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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辑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编辑学”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是 1949年4 

月，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李次民首先提出 

的。他在广州 自由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 

《编辑学》，内容共22章，主要讲编辑理论与新闻 

报纸的版面编辑，同时还设两章讲报纸“副刊”的 

编辑。引人注目的是该书还设专章讲述杂志 (期 

刊)的编辑。书中罗香林的序言说：“次民⋯⋯浸 

淫群籍，造诣益深。迄抗战胜利，余参与粤政，次 

民亦自桂归，相见即与商讨国际政治及新闻事业， 
⋯ ⋯ 次民遂己为新闻学及国际政治诸学权威矣。 

比次民教国民大学新闻学系，著 ‘编辑学 ’22章。 

不先著新闻学，而殷殷以编辑学为务者，以报章良 

否，其先决条件系乎主编者学养与编辑艺术也。 

编辑艺术之重要，治新闻学者多能言之，而专门著 

作，则以次民此书为创举，信夫其不易也。”又，鲁 

豫冬在该书序言中说：“我一向把编辑工作看做一 

种组织艺术 ，⋯⋯办报固然如此，再伸言之，就是 

办杂志、或者编其他书刊，也都如此，没有什么例 

外。⋯⋯因此便不能不先把编辑学这一部门的理 

论和技术先搞清楚。⋯⋯尤其是编辑学，能够像 

李先生这本书那样，广泛的从新闻学、新闻纸、一 

直论到杂志，精细地总括了全般的编辑理论和技 

术，并加以透彻的阐释的，据我所知，这似乎还是 

第一本。”这就是说，中国的第一本编辑学著作就 

是研究“全般的编辑理论和技术，并加以透彻阐释 

的”普通编辑学，属于报纸编辑、图书编辑和期刊 

编辑共需的基本素质教养性学科。这可以说是中 

国最早的专门探讨“编辑学”的著作。 

由于战争等多种原因，中国的编辑学研究未 

能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大陆、港台偶尔有人研究 
一

点，大多不成气候。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编辑学 

研究才被重新提上 日程。现在中国编辑学研究已 

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在高等教育中 

占有一定地位。编辑学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虽 

然在艰难曲折中漫漫求索，但有思维路径，有学科 

理论，有历史知识，有技术手段，有多种多样越来 

越广阔的应用场所。 

同是在 1949年，曾任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 

助理、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主编、传播研究所所长 

的威尔伯 ·施拉姆①也编纂出版了一本书，名日 

《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这本书收录 

了研究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其他 

学科的专家对传播活动的研究的成果。全书共分 

8个部分：“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 

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 

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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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大众传播的责任”等。施拉姆在挖掘前人和 

他人的传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自己的传播观 

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当大多数人对传播这个 

学科还不甚明白的时候，施拉姆已通过这本著作 

建构了传播学的学科体系。施拉姆编撰的这本 

书，可以说标志着传播学学科的创立。 

施拉姆本人毕生都致力于传播学的研究，不 

断著书立说 ，到处讲学宣传，推广传播学。从此， 

“传播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施拉姆也成为传 

播学研究中美国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这个新兴 

的交叉学科，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 

各学科中，并迅速发展，出现了三四个学派，成为 

世界性显学。 

其实，从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来看，与中国编辑 

学的研究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中国的编 

辑学和美国的传播学，是同一年诞生的学科专业 

术语。只不过一个使用汉语名称，一个使用英语 

名称。在互有差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实用条 

件下，一个根植于悠久传统，现正在发展中，只是 

发展得缓慢一些、艰难一些、文弱一些；另一个没 

有传统包袱，只求“传媒制胜”的现实应用，发展得 

快速一些、顺利一些、强悍一些。二者研究的路径 

也有很多相通之处。都是研究如何创造文化媒 

介，怎样又好、又多、又快、又准确、又清晰地传播 

多种信息，以适应越来越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要。编辑学把中国的编辑史上溯到殷商甲骨 

文的时代 ，并下延到广播影视和数字网络的当 

代。因为任何文化传播媒介都是由编辑创造构成 

的。编辑学研究如何创构媒介传播文化，是在人 

文主义传统基础上探求怎样通过创造各种媒介、 

编构和传播多种文化知识和信息的学问。而传播 

学则更多的是在美国社会的实用主义传统基础 

上，实施信息控制的过程分析和现实应用。由于 

传播学与编辑学在西方与东方两种不同的历史传 

统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因种种现实条件，各有不同 

的走向0前者偏重对外传播，空间拓展，后者注重 

本身发展，时间传续。 

实际上，具有传统特色、新兴学科、国人首创 

这三个特点的编辑学就是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积 

极吸收西方传播学的优点和长处，让中国的编辑 

学发展得更充分、更完善，力量更强大、特色更鲜 

明，才是我们学科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或许要比 

直译过来一个外面的学科，而后再去“本土化”，来 

得更顺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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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关于中外编辑与出版的大量研究 

表明：编辑学是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也是极富 

时代传媒业需要的一门基础学科。它是交叉性强、 

横断面大、应用度宽广的普通学科。我们应当认真 

地学习它、研究它、应用它，创构多种多样的媒介， 

做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支撑并引领中国 

现代出版和整个传媒业高速走向世界。 

二、编辑学贯穿于古今中外 
一 切传播媒体，是一门原创性、 

综合性极强的基本学科 

从 1980年初开始，胡乔木同志作为党和国家 

主管新闻出版部门的领导人，从文化传媒业大改 

革、大发展的实践出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并借鉴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成功和欠缺之处，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建议和意见。他认为： 

“西方传播学中也有一些东西对我们是有用的，特 

别是在传播手段、传播方式上，有可供借鉴的经 

验。”⋯我们也应借鉴西方传播学的经验来“培养 
一 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把 自己“过去的 

优良传统同当前新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为进一步走向世界，打进世界舆论市场做出更大 

的成绩”。[2l 

胡乔木同志深深感到，我国 “所有的新闻单 

位，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新闻电 

影制片厂”，还有各家出版单位，太缺乏富有创新 

精神的编辑人员了。因为任何新闻出版单位和一 

切传播媒体、“编辑部”都是他们的“思想中心”，都 

是其传播内容的组装部和发动机。但是我们几乎 

所有的新闻出版与广电传播部门，都没有正规的 

编辑人才来源。“不但报纸编辑要有来源，出版社 

的编辑也要有来源，⋯⋯编歌曲、编剧本的都需要 

编辑知识嘛!听说现在有的中文系的学生分配不 

出去，分到人民日报不适用。作家懂得一些编辑知 

识没有坏处。做一个真正的编辑不容易。⋯⋯编辑 

的需要量很大，有线广播都需要编辑，火车上的广 

播员也要写广播稿”。[3l“除加强基本功训练外，新 

闻工作、编辑工作如何现代化，现在就要准备，要 

用最新的方法排版、传电讯、接收，等等”。【4 胡乔 

木同志上述许多有关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乃至电 

影、摄影作品的编辑方面的谈话，最终归结为：要 

在大学里正规地培养具有先进思想理论、丰富专 

业知识、掌握基本编辑方法和技能的专门人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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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引证胡乔木，就是说编辑 

学不是仅指所谓出版社内的图书编辑职业之学 ， 

而是指涵盖整个文化媒介之母本构成的一门基础 

学科——编辑科学。在这门基础学科之下，还有许 

多不同媒体、不同文体、不同传播应用方式的分支 

编辑学或部门编辑学。分支学科可达 40多门，研 

究方向至少有 l0个以上。比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 

教育教学状况要充实、丰富得多。勿庸置疑，编辑 

学理应是纵贯古今文化传播历史而又横断于图 

书、报纸、期刊、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各种出版 

与传播媒体的基础学科或普通学科。就像施拉姆 

所说的传播学一样，就其学问的深度、广度，理论 

和实践发展的前景来看，“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 

的学科的一个基本学科”。胡乔木在《就试办编辑 

专业问题复教育部信》就明确指出：编辑学研究的 

内容应包括历史上著名典籍、辞书、丛书、年鉴、一 

般图书、报纸、刊物等等多种传播媒介的编辑经 

验。他还建议“编辑专业应设辞书学、目录学、校 

勘学(中国就有这两类的书)，编目、标题、注释、摘 

要、插图、索引等的研究和试验，印刷、出版、发行 

知识等科目”。 教授这么多的编辑经验和知识科 

目，如果不设置概括性较高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 

专业历史知识课程与基本方法技能课程，就很难 

走出编辑学专业教学的第一步。“为促成这个专 

业”，“使艰难的第一步成行”，乔木同志还建议广 

泛收集编辑家的回忆录、经验谈之类参考资料，聘 

请那些从事书、报、刊等多种媒介编辑工作的“博 

学而热心的学者”，开讲座，设专题，撰写教学大 

纲，或“请他们到校兼课”。这些专题讲座，大多是 

当前现实中编辑出版业发展急需的课程。 

反复学习胡乔木的多次谈话，可以得出一条 

结论：编辑学是营造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广播、 

电视、电影、网络等一切传播媒体的基础学科，是 

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内容，又有现代传播技能 

和手段的东方传播学。它是中国大地上生发出来 

的根深枝繁叶茂，而花果尚未丰满的一门基础学 

科，我们应该悉心培植这个学科，使它进入现代众 

多学科之林，开出多姿多彩的花，结出味道鲜美的 

果。 

媒体发展的历史规律，在于它永远行进在追 

求无限完美的过程之中。因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 

其优越无比的特点与难以弥补的缺陷。所以，媒 

介就总是处于创新、发展、补缺、增生的演变过程， 

形成一连串的综合和增值。传播学中的“后视镜” 

原理认为，每一种既有媒介都是编辑所要创造的 

新媒介的“后视镜”。编辑创造媒介的过程从来就 

是看着“后视镜”进行创新的。每一种新媒介的创 

造生成，都是对旧媒介的补救、改善、积累、叠加和 

增值。媒介创新的过程，就是编辑人在文化生产过 

程中，通过方向盘左右不断地“补救”、油门大小不 

停地 “增续”，使车中人的五官、躯体和神经中枢， 

统统在时间中延伸。媒介传播的道路同时也在速 

度中缩短。从泥版书、陶文、甲骨文、金石文、竹木 

简板、帛纸文书、刻印图像和书籍、活字排版机械 

印刷的图书报刊，直到磁带、光盘、银幕、荧屏以及 

电子网络出版⋯⋯，“地球村”中的人们，倏然跨越 

到 2l世纪——多媒体互动传播无限讯息的网络 

交流时代，数字化简直不容分说地把古老而分散 

的编辑出版逼进到现代化的大世界。然而，编辑总 

是在创新，审理整合新的讯息，缔造构成新的媒 

介。不断更新的编辑理念，不停演变的出版传播模 

式，无限信息日益频繁的交流，促使文化发展的历 

史一页一页地翻转过去，一页一页地积累起来，并 

连续不断的创造出更新的页面。如同轮转机印刷 

报纸，一张接着一张，又如电脑屏幕上闪示的界 

面，一个接着一个，但每个界面都是编辑创新的产 

物。 

编辑学作为一门创造文化媒介的科学，恰如 

出版学是一门创造大量出版物的科学一样。编辑 

与出版本来就是一种传播媒体的两个方面，一面 

是文化内容，一面是媒体形式。可以说，媒介就是 

文化，讯息就是传播。我们把编辑学的基本原理已 

经分述为三个，即文化缔构、符号建模与讯息传 

播，并在这个基础上引申出编辑活动内在的三条 

规律和三个特点。东方人创立的编辑学、出版学 ， 

与西方人创立的传播学、信息学一样，是同一种学 

问的不同说法，是同一学说内容的不同语言表述， 

是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认知方式。目前全球化 

的历史正处于东西文化交流融会 、互相推动的过 

程中。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学也和传播学一样 ，显 

示出极强的综合性功能。首先它已同出版学综合 

起来，常常被称为“编辑出版学”。我国的编一印一 

发一条龙，在长期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是以编辑为 

首的一条线模式。但在世界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 

代条件下，经过20多年的双向交流，中国这条龙 

已经同日本、美国历史上形成的发一印一编一条 

龙模式，首尾链接起来，演变成双向循环的圆形模 

式。韩国的出版学家也把编辑与出版看作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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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创新与形式上的媒体演变这么一个综合发 

展的历史过程。El本首创的出版学，也在东亚文 

化与学术的长期交流中，像中国首创的编辑学一 

样，相互综合起来成为世界性的编辑出版学。20 

多年来，中国出版业经历的振兴、市场发展与El本 

出版业经历的市场崩溃、萎缩，从两方面迫使中国 

的编一印一发这条龙与 日本的发一印一编这条 

龙，逐步形成首尾衔接，环环相扣，双向运作、优势 

互补、良性循环的圆。这一趋势也许还将在国际 

编辑出版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大交流中，逐步形 

成一个相互取长补短、共创共赢的编辑文化创新 

与出版业的“统一场”。百年来中西方出版文化结 

构严重失衡的局面，也许就要开始扭转了。 

出版业的发展催生了编辑学理的研究，编辑 

学理的创新又推进了出版业的发展。为什么出版 

业的发展需要编辑学理论的指导和推进呢?因为 

出版业不同于一般的行业，它是以思想意识文化 

理念为价值追求的灵魂产业。所以，特别需要以 

编辑文化创新作为出版业的内在生命。正是历代 

编辑们孜孜以求的文化创新，引领着出版业持续 

不断的发展。单纯的出版学主要是研究印刷等复 

制技术和市场发行经营的，而中国特色的编辑学、 

或者东亚特色的编辑出版学，则是全面研究编辑 

内容的文化创新、复印出版技术与市场发行经营 

的一门完整的科学。正如 El本学者川井 良介所 

说 ，“作为出版媒介整体来考察，编辑出版学是在 

东亚诞生的。”这门学科“不是 ‘模仿的学问’，而 

是‘内部自发的学问 0 Itil经过“全面地对出版本 

身的思考”(吉田公彦语)，日本大学在学习西方传 

播学与新闻学学科专业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增 

设了“东亚人发自内心的文化模式”——编辑学和 

出版学的科目。1985—2005年，大学里增设的编 

辑出版学科 目，已由 11个达到了54个；设置编辑 

出版学专业的大专院校，也从 15所增加到62所； 

编辑出版学研究生院，2005年突发式地诞生出4 

个。El本学术研究支援中心的远藤千舟教授还对 

传统的“出版”赋予了新的“定义”：“将人类活动中 

的情报、知识及其他思考，通过使用文字、图像等 

拥有一定形式和媒体，使其表现、复制、还流出来 

的过程。”他还倡议，“将出版行为列人人类的普 

遍知识性范畴中”，并且“将其确立在 ‘科学’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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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因为“它意味着以下两方面：其一是指并不 

只有被产业化了的出版才是出版学的对象；其二 

则是指并不是只有通过印刷生产出来的书籍才是 

出版。”提出要“克服过去以传统的印书产业作为 

‘出版’的狭隘观念，”作为传播学的一环 ，它是研 

究在人类创造的版文化历史长河中 “怎样去生产 

知识和讯息，并对它进行记录，促使其加以流传时 

不可缺少的条件”。强调要研究编辑与出版的理 

论、历史和应用，并在“教育纲要”中“设定为中等 

教育以上的一般教养必修科目”。“更为理想的便 

是在初、中等教育上也能学习‘出版的历史’及‘出 

版实践’。对于‘制书’已是必不可少的计算机，正 

不断地设置在这样的教育机关，实现普遍意义上 

的‘出版教育’的条件正在逐步完备。”I71韩国的出 

版家还提出不仅在大学里，还要在中小学里给学 

生们讲授最基础的编辑知识和编辑技能课程。事 

实上，我国的中小学校早已开始训练学生们编小 

报、出板报、编节目，普及着最基本的编辑知识。不 

仅日本和韩国都在呼唤 “编辑出版教育的普遍 

化”。中国编辑学会原会长刘杲同志在 2006年3 

月全国编辑出版界的代表大会上，也讲到“编辑活 

动早于出版活动”，“编辑活动大于出版活动”，应 

当建设起一门科学的“普通编辑学”，推动编辑文 

化创新和出版业改制，使这两方面都有更大的发 

展。 

目前 ，我国大学里的编辑学专业教学与学科 

建设正在努力创新，力争有更大的发展、上更高的 

层次。将来如何，要看我们在各自的科学研究和专 

业教学过程中如何把握其价值取向，在建设现代 

先进文化传媒的征程中，怎样进一步 自主地从事 

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行业创新，在学与术两个方 

面，进一步推动我国编辑出版业乃至整个文化传 

播业全面、充分、健康、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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