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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

提高科技编辑

队伍的素质和培养新一代科技编辑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问

题
。

为此
,

这里立足于我国编辑队伍的现状
,

从科技编辑所应具备

的主要能力出发
,

对其知识结构作一些探讨
。

一 四个层次

编辑工作既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

也是一种专门技术
。

由于编

辑的具体分工不同
,

对其所分管的专业
,

就要有专门的知识
。

科技编辑是整个编辑行业的一个分支
。

在科技编辑工作的全

过程中
,

确实有许多繁杂的事务性工作
,

但就其主要方面来说
,

是

属于处理科研成果性质的学术性工作
。

无论是专职的
、

兼职的
,

还

是特约的科技编辑
,

他们通过 自己的劳动
,

‘

鉴别作者的学术科研成

果
,

从各个方面 包括科研方面
、

实验方法
、

论据
、

结果
,

以及语言表

达形式
、

编排
、

校对
、

装帧等 对作者原成果的讨论
、

修改
、

提高
,

或

提出退稿意见等
,

都属于再创造性的劳动
,

而这种劳动属于学术的

性质
。

从事这种劳动
,

显然需要掌握比较专深
、

有一定系统性的知

识
。

但这种知识绝不应该杂七杂八
,

而应该具有合理的结构
。

对于编辑
,

既要是
“

通才
” ,

又要是
“

专家
” ,

这是对编辑知识结

构的一个概括说法
。

有的同志把科技编辑的知识结构归结为传统

型知识和现代化知识两个层次
。

这是在探讨科技编辑知识结构方



面的一个进步
,

但仍然显得笼统
。

本文提出以专业科技知识
、

科技

史学知识
、

科技写作学知识和编辑业务知识这四个层次
,

构成现代

科技编辑知识结构的主体框架
。

二 专业科技知识层次

专业科技知识
,

是按照掌握基础学科到掌握专业学科
,

再向相

近学科 或其他学科 发展的一个传统型知识层次
。

它是一位科技

编辑安身立命的出发点
。

通过专业科技知识
,

可以掌握打开知识

大门的钥匙
,

为获取从专一到博大和从精深到通达的系统知识奠

定了基础
。

这一知识层次
,

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

往往成为

科技编辑选择何种学科作为终身方向的重要依据之一
口

当然
,

由于我国科技编辑队伍严重缺员
,

一人兼任数个学科编

辑的情况还是普遍存在的
。

尽管如此
,

专业科技知识仍然发挥着

定向作用
。

但因为科技编辑工作的复杂性
,

仅仅具备专业科技知

识这种呈单向扩展的知识层次还是不够的
,

这就需要建立新的知

识层次
。

三 科技史学知识层次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
、

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
。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
,

就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和掌握 自然规律以

征服 自然和改造 自然的历史
。

科技编辑通过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史
,

了解一门乃至数门学

科
、

一项技术乃至数项技术的产生发展的脉络及沿革
,

分析科学革

命和技术革命的背景
、

内容和影响
,

就可 以比较准确地把握新的科

学技术的前沿状况或新的生长点
、

突破 口
。

这必将有助于扩展科

技编辑的眼界胆识
,

可以建立起一种现代化类型的知识层次
,

也有

助于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 自然观和科学观
,

提高组稿
、

审稿
、

编稿

的水平
。

其实
,

无论是科技方面的作者
,

还是科技编辑所进行的工

作
,

本身就是在撰写科学技术的历史篇章
,

是很重要的一种科学文

化积累形式
,

科技书籍
、

报刊也是最为重要的科技史档案
。

几乎绝



大部分的科技论文
、

科技著作都有前言 或称导言
、

序言等
,

而在

前言中追述本项科学理论或技术的起源
、

背景
、

前人工作
,

还在文

末列出参考文献
,

这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写作体例
。

这种写作

体例
,

已勾勒出了某项科学理论或技术发展的粗略轨迹
,

也把作者

自己的工作归结为这个轨迹上的一个点
。

特约审稿人或科技编辑

在审稿过程中
,

也往往把稿件回归到历史中去
,

通过查证文献或根

据经验判断来确定稿件的水平
。

因此
,

科技编辑建立了科技史学

这一知识层次
,

就能够比较容易地与作者勾通思想
,

并且也能较好

地发挥组织和指导科研的作用
。

哲学功底较好的科技编辑
,

学习和研究科学哲学 或称技术哲

学
、

自然辩证法
、

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

也可达到同样 目的
。

四 科技写作学知识层次

科技写作学是一门文理结合的新学科
,

它是人们叙述人类认

识自然成果的一种重要手段
,

既从属于写作学的范畴
,

又从属于科

学技术的范畴
。

它以科学技术为内容
,

将实验资料经过科学抽象

上升为理论
,

或者出自实用的目的把科学技术实践形成书面文件
,

或者是普及已有的科学知识
,

以达到研究
、

推动或提高
、

普及科学

技术的 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创造性劳动
。

它是现代社会中某些相当

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认识过程的总的概括
,

是人们改造 自然
、

造福社

会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行为
。

所有科技工作者 包括科技编辑 都应该承认
,

写作是 自己工

作不可分割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

对于绝大多数的科技工作者来

说
,

一生 中有些技术或仪器可能从不使用
,

或从未接触过
,

但写作

则是他无论作为学生
,

还是职员
、

董事
、

经理
、

科学工作者和 工程技

术人员都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

英国人德鲁克在 年所著的《怎

样当好一 名雇员 》一书中指出
“

假如你的工作是和机器打交道
,

那

么你的表达能力是无足轻重的
。

但如果你的工作越是脱离了体力

劳动
,

你担负的组织工作越多
,

那么如何使用 口头和书面的形式 去



表达你的思想也就显得越重要
。

这种表达能力或许是你种种技能

中最重要的
。 ”

作为一名科技编辑
,

如果只懂一门范围很窄的专业科技知识
,

而却不具备起码的科技写作能力
,

那就不能卓有成效地做好本职

工作
。

从本职工作方面来说
,

如果专业科技和科技史学可 以帮助

编辑从科学性上把好稿件的质量关的话
,

那么具备了科技写作知

识的编辑就能够从篇章结构
、

文风
、

科技语言
、

规范化要求等方面

把好稿件的质量关
。

五 编辑业务知识层次

编辑业务知识包括选题
、

组稿
、

审稿
、

处理人际关系 读者
、

作

者
、

编者间的关系
、

稿件的文字加工
、

校对
、

版面与装帧设计
、

印

刷
、

发行
、

版权等一系列的知识
。

它原则上通过实践锻炼即可获

得
,

实践的时间越长
,

经验就会越丰富
。

目前
, “

编辑学
”

正在建立
,

编辑教育刚刚起步
,

绝大多数的编辑是掌握一门专业科技知识之

后
,

依靠
‘
师传身授

”

的培养形式在实践中掌握编辑业务知识的
。

创立编辑学仍然是一件艰难的工作
。

不过
,

不管编辑学是否成熟
,

编辑业务知识仍然应作为科技编辑起码的知识层次
。

六 四个层次的关系

专业科技知识
、

科技史学知识
、

科技写作学知识
、

编辑业务知

识
,

这四个层次的知识
,

既各 自独立
、

又相互联系
。

第一层次具有

纵向发展的特点
,

第二
、

三
、

四层次都具有横向发展的特点
。

科技

史学知识可 以帮助 了解相邻 自然科学学科和历史学的情况
,

科技

写作学知识可兼通文学
,

而编辑业务知识亦可兼得社会学方面的

知识
。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纵横交错
、

文理兼通的现代科技编辑的

知识结构
。

当然
,

政治经济学
、

哲学
、

科学社会主义
、

外语等知识也是需要

的
,

但它不是构成一般科技编辑知识结构的主体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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