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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家与专家——功夫在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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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锦尉，1948年2月14日出生于浙江镇海，高级编辑、法学硕士。上山下乡回城赴

复旦大学读书，1977年春进上海文汇报编辑部工作，任理论编辑、驻北京记者、理论部主任。

2001年9月调上海市委宣传部任副局级巡视员、理论处处长，兼文汇报评论委员会成员。 

  20多年来，编发1000余期理论版，撰写消息、通讯、专访、评论、理论随笔、新闻理论论

文及其它理论文章2000余篇，主编、撰写、合著30余本理论著作，多次获全国及上海市优秀作

品奖。2000年获第四届韬奋新闻奖。 

  人生就是选择。投身新闻业，一干就是近25年。回溯已经走过的路，感触良多。邹韬奋先

生在一篇《有志于做新闻记者》的答读者问中说：要当记者的话，新闻界人士可以与你谈关于

采访新闻、编辑新闻以及写新闻的一般技术上的要点，“此外恐怕还需要你自己多阅有益的书

报杂志，充实自己的知识。” 

  确实，“充实自己的知识”，是干新闻的基础条件。我踏进文汇报，一直在理论部工作，

当理论编辑。刚上手时，不少有新闻资历的朋友对我说，当编辑就是要成为杂家，什么都要

懂，什么都不必专。我是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听了这个“门道”受到启发，于是，就广泛涉

猎，铺垫自己事业的基石。既然走进新闻业的门，新闻业的“十八般武艺”都得略知。偶然的

机会，我被报社派往驻北京办事处当驻京记者。理论编辑当记者的经历使我收益匪浅。如果说

上海是一个“海”，那么北京是更深更浩瀚的海，那里云集国内第一流的理论大师和各方面专

家，那里不断涌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大消息。半年的记者生涯，我向总部发回不少重要报

道，专访了于光远、许涤新、朱光潜、刘国光、董辅、潘吉星、马艳红、楼云等一批名人，有

了供职新闻业的感觉。同时，与理论界的不少权威人物结下了较深厚的情义，成为尔后当理论

编辑的一种“财富”。 

  有人说，编辑工作就是“编编辑辑”，剪刀加浆糊。这种说法没有说到编辑功夫的要害。

编辑功夫在编外。编辑的功底在于自己知识的厚实，写作水平的相当。因此，尽管我是理论编

辑，给别人做“嫁衣裳”的事儿多，但并不妨碍我自己勤于耕耘，撰写各类文章。我每年制定

个人“业务发展计划”：在本报发文章若干篇，在人民日报发文章，在《求是》杂志刊登文

章，参与编写著作，本人主编著作，自选文章出版，个人专著出版，争取在上海市论文获奖，

在全国获奖，等等。完成一个目标，就是自我价值的一次实现，一次自信心的增强。编辑的生

命既在编，又在自己的写作。这真是“聚沙成塔”啊！20余年来，我刊发的各类文章2000多

篇，撰写、主编和参与的著作30余本。“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成了我的职业习惯，也成了人

生的一种乐趣。别人几天不打牌可能会手痒，几天不跳舞可能会脚痒，我则是几天不写文章，

心要发慌，会觉得“气虚”。职业与乐趣汇成一体，工作着就是快乐的，成为我真实的感受。

由于我能使用新闻业的各种“武器”，消息、通讯、人物专访，新闻学论文、理论文章、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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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随笔，都会耍上几招，所以，编辑版面和理论文章，就能驾轻就熟。我观察周围有些编

辑，自己写作能力欠缺，编辑别人文章就也“捉襟见肘”，他们只会“删节”别人文章，不会

添加一些“画龙点睛”的语言，更不能重新改写，使文章上一个层次，也提不出带有建议性的

见解，或构思不出具有新鲜感的选题。 

  编辑是杂家，这当然有道理。编辑涉及的面广，什么学科都得懂点，什么领域都得进去

点。因为是“杂家”，各种有价值的书都要翻一翻，各种有趣的事都要议一议。作为理论编

辑，我编过哲学类、科学社会主义类、经济类、社会类的书，写过由各种学科知识为依托的文

章。实践过程中，我又慢慢悟出一个道理，杂家和专家又是辩证关系，“杂”是一种需求，但

“专”又是一种需求，新闻业中也要有专家。大众媒体上的理论、文艺、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和

知识，有时十分具有时效性、新闻性。比如，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以后的党建学，国家实

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对宏观经济理论的推介，科技发展中的细胞学、纳米技术、环境学等等，

都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倘若我们的新闻单位，尤其是大报、名报，没有几个这些方面的

专门家，没有在社会上这一领域有点影响的人物，至少能与国内一流专家对得上话的编辑，怎

能组织到一流专家的文章呢？比如，我们文汇报，事业有成的文艺方面的记者和编辑已成为著

名的作家，科技方面的记者和编辑也成为科技普及方面的著名活动家和作家。理论编辑更应该

成为某个学科的著名理论工作者。 

  这方面，我自感有一种职业责任心。文汇报理论编辑走出去，别人会感觉到他应有较多的

理论修养。从事编辑工作以来，我攻读专业知识，不断自我加压。在紧张工作之余，修完大

专、本科，再攻取硕士学位。根据党的理论宣传的趋势，从80年代下半期开始，从经济学为

“主项”，逐步转向党建学研究。发挥理论编辑“杂”的优势，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

科学社会主义学的知识和视野来研究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重视党的组织资源”等具有

一定创新性的见解，得到有关领导和党建专家们的首肯，并逐步成为党建方面的学者。其实

“专”与“杂”是相互联系的，“杂”的广泛理论知识，可为“专”得更深打下基础，深入的

钻研又会触类旁通，有助于其它理论问题的把握。而且，执政党规律的探索又是属于我们政治

大局性的问题，这个“关键在于党”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有利于办报中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责任意识的增强。编辑过程中就会更沉稳，更自如。 

  在工作中，我还感到，提倡理论编辑研修成学者、专家的又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用自己

掌握的新闻写作的本领来发挥理论宣传的更多作用。平时，我的理论学习与写作以“学进去”

和“吐出来”的要求来“逼”自己。学的知识要“吐”出来，除了编辑在版面上下功夫以外，

还要多写理论短论，以自己的理论结构来感觉生活。平时我思索不停，捕捉各种题目。理论学

习深入了，认识的东西可更清楚地感觉它的存在。这方面我刊发了大量理论随笔，受到读者的

肯定。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刘云山在我的一本理论随笔集的序中写道：“读理论文章要使人家轻

松、自在，是一种享受，既受到教育，陶冶情操，又提高理论素养。并非只有形象化的东西才

能做到轻松活泼，理性、抽象的东西跟枯燥不能画等号。”这段话是对我们报纸理论宣传的要

求，也给了我鼓励，我要在实践中继续努力。 

 

文章管理：beyondsun （共计 978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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