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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追本溯源为标志的极有逻辑推理的创新理论，是此书的内质，也是其所具吸引力的源泉。
作为教材，文本理论就是构建躯体的血肉，理论的高度决定其流传的远程。
周国清教授以自己多年发表在众多学术报刊上的有关编辑学论文作为此书的基础文本，这些文本浸透
着其在书海学林中艰难跋涉的渐积的诸多心血，也是其智慧的集中体现。
一些理论观点多是自己的独到思考或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更新的，如“编辑管理原则”中，在前人提出
的政治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基础上，他针对现实需要再提出了双效原则，对原有理论作
了重要的补充；再比如在谈论编辑思维中，他新提出了编辑思维创造的8种模式，概括得全面周到，
渗透了自己的体会。
周国清教授很重视文本诠释与讲解时的内在逻辑性，他在对概念、学说、本质、文化、规律等的阐释
中，都采用了追本溯源的办法，正本清源，不仅把源流与发展轨迹交代得清楚明白，还为类似概括起
到示范作用，并勾勒出了未来趋势，使理论顿增张力与活力。
这种理论讲解模式，我是极为推崇的，窃以为应该发扬光大。
　　作为新闻与传播教育丛书中的一册，《编辑学导论》立足于传播，并落实于传播，在理论创建和
表达上皆以积极的探索占居先导，颇可赞赏。
正如丛书主编田中阳教授在“导言”中说的，教材应为集人之大成，集大成也是一项创造性劳动，集
大成者可成大师，大师垂范于后世的做人、治学的精神、风范和原则，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从《编辑学导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负责的教师风范、追随时代脚步而不
断超越自我的做人原则，人是教材，教材亦人，这才真正达到了教学、育人的双效。
　　当然，学问无止境，教材建设也是一个必须与时俱进的课题。
《编辑学导论》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比如在如何更好地运用案例、材料与理论结合的问题上就值得进
一步思考，我们相信，在教与学的不断实践中，《编辑学导论》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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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国清，湖南桃江人。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编辑出版学系系主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出版阅评员。
出版著作4部，发表论文120多篇，在《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扩、《文摘报》、《出版工
作》等报刊摘介或全文转载近50篇次。
主持省级课题6项，参与国家课题1项。
多次获省、市奖励，评为“湖南省十佳理论编辑”、“全国高等学校社科学报优秀主编”等，2007年
评为湖南省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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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使用管理规定　　附录三 出版管理条例　　附录四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附录五 标点符
号用法　　附录六 校对符号及其用法　　附录七 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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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编辑学为什么在我国首创　　据林穗芳先生考查，国外文献中没有“编辑学”这一术语。
日本和法国虽然在1969年和1981年使用了editology一词，直译成汉语为“编辑学”，而实则是“出版学
”。
因而他在1986年另行创造了一个新词redactology作为“编辑学”的国际通用语，明确地与“出版学”
区别开来，并得到了广泛应用。
“按照国际术语学的命名规则，似可考虑使用redactology（英语形式）或redactologie（法语形式）作为
‘编辑学’的国际用语，redact一词在欧美主要语言中都只有‘编辑’而无‘出版’的意思，不会有歧
义。
”①1990年出版的姜振寰主编的《交叉科学学科辞典》、1994年出版的《第六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论
文集》，其中的“编辑学”均译为redactology。
1992年10月通过的中国编辑学会章程第一条把中国编辑学会的名称定为China Redactology Society。
1990年8月26日美国《克利夫兰旗帜日报》关于中国编辑学研究情况的报道中的“编辑学”也采用
了redactology，可见国外至少西方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编辑学。
而东方国家出版学研究比较发达的日本又没有提出编辑学。
那么，为什么编辑学诞生于中国呢？
　　（一）丰富悠久的编辑实践活动为编辑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编辑工作萌芽很早
，从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思想原则，到后代学者在编辑大量的类书、丛书、文集、史籍
、文选等的过程中，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们关于编辑工作的精辟见解“多写在书录、序言、
题记、例言、缘起、书后及与友人论学书中，或见于进某某书表，请开馆校书折子、上史馆总载书等
奏议、文书中，或载见于自序、凡例、释名、辨伪、答问、文论、诗话、校勘记、人物记”中，都是
编辑理论的宝贵财富，是从实践中积贮的编辑智慧，而张元济、陆费逵、鲁迅、邹韬奋、叶圣陶、茅
盾等近现代编辑出版家，则横跨传统与现代，在编辑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形成了富有创造性的编
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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