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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学报编辑的职业道德直接影响着学报的质量，加强学报编辑的职业道德素养十分必要。阐

述了高校学报编辑的职业道德内涵，提出了如何加强高校学报编辑的道德素养，即甘当“人梯”、乐于奉献，

作风正派、秉公办事，精细严谨、一丝不苟，态度谦和、善待作者与读者，与时俱进、加强学习。

关键词：高校学报；编辑；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833(2012)06-0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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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fessional morals of university journal editors directly influence the journal qualit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Elaborates the connotation of professional morals in journal editing and presents how to enforce
editorial ethics, that is“always ready to work as ladders”, dedication, upright style, impartially handling affairs, fine
rigorous, being strict in editing work; modest attitude, kindly treating author and readers,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strengthening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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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是人们在从事职业活动中思想和行为

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医生有医德，教师有师

德，高校学报编辑人员也应有其职业道德。高校学

报编辑的成品是文章，是期刊，若不讲职业道德，轻

则影响学报质量，重则危害社会。因此，对于学报

编辑来说，职业道德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有些单

位在加强编辑职业道德素养方面重视不够；在期刊

编辑培训时，谈论较多的也是编辑的技术规范，较

少涉及编辑的职业道德素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些编辑放松了自身的道德要求，不注重提高自身

的道德素养，不遵守职业道德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

在，因此，加强编辑职业道德素养十分必要[1]。

1  编辑职业道德的内涵
道德品质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马

克思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在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

职业道德。这种职业道德是指从事某种职业的人，

在共同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和

行为规范。编辑的职业道德，也就是从事编辑工作

的人员应具备的道德素养，包括编辑人员的思想、

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在内的必备的基本品德。它是

社会对编辑人员思想行为是非、美恶、良莠的评价

标准，也是编辑人员正确处理自身与作者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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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行规范和准则。良好的编辑道德素养是做好编

辑工作、保证刊物质量的重要前提。编辑的神圣使

命是为人类提供精神食粮，这就要求编辑对社会应

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自我献身精神，严谨细致、精益

求精的敬业精神，“甘为他人做嫁衣”的高尚情操等。

编辑不仅要遵循一般的社会公德，还必须恪守编辑

的职业道德，努力做到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和谐统一，

工作作风和职业道德的和谐统一。

编辑职业道德的内涵还应包括对职业的认识、

感情的培养、理想的树立、意识的锻炼、作风的培

养、良好习惯的形成等。在工作中讲究职业道德，以

热心、诚心、耐心的服务态度对待作者，才能与作

者、读者建立和谐的关系。同时，还必须把握办刊

方向，坚持办刊原则和规范，从选稿、审稿到加工

定稿，直至编排校对，每一个环节，都要有高度的

工作责任心，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完

成各项工作，这样才能把刊物办好。

2 编辑职业道德素养

2.1 甘当“人梯”，乐于奉献

编辑是一个加工者，就像一个石匠，能使一块

普通的石头在经过无数的打磨和加工后，变成传世

的美玉。编辑工作的直接对象是作者的文稿，编辑

通过自己的智力劳动对作者的半成品（文稿）进行

透彻地研究、细致地分析、精细地修改加工，使文

稿变成能出版的文章。编辑长期伏案，默默无闻，尽

其所能，全身心地把自己的血汗浇灌在作者的文稿

中。然而，当这一精神成果取得重大成绩时，得到

人们赞誉的是作者，编辑却鲜为人知。虽然刊物上

一般会署上责任编辑的名字，但却不是为了扬名，而

是意在“责任”二字。谈到编辑，人们往往会用“甘

当人梯”“为他人作嫁衣”“无名英雄”等词语来赞

美他们。这是对编辑敬业精神的概括和认同。计划

经济体制下，编辑需要这种美德，市场经济体制下，

也同样如此。尽管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变化，但对编

辑所要求的敬业精神没有改变，没有广大编辑对编

辑工作的热爱与忠诚，我们的期刊也就失去了前进

与发展的动力。敬业精神具体表现为勤勤恳恳、不

计得失、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等[2]。

2.2 作风正派，秉公办事

编辑是稿件的第一审读人，也是最后把关人。稿

件最初能否送审和最终能否发表，都取决于编辑的

审定。可以说，编辑拥有对稿件的“生杀大权”，在

怎样取舍稿件上，最能体现一个编辑的职业道德。这

方面我们要向著名的编辑家邹韬奋学习，他对待稿

件的原则是：“不管是老前辈或是幼后辈，不管是名

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要是好的我都竭诚欢

迎，不好的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

周刊的内容如何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

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3]一个编辑

作风正派，就要出自公心，像邹韬奋那样，不徇私

情，不畏权势，不论资排辈，不因人取文，不唯名

是断，不拿原则作交易，不以职权谋私利，重质不

重人，坚持质量第一，择优录用，尊重作者，争当

伯乐，善于从文稿中发现和培养新人。华罗庚能成

为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编辑的“知遇”。1930
年的一天，上海《科学》杂志社的编译员柳大纲收

到一份稿件，题目是《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

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华罗庚当时

只是江苏省金坛县一个二十几岁的店员，而他批评

的人却是知名的大教授。《科学》杂志社的编辑不怀

偏见把稿子刊登了，引起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的注

意和重视，此后，华罗庚又由编辑这位伯乐介绍给

熊庆来这位伯乐了。华罗庚得遇柳大纲，不仅是华

罗庚一人之幸，也是国家之幸。因此，编辑不应等

作者出了名才去约稿，而应在作者初出茅庐时就去

发现，并加以关心和辅助，成为作者的亲密朋友。编

辑还要抵住外界的诱惑，守住职业道德的底线。作

为一名普通编辑，工作细致而琐碎，与工作量相比，

待遇不能算高。在实际工作中，要能抵住人情金钱

的诱惑。有一些刊物，尤其是学术类刊物，有些人

为了评职称、晋级，文章质量不符合刊物要求，却

通过拉关系等不正当的手段企图得以发表。这时，编

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本着公正客观的态度，本

着为读者服务的目的，坚持文章质量标准，决不玷

污编辑精神。

2.3 精细严谨，一丝不苟

学报刊登的文章均属于科学论文，要求具有严

密性、科学性和逻辑性。编辑在审稿时就要有慎密

的思想、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把

好质量关。从文章的论题到论点、论据、论证、逻

辑概念乃至数字图表、量与单位、参考文献、关键

词、外文字符，从文字结构到语法修辞、遣词造句

乃至标点符号，一字一句，都要一一审读和校读，反

复推敲，字斟句酌地认真修改，做到精益求精，尽

善尽美。稍有不慎，即使一个小小的标点也会酿成

大错，造成不可挽回的消极影响和损失。如有篇介

绍红薯酿酒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以大曲将

红薯发酵，增香精制而成”。人们就会理解为先发酵

后加香精去做，结果做来做去做不好，其实是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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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当带来的误读。发酵增香是一道工序，指发

酵后就会产生香气，不是指再增加香精，应改为“以

大曲将红薯发酵增香，精制而成”。从这一事例中可

说明，编辑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编

辑在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时，一词一句一个标点都

不可掉以轻心。对审编文章中的某些失误不能推委

于“文责自负”，而应引咎自责，做到一字不妥心不

安。有了这种精神，即使是文章中的一个标点，一

个数据，也会认真核对，甚至不惜查几个小时的文

献，直到准确无误为止。

2.4 态度谦和，善待作者与读者

编辑的工作是服务作者和读者。读者是刊物的

接受对象，作者是文稿的撰写者，他们对刊物质量

的好坏最有发言权。编辑在处理同他们的关系时要

严于利己，态度谦和，平等待人，做他们的知心朋

友，经常听取他们对刊物的意见，努力改进办刊质

量。资深编辑家孙犁认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应

该是文字之交；双方面关心的问题，应该是稿件，而

不是其他。认真、负责、及时、稳妥地处理稿件，就

是对作者的尊重。在对待作者的稿件上，编辑既要

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又要防止将个人意见强加于

人，该负责任的不能半点含糊，不该干预的不能滥

用职权。在修改作者稿件时要慎之又慎，能留的就

留，不当留的也要和作者讲清楚；必须作较大改动

的也要事先和作者商榷，征求他们的意见；对一时

无法弄清楚的问题要向专家求教，切忌独断专行。尽

量对稿件做到公正客观地评估和取舍，做到用之有

据、弃之有理，使作者心悦诚服。对自己所编辑的

刊物取得重大成绩时，首先应看到这是作者的成绩，

切不可以此为满足，而要在成绩面前找差距，不断

提高刊物的质量。

2.5 与时俱进，加强学习

编辑在修改加工稿件时应具有“沙里淘金”的眼

力，“琢璞成玉”的功夫，“画龙点睛”的匠心，“锦

上添花”的艺术，“去瑕增辉”的本领。 这就决定了
编辑要具备较完善合理的知识结构，与时俱进，不

断学习。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速，新兴学科、交叉

学科不断涌现，学报编辑除了学习传统学科知识以

外，还要不囿于专业，杂取众家，勇于进取，善于

吸取最新的理论、观点、方法，不断扩充更新自己

的知识[4]。鲁迅先生当年在《致颜黎民》一信中曾明

确指出：“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

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

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

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

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这是鲁迅先生对

当年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发出的劝告，如今对学报

编辑而言，仍具有现实意义。因此，编辑要抓紧时

间认真学习，既要向书本学，又要请教老编辑，还

要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总结，使自己的知识广

博，这样，才能在审编稿件时挥洒自如，较好地解

决文章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5]。

3 结语

高校学报编辑的职业道德问题涉及面较广泛。

编辑如果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尽管其他方面

的水平再高，能力再强，也很难做好编辑工作，更

谈不上编出高质量的学报。在某种意义上讲，编辑

职业道德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报的质量。因此，编

辑人员必须把职业道德素养摆在重要的位置，并付

诸行动。编辑工作是艰苦的职业，编辑应有甘当“人

梯”的品德，也应以甘当“人梯”为乐，以办好刊

物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在实践工作中不断完善职业

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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