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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编辑从业者必定是从心智到能力、从品德到体魄、从专业背

景到职业行为都优秀的人士。正因为如此，当今社会对编辑行当划

定了专业技术水平等级，从初级到高级都提出了不同的资质等级标

准。有的新闻媒介编辑行业还对欲入行者提出了先行资格考证要求。 

（六）编辑行为体现出很大的创造性 

编辑行为的对象是人们的精神文化成果，编辑的行为是对这些

精神文化成果作出优化处理。这种优化处理只能是锦上添花，好上

加好，或将欠缺补为圆满，使遗憾变为欣慰。显然，这一行为当中

包含着编辑者的劳动付出，在付出中体现一种创造性，它是对原有

精神文化成果的进一步完善、美化、提高。编辑行为的价值就在这

里。创造性是编辑行为的显著特征，没有创造性的编辑行为是失败

的。由此可知，经过编辑后的精神文化成果是原创加上再创后的结

晶，凝结着原作者与编辑者的共同智慧与心血。 

（七）编辑隐含着这一行为发出者主观智慧与 

劳动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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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编辑行为的创造性特征可知，这一行为的发出者（即编辑者）

在对行为对象的作用过程中，必得投入自己的主观智慧，付出必要

的劳动，方可使对象（即精神文化成果）趋于完善，达到好上加好

的目的，实现优化处理的效果。编辑者对自己行为对象的主观智慧

付出和劳动投入，正是编辑行为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编辑行为特

征中的又一大特征。这表现出编辑行为的利他功能，反映出编辑行

为的奉献品格和精神境界。而这些品格和精神的体现，又不是直接

彰显的，让人易觉察到的，它们往往化解在平常的编辑行为细节之

中，隐含在编辑成果里面。人们对编辑后的他人精神文化成果投来

赞许目光和语言，却不易见到这些成果在完善、优化处理中编辑者

的种种行为付出。为此，编辑者成为幕后英雄，他以智慧与劳动的

付出注释着这种英雄的品格。 

（八）编辑的行为内容主要围绕他人的劳动成果 

而展开 

人类世界上，人们的行为目的多种多样，内容也多种多样。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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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目的与行为为着自己的利益，只要合情合理合法，也无可厚

非，比如经商赢利行为，在为他人提供必需品的同时，自己也获得

利润，而后者是终极目的，前面的提供行为是一种手段，也是行为

内容。那么，编辑行为内容是什么？就是围绕他人精神劳动成果而

展开一种优化行为，使他人成果被完美推出。这样做的目的在哪里？

显然为了社会文化事业的丰富与发展，为了他人的成果价值得到肯

定，有利于他人的身心。这种为他性、利他性是编辑行为的特征之

一。为了他人成果，编辑者可以付出最大的心智与能量，可以做到

毫不保留，视别人的东西为自己的骨肉，百般呵护、打扮而心甘情

愿，了无杂念左右。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作用在奏效？这应该归结

于编辑的独特职业本性使然。于是，以他人的劳动成果作为自己的

工作对象而不保留地付出，构成编辑行为常念的经文。自然，在这

一经文念好的情况下，编辑行为的价值同样会得到社会的补偿，那

就是认可和赞誉。若以经济行为衡量，则是人们一种甘愿的成果认

购，获利者首先是成果原创者，尔后是编辑者。显然，编辑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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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首先在于利他，而后得到正当的自利。 

（九）编辑行为的成果表现为精神性，这种成果 

需要扩散和供他人享用并评价 

不可否认，编辑行为的成果首先应以物质形态的东西加以具体

化体现，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如书本、报纸、杂志，包括广播、电

视、网络作品，都必须以具体物质来体现，让人们通过实物感受到

它们的存在。而这些不同形态的物质成果，无不凝结着编辑者的劳

动付出，也是他们编辑行为的对象。因此，实物成果代表着编辑行

为的第一层次手艺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第二层次成果的展现，即

作为成果内容的精神价值体现，这是编辑行为成果本质上的特征。

只有内容上的精湛、高质，才能真正展示出编辑行为的价值所在，

同时也体现出编辑者的水准高低。所以，我们评价编辑行为成果，

主要从精神层面去观照考察，看它们对人们的精神影响如何，成果

的物质外观度则放在第二位。这也体现了内容决定形式的科学哲学

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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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行为成果的另一个特点是量的扩大，一个成果或许不会有

什么影响和太大的传播价值，一个成果的同类型复制与批量扩张，

才是编辑者的意愿。这种成果扩散只有最小额，而没有最大额的限

定，它取决于他人的接收度、享用度和扩散空间的大小。对任何一

个编辑者而言，他都希望自己行为的成果接收度与享用度高，被传

播的空间大，因为越高越大，就越能证明编辑者行为质量与影响的

高大。这也可间接证明他人对编辑行为成果的评价度和影响度。评

价行为对享用编辑行为成果的人来说，是随时可以发生和传递的，

只是评价方式、角度和内容不一样而已。不受到任何评价的编辑行

为成果是不存在的，从常理而言，编辑者希望得到正态的评价，这

样，他的编辑行为价值才有意义。 

（十）编辑行为核心地体现在大众传播过程当中，

但不排除在非大众传播领域的个别出现 

编辑行为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将自己行为的成果扩散，推向社会，

让他人接受和评价。这就是大众传播的行为过程，书刊、报纸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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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成果，承载着编辑者的用心，批量走向他人身边、手上后，就

实现了信息传播。广播、电视、网络作品，则借助电子媒介手段达

到大众化方式的传播目的。尽管这两大类媒介编辑行为的成果扩散、

传播方式不太一样，但原则要求是一致的，它们都核心地在大众传

播领域中表现编辑行为及其价值。这构成人类社会编辑现象的核心

景观和广阔画面，令世人易察易论。由此，编辑行为与大众传播活

动密不可分，大众传播没有编辑概念与行为的介入，将不成其为大

众传播。 

我们在充分肯定编辑行为在大众传播过程（或领域）的核心作

用后，也不可忽略这种行为在非大众传播领域的个别出现。这就是

个人行为意义下的编辑行为，如某人将自己的文稿进行编辑后，但

无批量出版之意，只留作个人的笔耕见证，只想使文稿显得更规整

一些；某些家庭成员内部编辑的小型报纸，只在成员间传阅，印量

十分有限；一些学校班级的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自编出来的手抄小报；

随着照（摄）像机特别是手机日渐普及而兴起的个人自拍自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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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作品，等等。这类投入了个人心智与行为的精神产品，显然凝结

着编辑行为的结晶，但它们又与大众传播意义下的精神文化产品被

编辑和批量出版、传播不同，而只是个别交流、保存，出现的频率

也非经常化，带有偶发性。不过，这些个别出现的非大众传播领域

中的精神文化产品同样需要编辑行为介入，而且编辑性质和程度未

必不同于大众传播过程中的编辑行为，故在此有必要指出。指出这

一点，方能使编辑的概念外延更完满。 

四、编辑学和新闻编辑学 

如果说编辑行为（活动）和现象的出现具有了厚重的历史积累

的话，那么，编辑学的形成和被认定则是距过往历史相去不远的现

代学科的体现。简言之，编辑学则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它的

历史不长，尽管它建立在编辑行为（活动）和现象基础之上，但对

其进行科学研究进而形成一门学问，则是今人所为。 

那么，何谓编辑学？编辑学就是研究和揭示人类编辑活动（工



 

22  

新

闻

编

辑

学

新

论 
X

IN
W

E
N

 B
IA

N
JIX

U
E

 

X
IN

L
U

N
 

作）原理、特点及其基本规律，并反过来更好地指导人们编辑活动

的一门学科。比照新闻学的三大划分法（新闻理论、新闻历史、新

闻实务），编辑学根据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不同编辑行为性

质，也可相应划分为三大基本板块，即编辑理论、编辑史、编辑实

务（业务）。 

由于编辑行为产生于人类早期的书籍收集整理，后来以报纸为

起始的新闻传播活动也需要编辑行为的介入，期刊出版物出现后，

同样需编辑行为参与才得以出版发行，所以，编辑学与新闻学一样，

除了理论抽象的一面之外，还带有明显的实践操作特性。随着大众

传播物质载体种类的不断涌现，往日以书籍、期刊、报纸为承载体

的编辑活动，已发展到与广播、电视、网络乃至手机的结合。这样，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几大以发布、传播新闻信息为重要特征的

大众传播媒介的运行，与编辑活动必然有机相连，便形成了一门新

的编辑学分支学科—— 新闻编辑学。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新闻编

辑学建立在上述几大大众传播媒介的运转基础之上，它与书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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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甚至后起的音像编辑不属一类，而是并列。当然，如果期刊出版

物中有一部分属于新闻性期刊，则新闻编辑学应将之划入自己的观

照视野。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应该明确什么是新闻编辑，然后方可界定

新闻编辑学的内涵。根据“编辑”概念内涵可知：新闻编辑是指在新闻

传播活动中，对人们创作的新闻产品进行组织、选择、加工、整理

等创造性的优化处理，并使这些新闻产品得以批量出版和刊播的行

为过程。 

同样，新闻编辑学就是研究和揭示新闻编辑活动一般原理、特

征及其基本规律，并反过来更好地指导新闻编辑活动的一门理论性

分支学科。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两个基本概念，即大众传播媒介和新闻传

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指能增殖信息并向广大受众传播信息的物质

媒体，主要有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网络（指以

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下同）等。这些媒介当中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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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和网络又以大量传播新闻信息为显性特征，故又称其为

新闻传播媒介。可见，大众传播媒介的外延要大于新闻传播媒介外

延，大众传播媒介种类中的绝大多数杂志和书籍、电影一般不传播

新闻类信息，而只传播其他类信息。当然，被称为新闻传播媒介的

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也不全部传播新闻信息。事实上，新闻信

息在这四大媒介运行中只占着较明显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比如，

报纸中的副刊版、理论版上的信息基本上属非新闻性；电视中非新

闻定位的频道播出的信息也不带有什么新闻色彩；网络中则大量散

布着商品广告、文学作品、生活常识和影视节目等非新闻性信息。 

只是人们出于习惯认识，认为新闻信息的获得主要依靠报纸、

广播、电视和网络，所以称这几大媒介为新闻传播媒介或简称为新

闻媒介。在一般意义上，凡提及新闻媒介，则主要指报纸、广播、

电视和网络。严格说起来，新闻性杂志（期刊）也属新闻媒介中的

一种，只是它们的种类与影响不及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那么繁

多和普遍，故时常被搁置一旁，鲜于提及，但它们的存在价值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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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当今世界上也有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新闻性期刊，如美国的《时

代》周刊、德国的《明镜》周刊、中国的《瞭望》周刊等。 

因此，就人们的习惯和现实状况而言，从属于大众传播媒介家

族中的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通常又被称作新闻媒介。操纵、运

行这四大媒介的报社、电台、电视台和网站被称为新闻媒介组织，

或媒介机构，或新闻单位。但就社会组织角度而言，通讯社无疑也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单位或称为新闻媒介机构，因为它以采集、

发布新闻信息为核心职能。但通讯社发布新闻信息的媒介平台还得

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新闻性期刊或其他电讯技术，所以，

有的通讯社建立起自己的报纸、网络和期刊甚至电视这类新闻信息

发布平台。如此看来，通讯社属于一种特殊的新闻媒介，也是一种

较特殊的新闻媒介组织。 

根据以上陈述分析，本书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和新闻性

期刊统称为新闻传播媒介或简称为新闻媒介，将运行这几种媒介的

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和杂志社称为新闻媒介组织，或新闻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