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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编辑结构与编辑规律 

徐柏容 

摘 要: 期刊编辑结构与编辑创意、编辑选择、编辑优化共存，重在创意，贵在创新，

这就要掌握、利用如下编辑规律：求同、求异、求和与求同、异、和互济规律，质量与效

益同步规律，主体客体矛盾统一规律。 

关键词: 期刊 编辑结构 编辑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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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为编辑第二规律的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无论对于编辑工作整体来说还是对于编辑结构

工作来说，都是较之编辑第一规律在更宏观的视野中起作用的规律。 

所谓在更宏观的视野中起作用，就意味着它不像编辑第一规律那样直接地、具体地作用于

期刊编辑工作整体和期刊编辑结构工作，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在起作用。 

我提出的编辑第二规律——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说： 

质量第一原则与要求效益原则，反映了编辑工作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质量

的优劣，决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大小；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大小，又是检验质量优

劣的标准之一。在编辑工作的全过程中，贯穿着质量与效应同步发展的规律。 

编辑工作整体上要贯彻质量第一原则与要求效益原则，作为编辑工作抽象本质之一的编辑

结构，同样也必须贯彻质量第一原则与要求效益原则。如果不是这样，编辑结构、编辑工

作的整体都将失去意义。 

一说到质量或质量第一，人们想到的就是期刊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

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未必是全面的。诚然，期刊的质量主要在于其思想内容与艺术质量，

但期刊的质量又不仅仅在于其思想内容与艺术质量，编辑质量更不仅仅在于所编期刊的思

想内容与艺术质量，而是对期刊的编辑创意、编辑选择、编辑结构、编辑优化总体而言

的，即是针对整个编辑质量而言的。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而不是不相关的。质量和质量第一，不仅是就

其内容及内容的思想性、艺术性而言，更是就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整体而言。没有无形

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一个僵死的空壳，一个毫无生命

力的废物。 

期刊编辑工作固然要对文稿的内容倾注更多的注意，但这不仅仅是对文稿内容的编辑，而

是对包括其内容与形式在内的整体的编辑。期刊编辑结构工作，人们也许会误认为它只是

或者主要是形式的工作，但实际它既是针对形式的，又是针对内容的。以结构一期刊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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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期刊的结构，就不仅是期刊版面的形式结构，也包括期刊内容的系统结构。例如，作

为期刊结构之经的化入有序、突出中心、互补共济与韵律节奏，作为期刊结构之纬的集

中、匀称、传承、结合、荟萃、添加等，就都是以内容的结构为主并包括内容与形式统一

的期刊结构原则。 

期刊编辑结构要贯彻质量第一原则，这是由编辑工作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编辑结构

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质量低劣的期刊编辑结构工作、编辑工作，不能为所编辑的期刊这个

系统产生“系统效应”。而不能产生“系统效应”的编辑结构，就可能失去其意义，成为

无效劳动。 

编辑结构的质量，直接影响书刊这个系统的质量；编辑结构的优劣，直接决定书刊这个系

统的有序化程度。质量第一的原则，是期刊编辑结构应奉为圭臬的原则。 

编辑第二规律指出，在编辑全过程中，贯穿着质量与效益同步发展的规律。这就是说，质

量就是效益，效益来自质量。期刊编辑结构过程要贯彻质量第一原则，也就是要争取最大

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工作，包括期刊编辑结构，当然要讲求经济效益。但期

刊编辑结构工作和整个编辑工作，作为一种文化工作又应该把讲求社会效益置于首要地

位，不能让市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说不必顾及市场，相反，应该眼中有市场，心中有市

场。但不能眼中只有市场，心中只有市场，而应在首先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追求经济效

益，对于编辑工作和出版物来说，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总是统一的，

社会效益必然带来经济效益，不存在彼此矛盾的问题。二者之间出现矛盾、不统一，只是

从作为出版者的期刊社的狭隘视角看，才可能出现。当然，在编辑结构时，也应在期刊社

的核算上，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其根本之道，仍然是遵循编辑第二规律，在

追求质量第一的前提下，谋取效益的同步发展。 

这是当前期刊编辑结构乃至编辑工作整体应注意的一个问题。在编辑创意、编辑选择、编

辑结构、编辑优化时，都可能有意无意地背离编辑第二规律，不是质量第一，而是有意无

意地牺牲质量去追求市场份额，牺牲社会效益去追求经济效益。一些期刊的媚俗现象，不

仅反映在编辑创意、编辑选择等方面，也反映在编辑结构方面，包括系统结构的庸俗化、

版面结构的庸俗化等。如果不顾刊物的性质，单纯追求夸张、刺激的版面结构、封面设计

等，不但损害了期刊的社会效益，也得不到其一味追求的经济效益，落得个“竹篮打水一

场空”的下场。 

只知求经济效益而不惜牺牲社会效益、牺牲质量的编辑结构工作、编辑工作以至文化工

作，只能导致编辑出版工作以至文化工作的蜕化，从而带来各种不良后果。这是由编辑出

版工作、文化工作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决定它们生命力的是质量。质量第一原则与质量效

益同步发展规律，是编辑工作——包括期刊编辑结构工作发展的根本性规律。 

四 

我提出的编辑第三规律为主体客体矛盾统一规律。第三规律认为： 

编辑工作的主体是编辑人员，客体是以文稿、书稿为中心的编辑对象。自身存在矛盾的编

辑主体、客体之间，矛盾也是经常的，普遍的。整个编辑过程，也就是主体与客体诸矛盾

统一的过程。 

编辑第三规律指出，编辑工作过程就是作为编辑人员的主体与作为文稿的客体诸矛盾统一

的过程，这就又在编辑工作求同、求异、求和与求同、异、和互济的本质与编辑工作是质

量与效益同步发展的本质之外，又指出了它的另一带有根本性的规律。由于编辑第三规律



一方面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进行概括的，另一方面又不仅是从编辑工作所作用的客体——文

稿来观察，而且涉及作为编辑工作主体的人，所以，编辑第三规律是从主体、客体的矛盾

统一来阐释编辑规律。 

期刊整个编辑过程既然就是主体与客体诸矛盾统一的过程，那么，作为编辑四大本质之一

的编辑结构过程，自然也是主体与客体诸矛盾统一的过程。期刊编辑结构如果不是在主体

与客体诸矛盾的统一中进行的，不是遵循、利用编辑第三规律来进行的，又怎么能做好期

刊编辑结构工作呢？所做的工作又怎么能称为期刊编辑结构工作呢？ 

所谓主体与客体诸矛盾的统一，不仅是主体与客体双方矛盾的统一，也包括主体、客体自

身之间的诸种矛盾的统一；而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也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多种形式的。所

以，这个矛盾统一的过程，是多种矛盾统一的复杂过程。 

以编辑结构一期刊物来说，作为主体的编辑人员，首先要认识、分析作为客体的几十篇乃

至更多篇拟编入这一期刊物的文章之间的关系、矛盾，在它们之间求同、求异、求和并求

同、异、和的互济，找出它们矛盾统一的基础——彼此之间具有的“公分母”，按或大或

小的“公分母”将它们结构成一些栏目；然后在栏目与栏目之间探索又一层次的“公分

母”，再按某种顺序结构诸栏目成一期刊物的内容。须加注意的是：客体的诸文之间的关

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可以找到的“公分母”未必只有一个而可能是多个，再加上在

不同篇目中去找“公分母”，找到的“公分母”也会不同。因此，编辑结构哪些文章，在

什么“公分母”的基础上结构成一个什么样的栏目，就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案。有不同的

选择，就可以有不同的结构，就可以将这一期刊物编辑结构成多种不同的形式。 

这种选择，这种结构，由于作为主体的编辑人员不同，或者虽是同一编辑人员，但处于不

同时间、不同心理状态下，其选择、结构也就会各不相同，这反映了因主体的不同或同一

主体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特殊矛盾。主体与客体本身的矛盾是各不相同的，主体与客体的

矛盾也会因时空的不同而异，矛盾的复杂性与矛盾统一的复杂性就不言而喻了。 

反映在期刊编辑结构过程上，主体本身也存在诸种矛盾，包括思想心理状态的内在矛盾、

学识素养与期刊编辑结构工作需要的矛盾、创意创新能力与期刊编辑结构工作的矛盾等。

所有主体本身的矛盾与客体本身的矛盾一样，都会在期刊编辑结构的主体与客体的矛盾统

一过程中起作用，影响到整个期刊编辑结构工作。 

不仅主体、客体本身的矛盾是如此，主体与客体之间也是如此。主体、客体本身的种种矛

盾，使得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更错综复杂，难以缕述。仅举其荦荦大者，就有主体对客

体认识的矛盾、主体作用于客体能力的矛盾、主体认识与期刊结构客体的矛盾等，都要在

期刊编辑结构中求得矛盾的统一。 

当编辑人员作为主体对客体文稿进行编辑结构时，就是主体在作用于客体。要弄清主体如

何作用于客体并对客体进行编辑结构，就先要对客体逐一认识。由于不同编辑人员各自的

素养不同，对客体的认识深浅和全面程度等就会有所不同，就会产生矛盾。这种矛盾的统

一就会反映在期刊编辑结构上，即对客体的作用上，统一得好就会有好的期刊编辑结构。

应该注意的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能力并非必然与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能力同步，而是也存

在着矛盾——有时认识虽然到了，但不一定就能同样作用于客体，不一定就能做好期刊编

辑结构工作。这就产生了通常所说的“眼高手低”现象，“眼高手低”反映的就是这种矛

盾，也就是主体认识与期刊编辑结构客体的矛盾。 

编辑第三规律反映了编辑工作、编辑结构工作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也反映了编辑工作、编

辑结构工作并不是如某些人认为的简单劳动，而是一种复杂劳动；不是“编辑无学”，而

是大有学问。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 68753799 传 真： 68753799 E-mail: cbkx@163.com 
技术支持：cgz@163.com  

从另一方面看，编辑工作、期刊编辑工作（包括编辑结构工作）中的复杂矛盾既是挑战也

是机遇。它不仅需要我们从事复杂劳动以达到主体与客体矛盾的统一，而且正因为矛盾的

复杂，也就存在着矛盾统一的多种可能性，这为我们的编辑工作、期刊编辑结构工作拓展

了广阔的创意、创新的道路，留下了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创新的可能性。同

时，也为编辑学研究的深入展示了灿烂的前景。 

                                       （作者单位：百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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