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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出版是一种文化 ,学术出版更是高格调的文化折射。学术出版的文化属性往往体现出

一个刊物的高下优劣乃至于成败得失。文章结合编辑出版工作 ,从文化责任、文化追求、文化使命

等三方面探讨了学术出版文化属性的意蕴、要求、表现、走向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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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出版是文化出版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主要

目的是传播和总结学术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学术

消费需要。而学术出版的文化属性 ,则是一个内蕴

极丰富的文化范畴 ,它与学术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

繁荣有着极切近的关系 ,并集中体现为学术编辑所

应体现的学术理性和人文精神。鉴于此 ,本文试图

从文化责任、文化追求、文化使命等三个方面对学术

出版的文化属性作一探讨 ,供方家批评指正。

一、学术出版的文化责任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学术出版首先必然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有其特定的要

求。如 :它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坚持思想

导向、学术理性和文化关怀。出版的文化责任是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 ,并非中国所特有。据韦伯价值伦

理与工具伦理的论述 ,学刊编辑应在恪守学术价值

中体现责任伦理 ,在学术流布中体现文化承当。这

种文化责任的承当 ,体现在具体的学术出版物中 ,也

落实在具体的学术编辑身上。

学术出版物是公共思想、学术交流的话语平台 ,

学刊发挥着思想库、学术园、智囊团的特殊作用 ,其

在引领学术潮流、提升科学研究、开拓知识疆域、开

展学术争鸣等方面 ,都发挥着导向、评价等功能。包

括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不仅是发表研究成果的载

体 ,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链

条 ,担负着引导社会思想舆论、传承学术文化、促进

社会发展的使命。

文化责任落实到学术编辑身上 ,则要求学术编

辑提高政治辨别力和敏锐性 ,自觉地担负起捍卫社

会主义文化“疆土 ”的责任。具体来说 ,集中体现为

坚持政治导向和学术理性。在当前的社会转型和文

化塑造中 ,当代学术编辑与传统学术编辑 ,在角色上

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个当代学术编辑 ,必须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承担起“探索真理、繁

荣学术、传播知识、创造文化 ”的历史重任 ,力争对

社会文化有推动或导向作用。换言之 ,学术编辑不

仅是修修补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艺匠 ,同时也是

承担重要社会使命的、具有创造性劳动特征的文化

传播的“导演 ”。[ 1 ]

一个有文化责任的学术编辑 ,必须有明确而先

进的出版观。出版观和学术一样 ,是随时代而变化

的。我国文化经历了多个有代表性的文化阶段 ,所

谓“一代有一代之学术 ”。如先秦子学、两汉经学、

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乃至近现

代中国化了的西学 ,都代表了一定时代各自的学术



高端形式。作为学术编辑 ,对于这样一条文化学脉 ,

我们应抱持“温情与敬意 ”(钱穆 )、“了解之同情 ”
(陈寅恪 ) ,抱持对话与沟通的原则 ,在出版时处理

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全球与本土、规范与特

色的关系。

一个有文化责任的学术编辑 ,还必须尽可能形

成自己的学术出版风格。风格即人格 ,良好的学术

出版风格的形成 ,需以学术编辑的理念、才情、学养

以及职业归属感为前提 ,以学术编辑的文化底蕴、学

术视野、编辑思想和办刊方针为依托。文学之情、史

学之境、哲学之思、法学之智、经济学之用 ,这是不同

学科的精神魅力。学术编辑应提倡学科、地域、文化

体系间的学术对话 ,鄙视学术泡沫 ,呼唤“有学术的

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引导学术走向健康的轨道。

二、学术出版的文化追求

科学理性和人文关怀是学术出版永恒的文化追

求目标。[ 2 ]任何学术编辑活动都是科学文化和人文

文化的投影 ,因此学术编辑需将这两种文化的价值

取向、情感意志、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糅合在一起 ,

融浸于自身的学术理念、刊物内容、出版风格之中。

从大文化的视角看 ,文化传播同样是学术出版

的重要文化追求之一。编辑活动与文化传播血脉相

通。从孔子作《春秋 》,明撰《永乐大典 》,到乾隆修

《四库全书》、当代盛世编撰 ,中国学术流变更迭 ,编

辑角色功不可没 ,文化启蒙薪火相传。[ 3 ]进入近代中

国后 ,出版更成为社会文化的传感器和推动力。如

洋务派“以译书为第一急务 ”,林则徐、魏源率先出

版《四洲志》和《海国图志 》,被张之洞誉为“中国知

西政之始 ”;维新派的变法图强 ,以《新民丛报 》为先

声 ;资产阶级革命派武力革命 ,以《民报 》为旗帜。

新民主主义时期 ,马克思主义分子分别创办了《向

导 》、《共产党人 》杂志 ,毛泽东等人创办《湘江评

论 》、《觉悟 》,这些都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促

成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 4 ]

我国有许多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了出版对文化

传播予以执着追求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所在。孙中山

说 :“新闻出版为文明之光。”梁启超说 ,“国家之耳

目也、喉舌也 ,人群之镜也 ,文坛之王也 ,将来之灯

也 ,现在之粮也。”邵益文亦指出 ,新闻出版是“思想

文化之舟 ,精神文明之镜 ,科学技术之库 ,道德伦理

之碑 ,意识形态之剑。”出版对于文化传播如此重

要 ,使得一个好的出版社 ,往往在文化传承史上发挥

巨大的作用。陈思曾在《复旦学报 》1993年第 3期

上这样评论 :“如果没有商务、中华、亚东这样一批

出版社 ,那么中国现代文化史也将会改写。”这的确

是精当之论。

人文精神的传承 ,同样是学术出版的极重要文

化追求。而作为一个好的学术编辑 ,往往能将人文

精神的传承内化于自己对出版的无限忠诚和热忱之

中 ,再外化到刊物的独特风格之内。邹韬奋被誉为

“出版事业的楷模 ”,致力于编辑《生活周刊 》,以服

务读者为天职 ,为“有中国人的地方 ,就有《生活 》周

刊 ”而不懈奋斗 ;张元济“昌明教育平生愿 ”,“为文

化而奋斗 ”,躬行于主持商务印书馆著译事业 ;叶圣

陶主持开明书店 ,将编辑出版工作视为教育工作 ,发

下“不读书的读书 ,少读书的多读书 ,读了书的善于

读书 ”的宏愿 ;鲁迅将出版工作视为“为人生 ”,为人

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 ”的工作 ;郁达夫认为编辑应

与时俱进 ,“以汗水来做天才的养乳”,发现和培育学

术英才 ,以微弱的呼声促进社会进步和学术革命。在

中外出版史上 ,编辑们以自己的职业修养和社会责任

书写了文化的传承史 ,更抒写了人文精神的传承史。

三、学术出版的文化使命

学术是理性的精萃 ,惟其理性 ,出版才能成其

大。正是如此 ,出版才有魂有格 ,人类的文化命脉才

得以传承 ,文化之光才历久弥新 ,我们做好学术出版

工作才有所指归。学术出版的文化使命 ,从根本上

说就是要促成学术精神的自由、独立与光大 ,为文化

立心 ,为时代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天下开太

平 ”。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学术的生命之源 ,如

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 》中指出的 :“没有自由

思想 ,没有独立精神 ,即不能发扬真理 ,即不能研究

学术。”对于一个学术编辑而言 ,应当在独立、自由

的学术精神的指引下 ,追寻以下文化使命。

首先 ,以大文化学术视野 ,以当代人的眼光审视

社会现实和人文历史 ,融通古今 ,涉猎中外 ,探寻一

条当时代的创造性的学术文化之路。这要求学术编

辑本身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和高尚的品格操守以及

为读者、为作者、为刊物极端负责任的人文情怀。要

以兼收并蓄的胸襟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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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面向 ”的气魄向全球传播当代中国的先进文

化。编辑必须承担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积累、继承和

创新的使命 ,超越世俗功利 ,志存高远 ,满腔热情 ,把

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立足点

和归宿。编辑的生命追求、学养修行、精神致思、读

者意识应该充满人文关怀 ,在学术追问中维护民族

精神 ,实现生命意义和历史责任的统一。学术编辑

要树立科学的出版观 ,这包括文化本位价值、社会效

益第一原则、精品化战略、读者中心观、品牌策划营

销、经营期刊理念、风格定位、职业伦理等。学术出

版更需要编辑理念的现代转换 ,这包括追求卓越的

气魄、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胸襟、服务读者的操守、安

贫乐道的情怀、新锐的眼光、与时俱进的品格。

其次 ,应主动承担起民族文化积累、继承和创新

的使命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为使命。这要求学术编辑有为传承和传播文化而不

懈奋斗的献身精神和创新精神。这里需强调的是创

新精神。没有创新 ,就没有学术的进步 ,没有科学文

化的进步 ,无创新的学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毫无益

处。因此 ,一个学术编辑 ,应尽可能开拓新的领域 ;

发现新的问题 ;倡导新的思路 ,运用新的方法 ,发掘

新的资料 ,建构新的体系 ,得出新的结论。一言以蔽

之 ,应发他人之未见 ,言他人所未及。这样的学术 ,

才能长盛不衰 ,为人类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当

然 ,这种创新精神还体现于编辑出版物的编辑方针、

选题取向、期刊特色等方面。好的编辑出版物 ,才能

承载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

最后 ,学术编辑还应有人文关怀 ,始终关注现实

人物 ,为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服务 ,以促进人类文明

的进步而努力为最高追求。这要求学术编辑正直善

良、清醒诚实、珍爱生命。一个专业精深的编辑可以

称得上是一个好编辑 ,而一个专业精深而具有人道

主义关怀、具有博爱精神的编辑 ,才是伟大的编辑。

学术出版的文化属性 ,是一个以出版物为物质

依托 ,以学术编辑为生产创造主体 ,以文化传承、传

播与创新为目标 ,以学术精神、人文精神和编辑的学

术、专业素养为支撑的 ,包含了文化责任、文化追求、

文化使命等属性在内的一个内蕴丰赡的文化范畴。

相对而言 ,以往对此范畴的研究较为欠缺 ,因此需要

我们投入更多的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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