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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了吴飞同志的《新闻编辑学》，由衷感到高兴，为他，也为新闻教育界。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书籍出了不少，但有关新闻编辑方面的书并不多，因此，早先听说吴飞同
志正在着手写这方面的著作，就很高兴。
月前蒙他把此书的打印稿寄给我看，但收到时，我正要动身去神农架开会，未及看。
回来时，北京已进入酷暑，热浪袭人，连坐着看书也成苦事，但我一页页看着打印稿，仍感颇有兴味
，此书的新颖性完全吸引了我。
　　现有的新闻编辑方面的著作，包括我所参与编写的几本，大都是以报纸编辑的流程为基本框架的
，这自然有它的好处：比较适合新闻编辑学是应用性学科的特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且比较容易
避免与新闻学理论、大众传播学等学科的重复。
但新闻编辑学的框架是否就应该如此，是很难说的。
即使有它的长处，把它视作一个固定的模式，所有的新闻编辑学著作都照此来写，也未必是好事。
这无疑会束缚学生的思维，也不利于学科的建设。
特别是新闻编辑学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创建的历史并不久，有许多问题尚待研究，过早地把学科
的框架固定化更没有好处。
吴飞同志的这本编辑学著作，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我是很支持的。
全书以编辑——人为中心，分上下两编，上编是“编辑基本理论”，下编是“编辑艺术论”。
“编辑艺术论”大体涵盖了现有新闻编辑学教材中关于编辑流程的论述；而上编则包括了“编辑主体
论”、“编辑客体论”、“编辑符号论”、“编辑受体论”、“编辑控制论”，比之一般编辑学教材
中有关编辑理论的研究范围拓展了许多。
当然，这样的框架是否就很好，也很难说，这是需要实践来回答的。
但我认为，至少作者研究中的这种创新思路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何况作者的这种创新是颇有根据的。
由此，我甚至产生这样一个想法：以后如果再有几种表现新思路的著作问世该有多好！
即使每一种新思路仍有欠缺，我想在整体上，它们必将大大推动新闻编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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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编辑学大体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编辑理论、编辑史、编辑实务。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编辑史、编辑实务的特点都比较鲜明，准确把握它们的内涵比较容易，而编辑理
论则相对来说比较难。
难主要难在理论的抽象程度的把握上。

　　新闻编辑学既是一门独立学科，又是一门兼容性很强的学科，新闻编辑学不仅与新闻学、大众传
播学有血缘关系，与哲学、法学、语言学、逻辑学、美学、心理学以及系统科学等都是近亲。
研究新闻编辑学既要重视对新闻编辑实践活动的体验、调查和总结，也需要汲取、借鉴相关学科的研
究成果，否则要科学总结新闻编辑工作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是根本不可能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编辑学>>

作者简介

　　吴飞，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领域：传播法、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
出版著作：《平衡与妥协—西方传播法史论》《大众传播法论》。
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十余篇被《新华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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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编辑主体论　　主体与客体，是哲学中的两个极为重要的范畴。
从哲学意义上说，主体是指在活动中自觉地、创造性地运用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有意识有目的地认
识并改造客体的历史发展的现实的人，而客体则是指被认识、被改造的客观对象。
编辑主体正是编辑活动中具有认识和实际能力的专业人员。
他们在编辑活动中，能自觉地、创造性地运用编辑符号以及其他物质与精神手段，选择、组构各类精
神文化产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的是人类的“活动”，而所谓的活动，是指“人有意识地
有目的地影响周围环境的过程”。
活动把主体与客体连结起来，物质是活动的对象或手段，意识是活动的产物或要素，两者不可能脱离
活动的过程和活动的主体静态、抽象地存在。
　　人作为主体，决定了他面对整个外在世界居于认识者和改造者的地位。
他把客观对象的各种外在的特殊规律内化到自己的实践和意识之中，变为一种内在活动的普遍规律。
这种“内在尺度”就是主体最显著的特点：能动性。
能动性所表达的是主体以活动为中介，对客体作有自觉意图、有意识的、有目的性的要求。
也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并非所有个人都是主体，只有在改变对象世界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中，自觉
而非被动地、积极而非消极地运用能动性这个“内在尺度”的个人，才是主体。
　　既然活动是主体的活动，主体是活动的主体，没有无主体的活动，也没有无活动的主体，那么，
我们若希望深入了解编辑活动的规律，不对编辑主体进行研究是行不通的。
因为编辑主体的目的规定了编辑活动的内容及方向，使编辑活动成为属于编辑主体的东西，俗话说“
文如其人，报如总编”，似可为此点之注脚。
另外，从活动的结果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从活动的结果看，“这
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
现在生产过程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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