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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编辑主体的审美追求与其创造本性相一致, 是由编辑活动的本质规律决定的, 表征为编辑主体长期孕化与

累积的一种生命智慧, 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出版效益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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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活动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是社会

文明得以载体化、符号化的重要方式,出版物不仅要

有充实科学的内容,而且要通过美的形式予以表现,

给人以美的享受,真善美内在地统一于编辑活动之

中。 �真  是指编辑活动中所选择的信息真实可靠,

符合科学规律,反映社会历史, 观照宇宙人生, 具有

公信力和可信度。 �善  是指编辑活动及其最终物

化的信息载体具有价值功能和教育作用, 能给人以

心灵的抚慰、人格的提升和精神的满足,导向积极的

人生目标。 �美  是指编辑活动过程是对美的发现
与优化,同时出版物是一种物态化的美的存在,从内

容到形式都具有美的品格和力量,是建立在真、善基

础之上的现实的美的形态, 而且在消费中实现美的

增殖功能。如果说真是编辑活动得以生成的基础和

内容依托,善是其固有的内隐功能,那么美则是其由

真与善凝结而成的主要品格,它是编辑主体创造性

成果物化后的价值象征。因此,编辑活动作为一种

文化行为,必然要求编辑主体具有良好的审美素质,

始终贯穿其审美追求。出版物作为这种追求和行为

的美的产品,实际上是编辑主体审美运思的直接外

化,离不开其审美原则,表征其审美价值取向。人类

通过编辑出版的途径使其文明成果保持连续性,以

此不断使来者从中吸取养料、提高素质,必须在求真

求实的基础上尽量求得美化的效果。编辑艺术正是

人类审美创造活动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一种审美

的追求。

一 审美追求与编辑主体的创造本性相一致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按照美的规律来

进行创造性劳动,正是人类创造行为的本质特征,而

且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科技文化事业的繁荣, 这

一特征日益明显与重要, 特别是现代科技为编辑的

审美创造提供了技术手段, 编辑主体审美运思的物

化形态更易生成。同物质产品相比, 作为人类文明

更高层次体现的精神产品的转化性生产,更需要生

产者即编辑主体拥有审美追求,拓展审美眼光,掌握

审美尺度, 以美的心灵来塑造和加工。马克思说: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

造, 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

去; 因此,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 1]按照美的

规律来进行创造性活动, 正是人类创造行为的本质

特征。对编辑主体而言, 作者的文稿作为初级精神

文化成果,本身就具有创造性, 要对之进行加工润

色, 使之载体化,变为具体的出版物, 应凸显形象生

动、美观庄重、个性鲜明等特点,尽量做到雅俗共赏,

能在内容取向上具有美的蕴含, 从外观形象上吸引

读者。这就要求编辑主体具有深厚的美学修养和高

尚的审美情操,在具体的编辑运思与操作实际中具

有审美思维,通过审美意识的创造, 精雕细刻, 使毛

坯状的产品变为赏心悦目的出版物。在人类物质生

活状况稍有改善的早期, 便在其生产劳动中开始渗

透审美原则;在人类文明时期,对美的追求倾向更是

日益强化,逐渐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应该说,在人类

精神产品的转化性生产中, 编辑主体作为文化设计

师与雕琢师,审美追求在长期的编辑经验积累中不

断优化,自身行为的审美化倾向无疑更为自觉、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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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因而,编辑艺术与出版文化的具体运作本身

便是对美的呼唤,便是人类审美追求的载体化,是审

美观念的物化性渗透。当然,编辑主体的审美创造

与追求往往受到社会审美意识的导引, 将自己的审

美追求融入社会审美意识之中,因为编辑必须代表

社会选择哪些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精神产品进入传

播领域,参与社会文化的构建, 以此促进社会文化的

健康发展,这也是由编辑主体的社会角色与编辑活

动的社会文化功能所决定的。所以, �编辑主体不
仅是社会文化构建过程中科学之真、价值之善的

∀把关人 #和 ∀守门员 # , 而且是审美选择过程 (即由

个体审美情感向社会审美情感的转化 )中的美的守

护神。编辑,作为审美选择过程中社会理性的代表,

不仅要会欣赏美、鉴赏美,而且要善于创造美, 通过

对审美对象的选择、组构、增删、完善和整合,创造出

严密的逻辑美、辩证的论证美、形象的语言美、形制

的和谐美、装帧设计和印刷的整体美, 为美的社会、

美的人生、美的文化增添点点美的质素。 [ 2]可以

说,正是受其创造本性的驱使, 在文稿潜在美的基础

上,编辑主体的审美追求在经过一系列加工与创化

环节后凝聚为一种富有创意、体现其本质力量的现

实美。 �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不可重复的独创, 因

而对它的编辑处理 ∃ ∃ ∃ 即美学完型, 也一定是一个
不可重复的独创。就此而言,维纳斯的原塑者与后

来的修复者,即创作者和编辑者,并处于相同的起点

上。 [ 3]正是编辑主体近乎生命自觉的审美塑形,使

作者所创造的成果实现了本质性转换, 由精神而物

质,从个人到社会, 由心灵到现实, 从而在文稿存在

形态的根本性转变中达到质的跨越, 或许这种创造

本身就是编辑哲学的心灵写照与主体中介行为的情

感召唤。

二 审美追求是由编辑出版活动的本质规律决

定的

编辑审美是文稿内在美质和出版物建树美的形

象的客观要求。出版物的内容美是编辑主体审美追

求的深层蕴涵,其内容总是求真向善导美的,内容的

构建与组织则是对各种美的因素的一种布局与预

设,一旦载体化、物态化,就是一种美的存在形态,出

版物别有意蕴的审美风范就是编辑主体审美追求的

对象化显现,是其本质力量的现实确证。编辑主体

对美的追求,在任何编辑活动中都客观存在。编辑

主体所面对的文稿已具一定的美质, 其思维同样是

审美化的。无论是自然科学文稿, 还是社会科学文

稿,均是作者付诸心血的初级创造物,作为作者思维

和精神创造活动的外化,本身便具有逻辑的力量、创

造的力度和审美的属性, 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就

客观上对编辑主体提出了美的要求, 既要对文稿进

行文化选择、内容甄别、学理分析,又要作审美把握、

艺术改造、出版适应性的加工,从中引发、获取的审

美感受,往往让人掩卷深思, 其乐无穷。那有序的布

局、张弛的节奏、凝练的语言、多变的句式、清晰的概

念、明达的表述、严谨的结构、论证的力度和说理的

深刻等,无不给人一种逻辑的感染和审美的兴奋。

或许,编辑主体的审美追求正是从文稿审读等编辑

行为的长期实践中得来的。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

物理学中的美学、数学中的美学, 更是以其理性的自

觉、创造的智慧和谨严的思维, 召唤人的审美情思。

在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中, 其科学认识与审美认

识是能够统一的, 无论是注重内容,还是注重形式,

人类的认识活动总多层混和进行, 其目的在于对真

理的揭示,数的序列、音的和谐、力的均衡、事物的比

例、图式的对称、物体的运动速度与节奏等, 总是从

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在科学思维中渗透审美思维,

在科学认识中蕴含审美认识, 在自然规律背后隐匿

审美原则。因而, 作为思维之成果载体的文稿必然

体现和包蕴这些规律和原则, 这既是对编辑主体的

导引与刺激,又是应把握和遵守的思维取向。因此,

编辑主体对文稿的组构、选择与优化,既是对其质量

的择取、提高与优化, 又是对其形式的润饰与美化,

是其审美追求的具体表现。编辑主体既应与作者思

维求同,又应对自身的定势有所创新、突破; 其间编

辑主体对崇高的编辑境界的追求, 既是一种美好的

思维方式运作,又从中凸现出其包含创造力的人格

因素。编辑主体对文稿内容的斧削, 即是对文稿反

映社会、自然规律真实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求真思

维的结果,本身即是一种客观美、科学美的追求; 而

更多的,在编辑主体操作程序与编排设计过程中,更

能反映其对文本形式美的雕琢, 对预设的出版物整

体形式美的设计与追求, 因而其创造性劳动在出版

物形式因素中体现得最为生动、具体,这需要编辑主

体长期修炼、积累, 是其美学素养与思维锤炼的体

现。而不管怎样,在整个编排过程中,编辑主体为精

神文化成果的传播与应用,为出版物的美化与提高,

总是倾注心血,潜心设计, 一丝不苟, 表现出美好的

品质和心胸,一旦沉于一种境界,便流连忘返, 忘我

超然。这种编辑境界本身给人美的享受,是美好人

格的浸润和凸现。从中透视出的编辑风格与编辑艺

术的审美力度,体现出出版物的个性与特征。

154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第 5期 (总第 64期 )



三 审美追求是编辑主体长期孕化与累积的生

命智慧

人类的编辑行为作为一种文化活动, 与人类精

神文化的传播、累积和发展相始终,在人类精神文化

产品不断生产与提升的历史进程中, 必然从厚重的

文化意识中炼化、升腾出审美意识,可以说编辑主体

的审美追求为其创造性本性所支撑, 为出版物美的

属性所呼唤,为编辑主体的劳动过程所推动。审美

追求是在编辑主体长期的实践活动的客观基础上逐

步形成的,随着编辑活动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发展与

完善, 并且在时代的变化与社会文化环境的转换下

不断进行适应性的调控,既受制于客观条件,又必须

与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消费兴趣同步; 既具有时代文

化与社会心理的整体特征, 又带上自身情调与个性

化色彩;既有不同媒介的特质与要求,又必须展现出

各类媒介共同的普遍性规律,因而,编辑主体的审美

追求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成长与发育过程, 始终有其

终极目标,但又随编辑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呈现出阶

段性特征,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特点, 从而汇聚、

组构编辑主体审美追求的心灵之旅, 共筑编辑精神

之审美品质,走向编辑审美的最高境界。在编辑主

体的认识系统中,真理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科学意识、道德意识、审美意识并存,

而审美追求与审美选择实践作为其价值认识的核

心,代表了编辑主体的情感态度,包含着复杂的心理

因素, 同时必须服从社会文化缔构的需要,蕴藏着广

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内容, 因而在编辑主体

复杂的意识系统之中, 审美追求随着其对社会认识

的深化而走向完善。编辑主体的审美追求受审美意

识的驱使,是在不同的编辑活动与编辑环节中对审

美意识的确证,而编辑主体的审美意识作为一个系

统,具有自身的系统质,其审美感知觉、审美想象、审

美情感、审美理解等都有其心理原则,是在长期的自

我发展中逐步成长发育的,必须遵循的过程化原理。

同时编辑活动的各个环节本身就渗透着编辑主体的

审美意识、审美兴趣、审美情感,而集中冶化到一点,

就在长期的编辑活动中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

与实践智慧。编辑主体的选择、组构和优化,不仅本

身有着美的标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美的

选择、美的组构与优化,即实现作者的个人劳动价值

向社会的传播,在由个体向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编辑

主体的审美意识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由特殊走向普

遍的中介,既强化了对象美,以编辑主体自身的选择

和美化来引导读者的消费心理,甚至制造读者新型

的需求,又实现了编辑主体审美创造上本质力量的

对象化。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 �编辑劳动过
程也就是编辑的审美实践过程, 即是编辑人员从选

题、组稿、审读、编选、加工整理以及定稿发排的全过

程。编辑在这个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具体实践中,

无一不是以真善美统一的标准来进行审美实践, 对

文稿的思想倾向、科学水平、价值作出正确判断的,

并在此基础上,对文稿进行改造或者是再创造。 [ 4]

可见,编辑行为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审美追求的过

程。

四 编辑主体审美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出版

效益的最优化

编辑主体的审美追求渗入、转化在出版物的现

实形态中,以此对社会文化发生影响, 形成导向, 直

接作用于受众的阅读兴趣。从编辑劳动成果的现实

形态看,具有不同审美内质、美学价值与美学风格的

出版物,直接影响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出版

产业化环境下,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从不

同层次充分满足各类读者的正当需求,产生良好的

市场效应与社会效益,都与编辑主体的审美运思密

切相关。特别是在现代出版环境与文化消费时代,

出版物的装帧设计、风格个性和外在形象美尤为重

要。每种出版物, 其社会地位高下客观上是由自身

的形象决定的,既包括内形象,也包括外形象, 而撇

开其内容质量,给读者的第一印象、第一感觉, 就是

出版物的美学内涵与美的形象, 更何况 �读图时代

�已经来临, 读者更为追求视觉效应与和谐协调的
美学效果,出版物外形象的塑构尤显重要。出版物

形象的美丑是一种综合测评, 虽然有时难有等齐划

一的标准,但基本原则与总的趋向在众多读者的审

美判断中是不会有本质区分的。有时,拙劣的外在

形象、粗俗的装帧与包装,往往不经意地影响其市场

营销和社会传播, 造成社会效益下降。广泛地多方

面地满足读者需要,才能提高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实现精神文化产品价值的最大化。应该

说出版物形象的树立、编辑主体思维审美的实现等,

均对出版物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现

代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在编辑出版领域的渗透,

对出版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有内容质量,有文

化内涵,有社会影响, 又要树立美好的外在形象, 赏

心悦目,给人以美的享受。优秀的出版物,既能在市

场竞争中取胜,又能将作者、编者与读者联为一体,

利于养育良好的编辑环境,形成和谐的心理氛围,便

于充分发挥编辑职能,在三者的和谐统一与共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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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求得出版质量的突破性提高。同时, 这种无形

的美的力量,对净化社会环境, 美化人的心灵, 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这是出版物优美形象的一

种无形外延,是一种社会效应的正面生成。

创造美、追求美,既是作者的心愿, 又是读者的

祈求, 而在编辑活动这一转化性中介作用中,编辑主

体无疑起着创造美、传播美、深化美的转接作用。美

化生活,美化时代, 表现高雅的审美情趣, 寄寓崇高

的审美理想,唤起人们追求真善美, 痛恨假恶丑,是

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业的重要任务, 是建设时代先进

文化的有效途径。编辑活动的本质就是组构、选择、

优化和创造,这些在编辑思维活动中总是辩证统一、

贯穿始终的,无论选择还是优化, 均与美化相联,目

标一致,从出版物的内容到形式,从其局部到整体均

应给人美感,引人入胜,充满魅力, 以各不相同而又

自立特色的审美标式适合各层次读者的欲求。从这

一方面而言,又正因美化而促进了选择和优化,并以

此刺激读者的阅读欲求,推促出版的发展,对于文化

事业的繁荣也是十分有益的。

因而, 编辑主体的审美追求应成为一种自觉而

又理性的行为。在编辑主体对美的创造中, 其精妙

入微的策划、殚精竭力的构设、审慎深思的润泽、磨

砺再三的新见、艰难困厄的思虑,那怕是一个很细小

的环节,无不浸泡其心血,见出一种精神, 表露一种

胸怀,抒写一种意志, 与人类物质生产不同, 也与客

观现实美的塑造、构建有别, 编辑主体对美的追求依

附于作者的初级精神产品, 往往使其本质力量移入

作为编辑对象的文本之中, 其对象化的创造性劳动

更精细更艰难,因而是经过了高度思维过滤与精神

冶化的主客和谐一致,也便是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

从出版物折射出来的智慧之光和创造之力, 虽少了

激情多了理性,缺了感官刺激多了沉静思考,但对美

的追求和热爱,与人类文明成果共生, 更令人折服,

让人崇敬。编辑主体对精神文化事业顶礼膜拜, 对

科学创造一往情深,不愧为美的崇高使者,因为他们

对美的追求这样如痴如醉,乐而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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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中西化合, 相互推助  策略的整合交融之举,

也为中西译学的交融共铸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摹

本。

清章学诚云: �故古人论文, 多言读书养气之

功,博古通今之要,亲近师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

其道矣。 张旭求学, 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 希望将来

亦复如此。又云: �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
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 �大义乃通经之源,古

论乃读史之本。 此乃学者之要,亦为学者精神追求

和价值目标。又云: �且足下所谓学者果何物哉?

学者,道也。道混沌而难分, 故须义理以析之 (宋

学 ); 道恍惚而难凭, 故须名数以质之 (汉学 ) ; 道隐

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 三者不可偏废也。义理

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 皆学也。 

前贤至论,援笔征引,以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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