根访问了尚活在世上的

各个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权威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在职业记者中，有此殊荣的不只他一人）。而真正难能可贵

的是，多年来霍根一直坚持每学期到大学去选修一门数学或科学课程，以了解科学领域的最新知识。在采访每一位权威

学者之前，他都要啃完十几本与受访者专业有关的最新著作。由此霍根得到了很好的自然科学训练，常常在采访中和一

流的大师们争论得面红耳赤。多年后霍根写成了令许多职业经济学家、哲学家赞叹不已的《科学之终结》一书。  

汪丁丁要算目前屈指可数的、能将经济学的严谨与哲学的诗意完美结合的理论经济学家了。国内经济学泰斗茅于轼曾戏

说看不懂汪丁丁的纯理论文章。但，记者约翰·霍根却令汪丁丁由衷赞叹。  

令智慧又超脱的汪丁丁赞叹的是什么？除了霍根独特而具美感的生活方式外，霍根还具备了一个重要的素质，即学习的

素质。  

不是每一个记者都有约翰·霍根样的造化和机遇。但对每一个编辑记者来说，从你迈入记者这一行开始，职业特点就逼

迫着你不得不保持学习的热情与能力。应该说，每一个认真敬业的编辑记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和压力。笔者清楚得记得

对TCL总裁李东生的一次采访。当时正是吴士宏淡出TCL董事会的时候，记者的采访自然也就涉及到这一敏感的话题。李

东生回答说，吴士宏虽然淡出公司董事会，并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但公司已成立了新的管理委员会，吴士宏将在管理委

员会任职，其地位和职能和以前没有任何变动。听完李东生的回答，笔者马上意识到，李东生是在作秀，而且是在众多

的记者面前作秀。略有经济学背景和公司治理常识的记者都知道，任何运作规范的现代公司中，只有董事会才是最高的

决策机构，只有董事才能真正参与公司的决策。而所谓的管理委员会，不仅没有任何实权，恐怕也只是公司对外作秀时

的一个摆设。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贯感觉良好，常常将记者当作傻子，将公众看作弱智。  

当时想起了老人家的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要作一个明辩事非、不受愚弄的记者吗，你必须学习。  

二、学习乃生存之道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富尔为主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发布了以《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与

明天》为主题的报告书，第一次强烈地提出了当代教育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和面向未来的重大主题，提出了终身教育的

理念、走向学习化社会的目标，以及信息时代的学习。“学会生存”、“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等观念传遍世

界。进入90年代，欧盟发布《教与学：迈向学习社会》的白皮书，用以指导1996年欧洲终身学习年的各项学习活动。到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委员会发布德洛尔报告，即《学习：内在的财富》，提出学习的四大支柱，即“学会

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以及“学会生存”。这份报告通过宣扬终身学习和学会学习，全面阐述了

国际社会对未来人类学习问题的理解，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学习宣言。  

人类文明已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更新，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很快过时。教育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成为关系人类生存命运的重要前提，学习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学习是我们每一

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开启富裕之门的钥匙。对社会而言，学习告诉人们影响他们生活的主要问题，使他们成为积极的公

民，并全力以赴地投入自己社区的发展之中；对组织而言，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应积极发展和推动学习活

动在组织内的开发，使之发展成为学习型的组织，为个体的学习实践与自由体验创造条件；对个人而言，学习使人在不

断自我完善的同时也提供职业发展和改善生活的机会。人人需要生存的智慧，学习为生存之道，工作与学习必然台二为

一。每个人的生命都将只有两大主题：“生存”与“学习”。离开学习，人就无法在立足。学习的能力，就是你将来生

存的能力、挣薪的能力。对所有人来说，终身学习都将成为一种回报无限的投资。  

在当今报刊如林、群雄争霸的激烈角逐中，可以说，谁拥有了一支高素质的学习型编辑记者队伍，谁就拥有了创办一流

报刊的主动权，谁就拥有了报刊生存发展的人才优势与广阔空间，谁就自然拥有了自立于报刊之林的能力。如何迅速提

高策划型编辑的素质和能力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三、如何做一名学习型编辑  

以往的新闻学编辑研究，对新闻编辑的修养、素质早有非常丰富的论述，如新闻教科书中对报纸编辑人员的素质作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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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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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大海退潮，散落一地的贝壳；在互

联网热潮消退后，大浪淘沙，个人网站

无可避免地纷纷走入了困境。被许多经

济学爱好者视为家园的“经济学习”网

站于2002年9月28日，也就其重开后不到

一个月，再次关闭；申海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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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总结：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熟练的业务能力包括知识、文字的表达能力和编辑技巧等，严谨的作风、甘当无名英

雄的精神。这是所有编辑记者都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但除此之外，学习型编辑记者还应培养以下几方面的素质和能

力：  

（一）、学习型编辑记者应具备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对此曾有精彩论述。他说，很难统计一个媒体有多少能看懂资产平衡表、损益表、现金流

量表等报表的记者，我们的记者很少关注世界一些重要交易所的交易情况。今天，如果我们不对世界上几种重要产品的

交易价格、几个重要市场的价格指数有清晰了解，就根本不可能认识当今中国。他接着说，如果我们的记者不关注世界7

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价格，不关注几个重要交易市场的价格，像黄金市场、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的价格，我们凭什么判断

中国经济的走势？我们凭什么去引导、帮助我们的读者增加福利，增加收益，面对竞争？我们如果不关注类似的信息，

就会失掉一大片经济界和关心经济运行的读者，一大片经济运行牵涉其利益的读者。为什么企业的经营者、决策者、操

作者不看我们的报道，是因为我们的报道和他们的需求间的差距实在太远。  

（二）、学习型编辑应提升策划能力  

策划是学习型编辑综合素质的体现。策划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编辑记者主动性发挥的效果。对编辑记者而言，策划

能力的提高，也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和学习。  

1、广泛获取和科学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  

策划是一项既要决策又需设计的工作，而获取信息是编辑决策的前提。媒介的受众定位和功能定位、编辑方针的确定、

报道选题和报道方式的确定等等，都要依赖外部与内部的各方面信息，因此，策划主体必须时时刻刻追逐最新的信息。

这些信息主要有：（１）社会信息，包括时事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社会生活信息等等。这类信息是新闻传播的

主要内容，它们对报道选题决策最具参考价值。（２）行业信息，即新闻业以及与新闻业相关的行业的情报和消息。了

解本行业的最新动态，知道同行的想法和行为，对媒介策划和报道策划都有重要意义，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和浪

费。同时，也能从行业信息中发现新情况新问题，不重蹈复辙。（３）来自受众的信息。受众作为媒介的服务对象，他

们的需要和愿望以及他们对媒介的评价直接影响媒介产业的发展，只有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握受众的愿望和要求，才

能有的放矢，使传播有效地进行。（4）媒介内部的信息。编辑记者对媒介的总体策划和对报道的策划都需要以媒介自身

所具备的基础和条件为依据，媒介的人才、财力、物力和管理水平、人际关系等都对策划的可行性形成制约，因此，只

有准确把握媒介的内部变化，才能有效地开发和配置新闻资源，提高策划的有效性。新闻编辑获取信息能力的大小取决

于编辑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以客观变动的灵敏感受。  

学习型的编辑记者还要具备科学地处理信息的能力，首先是善于鉴别各类信息的真伪及其价值，从中发现对策划具有参

考意义的内容。如在日常策划组织报道时，编辑记者应能鉴别所获得的信息是否真实、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原

貌；鉴别新闻事实是否为读者所欲知，以及发布新闻的时机是否合适等。而且，由于新闻传播讲求时效性，对编辑记者

的鉴别能力有特殊的要求：一是迅速，二是准确。如果优柔寡断，就会贻误良机，使新闻价值受损；如果一味抢速度而

不加慎重考虑，又往往会造成不良影响。  

2、对事物发展变化的预见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  

策划是策划主体对未来行动的决策和设计，这就需要策划主体对策划客体的走势具有相对超前的预见和把握。新闻编辑

记者在对传播活动的决策中同样是这个道理，北京青年报在90年代迅速崛起，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新闻冲击波”，得

到业内人士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办报者在一系列的策划中具有超前意识。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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