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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一份职业的历史

郝振省

  【著书者说】

  中国编辑学会确定《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这样一个选题，并且断断续续坚持了数年，花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编著成书，修

成正果。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促成了这个选题的立项并推动其前行。

  其一，中国编辑学会的宗旨使然。中国编辑学会是一个全国性、群众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学会总的任务是通过理论和

业务研究追溯编辑学历史，分析现实，探索编辑工作的规律和科学原理，建立编辑学理论体系，培养高素质的编辑人才队伍，为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竭诚服务。

  其二，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的创新点使然。从史入手，固然是学术研究的一条比较成熟的沉潜之路，而这个选题的亮点或创新

点，就在“近代编辑史”上。关于“中国出版史”的著述不在少数，简史也好，通史也罢，业界同志交谈议论起来，总能列出一张

长长的单子，但关于“中国编辑史”的著述则少之又少，很难觅得几本。《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不只是关于出版的断代史，而是

在此基础上更侧重对编辑史展开探索和研究——侧重于编辑职业群体的形成、编辑机构的发展、编辑人物的凸现、编辑成果的梳

理、编辑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探讨与研究。

  其三，必要性与可能性结合才构成事物必然性的规律使然。中国编辑学会所辖的编辑史研究专委会聚集了若干长期在总编辑、

骨干编辑、编辑教学科研岗位上工作，对编辑史研究颇有兴趣，且有一定积累的专家学者同仁，使得选题的可行性有了现实的人员

保障。

  该书唯物辩证地揭示了近代社会变迁与出版行业变迁的逻辑关系。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由于通商口岸和沿海一些城镇纷纷建厂、通商，对科技、商业信息不断增长的需求，催生了近代最初的报刊业；伴

随着殖民主义者来华的传教士，纷纷开办教会报刊，印制教会图书以及部分科技图书等。“师夷长技”“救亡图存”的潮流引发官

办书局及服务于洋务运动的同文馆等出版机构纷纷建立。科举制度的废除，“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实施，公众对新式教科书

的大规模需求，又引发了民营书业的急速产生。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具有资本主义某些特征的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业的诞生与发展。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事业，可以说是相伴随而产生、相依存而成长的。最初的中国编辑出版人在教会出版机

构里面求职谋业，逐渐掌握了一定的编辑出版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其中一部分人就开始自己独立办厂办企。开始主要是承揽印

制、发行等业务，慢慢地也直接办起编、印、发一条龙的书刊企业。编、印、发一条龙的利润明显高于只拥有其中一两个环节的利

润。

  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终结，使得大批新式知识分子进入编辑出版业，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有着较新的知识结构、较好的

西学素养、较开阔的世界观，不再把读书作为人生价值的唯一取向，他们成为编辑出版队伍中最有近代化特征的群体，传统书业中

单纯的印制工厂也向具有编、印、发职能的现代出版企业转变。印制业务的近代化与其发行业务的邮政化，要求编辑环节集约化与

职业化（专职化），于是“编辑所”制度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编辑出版家，比如包天笑和夏瑞芳认为：要扩展

业务，预备自己出书，非办编印部（所）不可。应该请有学问的名人来主持。出版企业一家又一家诞生，编辑群体一个又一个地形

成，成为中国近现代编辑出版事业发展的鲜明特征。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演进至20世纪20年代后，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

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党的诞生壮大与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事业的渊源。

  前面讲过，近代编辑脱胎于旧知识分子阵营，中国近代第一批职业编辑是在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中外文报刊的过程中产生并成

长起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启蒙”“救亡”“保种护国”成为中国社会急迫的主题，维新派报刊催生了具有政治自觉的媒介

知识分子群体，20世纪前后维新派的政党报刊使得报刊编辑本身的社会形象、职业地位得以提高。中国近代史的跌宕起伏，无不与

报刊密切相关，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大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工作。出版与国家兴亡有了深入关联，与开启民智有

了密切关系，与科学启蒙有了坚实呼应，与民主革命有了直接瓜葛。

  编辑出版人的精英化在出版机构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民营出版机构为代

表，近代出版业在数十年时间内集中了大量的文化精英，他们在谋取职业、求得生存和有尊严地工作的同时，开启民智、昌明教

育，为救亡图存、唤醒民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勇于并善于表达自身的文化主张和政

治主张。他们一方面抓住废除科举制的契机，推出能满足近代社会需要的不同层级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在维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同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或进步的、科学的内容为我所用，兴我中华。这个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介绍新的思想，创

造新的文化，还不断地扩充新式知识分子团队或准知识分子队伍，共同为出版业发展作贡献。

  蓬勃发展的近代出版业和职业编辑队伍为社团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这种社团活动与职业编辑队伍相互推动，相互催生。一方

面，职业的共同性、共通性、差异性与理想性促使编辑结成紧密联系的社团（学会），通过交流信息、集思广益、思想碰撞和智慧

聚合，达到联络感情、提升职业能力的目标。另一方面，在这种议论、碰撞、聚合的过程中，职业编辑渐渐地意识到这种新式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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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纽带和平台作用，逐步产生一种依赖感和获得感，新式学会进而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各类学术社团的源头。学会、会刊与年会构成

了“三位一体”的学术体制。有学会必有会刊，有会刊必有年会。创办会刊与举办年会，是中国近代学会最重要的事业和主要的活

动方式。可以说，报刊和书籍是近代学会的媒介基础，而学会又是报刊编辑与书籍编辑能力提高及报刊、书籍质量提升的推进器，

是报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之间的共同理想和共同志向的加固器。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报刊和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建立起红色的编辑

出版队伍，极大地推动和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书写了我们党的红色出版史。

  （作者：郝振省，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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