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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在新闻出版行业工作，已近30年了。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从做报纸（《江南游报》）到做杂志（《东方青年》），再到做报纸（《
浙江青年报》、《青年时报》），最后又做起了杂志（《观察与思考》）。
其间，我从记者、编辑岗位起步，先后担任过编辑部主任、主持编务工作的副总编以及现在的《观察
与思考》杂志社主编。
　　由于我长期在新闻出版的采编业务一线工作，自然而然地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
我是个爱思考的人，喜欢对“经验”进行“理论梳理”，即将一些“经验”提升到“规律”的层面。
我觉得，掌握了从实践中得来的“规律性的东西”，反过来指导实践，效果非常好，至少可以提高效
率，少走弯路。
比如，我对记者采访规律的认识；比如，我对文章结构规律的认识；比如，我对版面设计规律的认识
；比如，我对编辑流程规律的认识；比如，我对日常管理规律的认识，这些“认识”，都对我的实践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在长期的新闻出版实践中，也带出了一批新闻出版人才。
他们当年跟我“干新闻”的时候，大多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
但是，在我的指导下，他们进步非常快。
现在他们在浙江的一些重要媒体工作，大都成了那儿的台柱子，有的还成为某些媒体的领导者。
　　实践的结果告诉我：我的那套东西，还是行之有效的。
加上我还在几个大学任兼职教授，常给学生上课，因此，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将那些经过实践检验
的“认识”，归纳起来，写成一本书，让那些新“入行”的年轻人，以及听我课的学生，有一个“东
西”可以放在需要的时候翻翻看看。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要求自己尽量少看别人的书。
不是我对他们的书不屑一顾，而是我怕受到他们的影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从而“迷失自我”。
我想，我要尽可能地坚持“原创”。
所以，我的书中，就有了大量的“与众不同”的东西。
也许那些东西还非常幼稚，但我认为，多样性，总比单样性好；创新的粗糙，总比守旧的精致好。
好在我们的读者会有能力“取其精华，扬弃糟粕”的。
　　虽然我坚持“原创”，但我毕竟是受过新闻专业高等教育的，这么多年来，也啃过一些老师的书
。
因此，如果说，我在书中有所建树，那也有这些老师的功劳。
因为他们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由于这是一本既有理论层面的东西，也有操作层面的东西的书，它应该有它“存活”的价值。
而且这本书虽然讲的是“新闻期刊采编和管理”，但它的一些东西，是和其他期刊共有的。
做其他期刊的“刊人”们，也是可以“翻翻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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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期刊从业人员来说，本书是一本指导性较强的业务专著。
作者提出的“目标消费者”概念、“发行局部压强”观念、“不小于三分之一”的美学原则，以及制
度管理、文化管理和知识管理“三位一体”的管理理念等，都不乏新意。
作者强调，对于一本期刊来说，知识管理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却较为重要的新管理模式。
全书文字通俗、流畅且不乏幽默；有不少生动的例子，也有大量的具体的可直接用于实际操作的“经
验之谈”。
本书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还具有指导实践的积极意义。
作者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大学给大学生上课时，本书内容曾为主要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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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建中  1953年生于杭州，现为《观察与思考》杂志主编、浙江省社科院企业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杭州名牌战略研究会高级顾问，1987年加入浙江省作家协会。
1970年至1979年在大兴安岭林区“支边”，做过营业员、后勤杂工、汽车驾驶员、文艺宣传队员、工
会文体干事。
1979年回到杭州，做过工人、成本核算员、企业报编辑。
从企业报编辑岗位起步，1983年正式开始了新闻出版专业工作生涯，先后在《江南游报》、《东方青
年》杂志、《浙江青年报》、《青年时报》、《观察与思考》杂志工作，这期间，当过记者、编辑、
编辑部主任、副总编和主编。
发表过大量的小说、杂文、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等文学作品：新闻作品多次获国家级和省级奖；2003
年开始，对时政评论兴趣日增，在《观察与思考》杂志扉页发表时政评论120余篇。
2009年，《观察与思考》杂志获“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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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们也赞同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但实践上往往各执一偏，难以统一。
于是，在写作实践中就产生了两种情况：有些文章空洞抽象，概念、观点、条条多，缺少具体材料，
没有例证，因而既不能令人信服，也难以启发人的思考；有些文章则不善于概括，堆砌资料，缺乏经
过分析得出的观点和结论，看起来杂乱无章，茫无头绪。
邓拓认为这两种现象反映了两种片面性，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观点和材料相组合，虚与实相结合，而这
个结合，必须经过一番把观点和材料融会消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相加和凑合。
‘这只有经过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才能成功，决不是生拉硬凑、加减乘除就能成功的’（《燕山夜话.观
点和材料》）。
这话讲得非常深刻，确是他自己长期发奋挥毫的经验之谈。
他还举古人作的形象化比喻为例：有的人所学如一仓钱币，纵横充满，而不得贯以一绳；有的则有绳
一条，而无钱可贯。
‘以线贯钱’的说法，和我们平时讲的‘红线串珠’相似。
这些比喻虽然很形象地说明了一部分道理，但比喻总是跛足的，写作不能简单这样相‘贯’相‘串’
，而需经过一番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使观点和材料水乳交融，才算达到了理想的境界，从而创造出一
个全新的‘产品’。
”（1）　　和“水乳交融”相反的就是“油水分离”了。
近些年来，有人花了不少钱，研究如何在汽油中加水，以解决能源不足的世界级难题。
媒体也对此进行过不少的报道，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过有谁将这项研究搞成功了。
油水不融，这难倒了不少科学家和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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