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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术期刊 �读者意识 �探析

佟群英
(汕头大学 � 学报编辑部, 广东 � 汕头 � 515063)

� � 摘 � 要:我国著名出版家、编辑家邹韬奋先生在毕生的报刊出版编辑生涯中, 始终坚持报刊要 �以读者的利益

为中心, 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的办刊思想。他的以读者为根本服务对象的办刊理念,不仅在抗日救亡的 30年代的

报刊出版界发挥巨大作用和效果, 而且对当今的一切出版媒介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传承价值。尤其是学术期刊要改

变一直以来重视作者而轻视读者这一认识上的偏差,将办刊的宗旨转移到为广大读者服务的思想上来。强化学术

期刊的 �读者意识�,使其真正被读者所认可和接受,才能有其久远的生存和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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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从邹韬奋办刊 �不要忘记你的读者 �说
起

� � 为党的出版事业奋斗终身的一代出版家、编辑家

邹韬奋先生在毕生的出版事业中始终认为,办刊的根

本目的完全是为社会服务, 为读者利益服务。要把读

者看成自己的知心朋友,和读者打成一片,怀着对读者

深厚的感情,全心全意为读者谋利益。办刊一定要了

解读者的需要,适应读者的需要, 把读者摆在 �主人 �

的地位。
[ 1]
邹韬奋的 �为最大多数的读者服务 �是他一

生出版思想的精华。 �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

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

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

甜苦辣打成一片。�邹韬奋 1940年在 �生活史话 �中说

的这段话,是他对自己一生为读者工作的总结。在中

国出版史上,像韬奋那样同读者保持那么长久、那么亲

密、那么热情、那么真挚的友谊, 对读者工作那么热爱

的实在并不多见。
[ 2]
正是这种 �不要忘记你的读者 �精

神,使邹韬奋先生在近 20年的出版生涯中所体现出的

创造精神、学习精神、服务精神以及常年不懈的专一有

恒的奋斗精神均来自于他对读者的高度的责任感,不

仅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赖,而且成为中国出版史上最

杰出的人物。笔者结合邹韬奋 �为社会服务,为读者利

益服务;和读者成为朋友并打成一片,不以导师自居对

待读者;对于读者的批评,必须虚心接受、认真研究,从

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的以读者为根本的理念, 结合

目前的出版工作尤其是学术期刊读者意识缺失的现

状,做一些现实的分析。

� � 二、一切出版媒介的最终落脚点即受众

出版工作是从事公开出版传播的行业。泛指的出

版物是指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影视以及电子出版物

等等。无论是哪一类出版物的绝对功能都是信息的传

播和文化的积累。即把广大受众需要的一切精神和物

质文明形成的文化现象,通过出版物的形式记载下来,

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留给受众。所谓信息传播就是通

过出版物的出版发行而将世界一切信息传播给读者、

听众、观众、欣赏者等广大受众; 所谓文化积累是通过

一切出版媒介形式将世界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

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承予历史和后人,形

成厚重的文化积累。因此,所有的出版媒介均具有信

息传播和文化积累这一本质特征,一切出版物最终就

是为 �受众 �而生产、而服务的。一种精神产品的价

值,只有通过广泛的传播和使用,只有经过读者 (或观

众、听众 )的检验,才能得以证明。
[ 3]

从以下精神产品物化的过程图可以了解出版物最

终的落脚点:

潜在或散在的社会信息�著作创作者�编辑�

物化生产过程�社会精神产品�受众
图: 精神产品的物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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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示可以看出,一切出版媒介产出的精神文

化产品,只有最终通过受众的接受和使用,才能产生其

最终的出版价值。任何一种出版媒介失去了 �受众 �,

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失去了得以延续

发展的基础。邹韬奋先生对出版工作的本质特征以及

出版媒介的功能作用理解、把握以及运用得十分准确、

彻底,在他先后创办的生活书店, 主编的 �生活 �、�大
众生活 �、�生活日报 �等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报刊中,始

终坚持 �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 �

来衡量自己出版工作的成败, 因此在毕生的出版工作

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一代出版名将,也成为我们出

版人的楷模和榜样,在这里就不难理解了。

在出版界的各种媒介中,一般作为报纸、图书、影

视、光碟以及文艺期刊等媒介均十分重视读者、观众、

听众等受众群体。这些媒介几乎在策划选题、组织稿

件时都首先站在受众的角度去分析市场、分析效益、分

析受众的需求、接受和喜好。他们认为,如果抓住了受

众就抓住了市场,其出版物才体现出应有的社会和市

场价值。因此这些媒介受众意识非常强烈, 努力强化

市场意识。而作为刊登科研成果的学术期刊,长期以

来由于依赖主管单位的固定投资模式,满足现状,无论

在资金上,还是在选题上 �等、靠、要 �的思想较严重,

主动进取精神不够,改革创新意识不强,严重缺乏市场

和竞争意识,导致了读者意识的缺乏和弱化。在有些

学术期刊编辑中甚至是期刊主编的思想意识中,只是

认为学术期刊要重点培养作者,将作者放在第一位,似

乎刊物是办给作者的,较多考虑作者需求,而很少考虑

读者需要,重视作者远远胜于重视读者,形成了 �作者

第一、作者本位 �的办刊思想。是的,作为学术期刊,没

有作者的期刊犹如 �无源之水 �,没有稿源的编辑就是

�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妇 �。学术期刊的作者是广大科

技工作者,他们是新理论、新发现和新技术的源泉。
[ 4]

这些观点都已被长期的学术期刊工作实践所证明,无

可质疑。但是,学术期刊仍然属于出版媒介的大范畴

之内,它具有出版物的一切属性和功能,作为学术期刊

其本质是和其他众多媒介一样,最终都是需要读者受

众的接受、认可、使用方能实现社会功能,任何出版媒

介的这个属性功能完全是一致的。因此,学术期刊编

辑日常注重的尊重作者、组织优秀稿件,其目的和本质

也是旨在建设一支具有研究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作者

队伍,最终使广大的读者获得更多贴近实际, 贴近生

活,同时具有创新的内容、形式、手段的有价值的科技

知识和信息,从而受到启发。而学术期刊也实现促进

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
[ 5]
从这里可以看出,

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一种辩正的哲学关系,期刊组织

刊发作者的优秀稿件, 其最终目的也同样是要给读者

读的,给读者提供最需要的学术信息。期刊的作者意

识落到最终还是为读者所服务的,这一点勿庸置疑。

作为学术期刊还有一个特殊性而有别于其他媒

介,那就是读者和作者具有相互转换角色的双重身份。

一般来讲, 作者也是读者, 读者也可以 (而且绝大多

数 )成为作者,其身份是双重的。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实

则是科学共同体内学者之间的互动。它能提升读者素

养,实现作者价值,影响编辑观念,激发学术创新,促进

成果转换,推动科学发展,实现期刊效益。
[ 6]
学术期刊

作者和读者角色的互相转换性,就在于学术期刊的读

者对象一般都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人员,

大部分是高校、科研院所的教师、科研人员或高校研究

生。他们作为读者参考与自己同类研究的同时, 也同

样进行着自己的学术创作和研究,同样会以作者的身

份去撰写和发表文章。所以说,学术期刊的服务意识,

应该是本着 �服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读者 �的原则,在

为广大读者组织优秀的作者和稿件的同时,就等于在

为读者提供最值得的最适用的最需要的服务, 读者和

作者二者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而实现期刊的最佳社

会和经济效果。一句话,将邹韬奋先生的 �不要忘记你

的读者 �的服务意识运用到学术期刊上,实质是在为期

刊找准了定位和方向, 树立了真正的以读者为本位的

办刊理念,自然会形成读者转作者,作者找刊物的良性

互动。这就要求学术期刊 �编辑必须变革办刊理念,树

立读者本位观,重视读者与作者的互动,确立读者与作

者双向交流的办刊宗旨,始终坚持以读者和作者的 �双

爱 �为最高目标 � [ 7]
。

� � 三、强化学术期刊 �读者意识 �的途径

�不要忘记你的读者 �这不仅只是邹韬奋时期办

刊的宗旨,更是我们现代期刊人的最高目标。在现阶

段,学术期刊要结合当前期刊市场的大趋势和各个时

期的特点,一定树立把读者放在第一位的办刊理念,充

分重视和利用学术期刊读者和作者互为转换的特点,

将着眼点放在为读者研究的需要去组织稿件、策划选

题、选择作者。哪些作者的稿件和创作更适合学术研

究读者的需要,更适合学术发展的需要,学术期刊就应

该积极地加以组织和采用他们的作品, 为读者提供最

佳的信息资源。

(一 )学术期刊人要从思想上放弃 �作者本位 �的

思想,将办刊思想真正转变到 �读者本位 �的正确理念

上来。要认识到,你的期刊只要抓住了读者, 一切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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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角度考虑,有广大的读者读你的刊物,你的期刊才能

体现出应有的价值,期刊的优秀作者培养、期刊的评价

等级以及期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要素, 都能在

读者的广泛需求中体现出来,并且形成读者、作者、评

价、效益良性循环的态势。学术期刊的读者众多,而且

对期刊反映良好,学术信息量大,那么评论就多, 转摘

率就高,优秀作者以及优秀稿件自然就会流向本刊,实

现相互促进,良性发展。

(二 )建立良好的作者、编者、读者互动关系。学

术期刊可定期或不定期开办 �作者 �、�编者 �、�读者 �

互动专栏,也可以开办 �读者信箱 �, 通过这些栏目随

时了解读者对期刊提出的意见、问题以及合理化科学

化的建议。也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和读者、作者产生互

动,使学术期刊在网上以留言板、意见箱等形式接受审

查、评论、批评、建议等,这是当前信息时代最捷径的渠

道。

(三 )树立 �一切为读者方便阅读 �的意识。学术

期刊在文章的排版格式、图表位置、题名、摘要、正文、

参考文献、注释、转载等等,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以及相

关的辅助文字上都尽量使读者易读、愿读、想读, 便于

读者的反复研读,有利于读者对相应研究和相关研究

方向有更多可以借鉴的资料查询。

(四 )学术期刊编辑部不定期召开 �读者、作者、审

稿者、编者 �学术联谊会。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切

磋,促进相互间的感情, 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需要,协

调几方面的关系,对办好刊物,使其赢得广大读者的青

睐以及吸引优秀稿件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邹韬奋先生的 �不要忘记你的读者 �这一以受众

为本位的出版思想理念,是所有出版媒介都必须遵循

的根本原则。这个原则坚持的好坏与否,直接决定着

编辑出版工作的成败。所以,学术期刊的办刊理念一

定要转变到 �为读者服务 �这个最根本的落脚点上来,

才能有其久远的生存和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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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trengthening � reader consciousness� ofAcadem ic Journals

TONG Qun�ying

( Journ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515063, Guangdong China )

Abstrac t: Zou T ao fen, a we ll- know n pub lishe r and edito r in Ch ina, persisted in carry ing on the � reader- or iented� approach on the

basis o f soc ia l improvem ent during his running o f journa ls. ? H is be lief in serv ing the readers as the target clients no t only exerted a

g reat impact on the w or ld o f press during the R esistance aga inst the Japanese Inv asion and N ational Sa lva tion in the 1930s, but a lso en�

sured the continu ity of the va lues and thus is of g reat practica l sign ificance to the m ode rn and contemporary m edia. T he pub lishers in

running academ ic journa ls, in particular, must nowadays chang e the ir o rien tation by sh ifting the ir focus on the autho rs to the readers.

O nly through the strengthen ing of � reader consciousness� can these academ ic journa ls becom e acknow ledged by their readers and hence

ho ld out unlim ited prospects.

K ey words: academ ic journa; Zou T ao fen; serv ice; reader consc 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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