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9 6年

火 山 地 质 与 矿 产

V O L C A N O L O G Y 乙
.

M NI E R A L R它 S O U R C E S

第十七卷

V o l
.

17

第二
、

四号

N o
.

3一 4

谈谈地质科技论文的编审

季绍新
①

(南京地质矿产研 究所
,

21 0 01 6)

本文是 《谈谈地质科技论文的写作 》的姐妹篇
,

目的是让读者了解编辑工作的内容和编

辑工作的操作程序
,

以缩短作者
、

编者
、

读者之间的距离
,

获得更多更好的论文
。

l 作者
、

编者
、

读者与论文之关系

论文固然是作者的智化成果
,

但它不完全是作者一家独有的成果
。

当然
,

作为作者个人

的手稿
,

它是作者独家所占有
,

其特点是有很大的随机性
、

分散性
、

个体性
、

不确切性和非传

播性
,

它不能产生社会文化效益
,

它不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

但一经编辑缔构出版成集
,

就

成为社会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
,

成为教师和读者传播知识
、

吸取信息的工具和源泉
。

它就必

然产生科学文化的社会效果
。

所以
,

一篇好的论文取决于以下六种要素的最佳组合
:

(l )原始文化要素
:

即原有的书籍
、

资料
、

史献等科技文化参照客体
;

( 2) 著作稿
:

作者的原始文稿
,

精神文化的草创物
,

创作客体
;

( 3) 编定稿或出版物
,

经过编辑
、

出版新产生的可供社会传播的社会文化客体
;

( 4 )精神文化产品的草创者
:

著作者
,

创作主体 ;

( 5) 具体文化出版物的定型或缔构者
:

编审者
,

编辑主体
;

( 6 )精神文化的接受者或需求者
:

读者
,

接受主体
。

其中 l
、

2
、

3 是文化客休 ; 4
、

5
、

6 是文化主体
。

这六个要素中 (六矛盾 )统一的区段就是论

文 (著作 ) 的最佳区段
。

编者的任务就是选取
、

编定
、

寻找三者的最佳地段
。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把世界分成三大部分
,

即精神世 界
、

物质世界和人类文化世界
。

编辑

的任务及编辑的劳动就是构成上述三个世界的统一的知识运载系统
。

如果用图形形象表明

以上三个世界和六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 图 1 )
,

就明白无疑地揭示出编辑 的 目的和任务就是

寻找图中的最佳区段 (图中阴景区 )
。

所以一篇优秀论文
,

就是上述诸矛盾对立统一的结果
。

2 编辑的作用
、

编辑权益
、

编审方式及编辑程序

2
.

1 编辑的作用 (或编辑工作的特性 ) 说实在的
,

在未当编辑 以前
,

我也和很多作者认识

一样
,

认为编辑无专门学问
,

只是给别人作
“
嫁衣裳

” ,

修修补补编编字号而已
,

似乎编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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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

人人都可充任
。

俗话说
: “
不人虎穴

,

焉得虎子 ?
”
通过 几年的编辑工作深感力不从心

,

体会

图 1 各文化要素相关关系

F地
.

1 R e la t io n o f v a il o u s e u l t u r ia f a c t or
s

l一原始文化津一创作稿声一编定稿或出版物月一创作者
; 5一编辑者

. 6一读者
; 7一精神世

界声一物质世界琦一人类文化世界
。

到当一个编辑难
,

当一个好编辑更难
。

作为编辑
,

既需要对于专业知识博览性
,

又要有一定的

语言文学修养
;既要通晓有关规范和标准

,

又要对于那些繁琐的数宇
、

枯燥无味的校样有极

大的忍耐和细心
。

如果说从创作原稿到出版物是一个系统工程
,

那么
,

编者在这个系统工程

中的作用就可用下图表示
:

原生信鱼通吻智上迪掣些
物 ’一值彭逮

著作者 编辑者 教师或读者

可见
,

作者只是担任了原生信息的大部分或主要部分的智化过程
,

而编辑则担任 了后半

部分的智化及全部物化过程
。

所以
,

世人主张在每篇文章中加上责任编辑这一注脚不是投有

道理的
,

这一方面体现编辑的责任
,

另一方面也是尊重编辑的劳动和体现编辑的智化成果
。

就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来讲
,

编辑具有以下三种特性
:

( 1) 依附性
:

或者就是服务性
,

这就是说
,

没有作者的原始稿
,

编者就无法进行编辑加工
,

形成出版稿
。

这也就是说编辑是
“
为他人作嫁衣裳

” ,

编辑 的劳动就是在原作者的成果基础 卜

进一步智化
,

使之能达到或超过出版标准
。

( 2) 潜隐性
:

编辑 的劳动犹如导演的劳动
,

银幕上直接和观众见 面的是演员
,

文章中与读

者见面的是作者
。

导演的启发
、

调度
、

处理
、

镜头选取都溶化在演员表演之中
,

同样编辑在原

稿上的挖掘
、

处理以及语 言文字的润色
、

整理加工
,

即使之符合出版要求的整个编辑系统工

作
,

都潜隐在作者的作品中
。

而且往往是创作成果出版物成功 了
,

扬名的
、

受颂扬的是作者
,

而出了 问题和差错
,

则怪罪于编辑把关不严和编辑水平不高
。

编辑潜隐劳动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

标题的审定
、

结构的铺设
、

逻辑和推理的智化
、

语 言文

字的辨证
、

编辑规范化
、

综合智化等等
。

对于那些大块大块修改论文或代人作传和写体会的编辑来说 更是代人捉刀
,

更是具有

潜隐性了
。

从潜隐性这一特点出发
,

有 良心的作者还是会尊重编辑的再创作劳动和承认编辑

之重要的
。

所以
,

在编辑学中
,

把编辑称谓
“
编辑著作权人

”
不是没有道理的

。

可是
“

编辑著作

权人
”
的权益要得到社会尊重和保证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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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评估性
:

毋庸讳言
,

编辑对作者的原稿是要严格
“
挑剔

”
和

“

品头论足
”
的

,

其中有一部

分也会被编辑
“
枪毙

”
的

,

这种
“

枪毙
”

率科技作品低些
,

文艺作品中更高些
。

但是
,

有一点可以

肯定
,

编辑之所以严格把关
,

其出发点是善意的
,

他们三番五次退稿
、

提出修改意 见
,

或者直

接在稿件上修改
、

锦上添花
,

无非是使稿件严
、

准
、

高
,

都是希望 自己手中的产儿一出版物
,

成

为高质量
、

高水平
、

资料严谨及数据准确的产品
。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

编辑不过是原创作稿的

助产婆
。

这里还需甄别的
,

有的人认为
,

一篇稿件质量高低经过专家评审后就可确定
,

编辑的审

评是无足轻重的
。

诚然专家评审能在许多重大关键 问题上提出评价
,

但是离出版要求还差很

远
,

就其工作量来说
,

编者的评审 比专家起码多 2一 3 倍
,

至于具体的智化逻辑推理
、

文字加

工更是专家无法代替的
,

决不是很多人认为编辑就是编编字号而已
。

就编者和读者的关系来说
,

编辑又具有如下特性
:

( l) 导向性
:

编者用自己的刊物把读者引向一定的思辨范围和科技领域
。

中国明代的巨

集《三言 》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

《三言 》共收集一百二十篇作品
,

冯梦龙本人创作的篇 目为数

并不多
,

编者通过编辑古今小说来达到劝喻世人
,

替诫世人
,

唤醒世人
。

其导向性再也明白无

疑了
。

同理
, 《火山地质与矿产 》的导向宗旨是与火 山有关的地质与矿产

,

读者如需这两个方

面的信息
,

就应该阅读这个刊物上的有关论文
。

再如
,

《江苏地质 》的导向是江苏范围内的地

质与矿产
,

这也是一 目了然的事
.

与此同时
,

编者也需了解读者需求
,

为期刊论文作者著作导

向
,

这也就是所谓双导向作用
。

( 2) 横断控制性
:

同一种原生信息
,

可以智化成各种专门知识
。

例如
,

某一地球科学知识
,

可以智化成 自然科学
、

科普作 品
、

科幻小说
、

社会科学以及文艺作 品
。

不同的编 者就是横断

控制这些原生信息
,

使其某一分科向纵深方向发展
,

而抑制其他方面
。

让同一种原生信息
,

对

于不同的读者
,

提供不同的智化成果
。

《古生物学报 》登载科技论文
,

而《化石 》则载科普文章

就是一例
。

( 3 )信息传播性
:

一种刊物 ,就是向读者提供最大量的最新信息
,

编辑的责任就是使刊物

成 为大容量的信息载体
,

以满足读者对某一定领域内某一专门信息的需求
。

就编辑和出版物的关系来说
,

编辑有如下作用
:

( l) 编辑工作的工程性
:

从原著作稿到符合出版物 的要求
,

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工程

技术系统
,

编者在这个系统 中就是一个总设计师
,

负责完成这项文化系统工程
。

( 2 )标准性
:

使刊物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及 自身的统一标准 、 这都是编辑分 内的事
。

它包括

文字标准化 (符合汉字简化方案 )
、

语言标准化
、

法定计量单位
、

符号标准化
、

编辑规范化以及

刊物 自身一体化等
。

( 3) 艺术性
:

书刊是一个巨 大的文化系统工程
,

它除了储存知识
、

传播信息外
,

其本身也

是一种艺术品
。

精美的装帧将陶冶读者的品质
,

提高读者对著作的阅读兴趣
。

2
.

2 编辑方式 编辑对于论文的审查方式有三种
:

( l) 黑箱式
:

对论文内容不全面 (不开箱 )审查
,

只审查形式
。

一般对于名人
、

大家的作品

或非专业性作品采用此种审查方式
。

( 2) 灰箱式
:

审查部分内容
,

为前言
、

结论
、

推理及参考文献等
。

多数科技论文采用此种方

式审查
。

( 3) 白箱式
:

全部开箱
,

包括所有数据
,

作者必须提供原始资料
,

以便逐一核对
。

目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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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做不到
。

就地质科技论文来讲
,

其审查程度大致介于白箱和灰箱之间
,

即对内容作全部审查
,

而

对数据只作灰箱审查
,

而不审查作者的原始数据
。

2
.

3 编辑程序
:

地质科技论文的鉴审
,

大致遵循如下程序
:

( 1) 论题 的审查
:

命题所及内容的科学学术价值
、

开创性 (新颖性 )
、

信息性
;

( 2) 原始资料
、

数据的鉴审
:

原始数据是否符合灰箱审查 的要求
,

是否存在 《谈谈地质科

技论文的写作 》第二节中所述之毛病
,

即精度
、

广度
、

可信度有无问题
。

( 3) 信息智化程度的审查
:

根据原材料所得出的推理
、

结论的准确性
、

可信性
、

逻辑性
、

科

学水平等等
。

( 4) 表达形式的审查
: a

.

标题 的歧义
、

切题程度
、

新颖性
、

字数等等 ; b
.

论文形式的统一

性审查 ; 各级标题是否统一
、

规范化 ; c
.

论文格式的审查
:

不同编辑有不同要求及格式模式
,

审查 目的就是要统一到所编刊物格式模式上来 ; d
.

语言文字
、

语体规范化审查 ; e
.

图表格式

审查 ; f
.

参考文献
、

脚注的审查
。

( 5) 论文学识水平
、

学术价值及经济价值的评审
:

主要参 阅论 文成果的评审或鉴定报告

以及专家的推荐信
、

参考文献等
。

( 6) 综合评审
:

拟写审定意见书
,

决定录用
、

修改或退稿
。

3 影响编辑 (刊物 )质量的因素

( l) 稿源
:

稿源是影响刊物质量的第一要素
,

稿源充足
,

挑选余地就大
,

就能发现较多高

质量 的文稿
,

《中国科学 》
、

《科学通报 》等 中国一流杂志
,

稿件录取率一般在 20 一 30 % 左右
,

而其他刊物
,

不言而喻
,

要远远低于这个数
。

( 2) 稿件质量
:

稿源只是数量的保证
,

数量多不一定就代表质量高
,

所 以稿件质量也是影

响刊物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

所谓质量高
,

就是要有新数据
、

新观点
、

新的理论
。

光有新数

据而没有新观点
、

新理论的稿件只是原始资料的堆砌
,

不是高质量的稿件
。

( 3) 编辑校对力量的配备
:

按照上级部门的规定
,

一个正规出版的季刊
,

必须配备 5 一 8

人
,

其中编辑 3 人
,

校对 2一 3 人
,

即使精减些至少也必须配备 3 人
,

才能保证编辑
、

校 对运作

的循环周转
。

上级的规定
,

不是没有道理的
。

如编辑一篇文章
,

照理
,

编辑需花大部分时间去

查新
,

证明论文有无新观点
、

新理论
,

而我们 目前因人手少
,

都不能认真去这样做
。

再如校对

过程包括
:

排版单位初校
、

作者 自校
,

专 门校 对人员 1一 3 校稿的交叉校对
、

责任编辑的 版式

校对
、

最后责任校对等等
,

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员进行交叉校对
,

就无法保证质量
。

(们编辑
、

校对人员专业及语言文字素质
:

编校人员一方面要求对专业有广泛的
、

新颖的

知识
,

又要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
。

这一方面要求编校人员有较高的原有素质
,

另一方面又

必需保证他们有一定的时间进行再学习
,

以利提高编校人员素质
。

( 5) 出版印刷及其财力保证
:

要使刊物质量提高
,

印刷质量也是重要因素
,

包括厂家及纸

张等
,

没有足够 的经费保证
,

保证质量也只是一句空话
。

( 6) 封面设计和装帧
:

现在很多商品都注重外包装
,

刊物也是商品
,

一本好的装帧的刊物

将带给人们一种艺术享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