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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令人遗憾的出版软肋  

浏览 :   

 

——散论当今编辑主体地位的某种丧失 

 

编辑作为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内容提供者，作为文化产品的制造者、民族

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传播者，本来应当是三百六十行中令人十分看好的职业。然

而，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却是：目前全国出版界的编辑同仁正遭到有史

以来编辑地位最为低下的时期。 

 

笔者从1982年加入此行业至今已25年，既亲眼目睹了出版界的空前未有的

大繁荣、大发展，也目睹了如今出版界的彷徨和在改制中的种种阵痛，益发感

到，政府有关部门如果不正视目前全国范围内编辑地位的低微、编辑队伍的流

散、编辑成果被屡遭漠视、编辑人才难觅等问题，整个出版产业的发展将难以

维系。 

 

笔者手头没有关于全国编辑人员的数据，但保守估算，全国570余家出版

社的编辑应在数万人以上，如果再把全国9000多家杂志、2000多家报纸以及众

多的网站编辑加在一起，编辑队伍当有一二十万之众。但从整个社会来看，编

辑尚属于小众人群，没有形成强大的主流人群。然而，就是这小众人群，却担

当着为全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食粮的重任。不可想象，倘若没有了编辑这个群

体，我们的社会还能像今天这样运转自如吗？别的不说，关系到3亿多未成年

人上学用的课本就无法保证，至于人们想看看书报刊、上网浏览，乃至整个民

族的文化传承也都将成为泡影。 

 

然而，令人忧虑和遗憾的是，如今在出版界，编辑的地位越来越低，低到

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年精英不愿加盟这个行业，甚至于宁愿去当中小学校的

教师，去街道办事处当个工作人员，去服务业当个高级打工仔，也不愿意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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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杂志社、中小报社的编辑。 

 

与此同时，在众多的出版社内，围绕着以谁为中心的争论至少已有20多

年。争论来争论去，编辑的积极性越来越小、经济待遇越来越低，甚至于远远

不如出版、营销、行政人员。编辑像个后娘养的孩子，在晋级、提升、出国、

福利分红等方面处处低人一等。那些年龄较大的编辑，因为几乎都完成了高职

称、高工资的历史使命，所以几乎都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带着对这个行

业诸多美好的回忆，告别了职业生涯。而相当多的中青年编辑正处在出版业改

革的转折点，加之行业的动荡和萎靡不振与其他一些行业的快速发展所形成的

十分强烈的反差，于是编辑队伍的剧烈震荡就在所难免了。 

 

本来，编辑就应当是出版社的核心，没有了编辑，哪来的产品，又往哪里

销售呢？但不少出版社早已动摇了这个中心，编辑的主体地位正遭受到前所未

有的冲击。 

 

那么，编辑的主体地位的丧失表现在哪里呢？ 

 

一、缺少编辑职业的优越感， 

 

职业角色日渐式微 

 

编辑这个职业在我国已存在了几千年，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如果没

有了历史上无已计数的编辑，就不会流传到今天。远的不说，像近现代的一些

文化巨匠几乎都做过编辑，如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巴金等。此外，

像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建国前上海良友出版公司的资深编辑家赵家璧、北新

书局的职业经理人李小峰、杰出的出版家邹韬奋、著名诗人臧克家、著名学者

周振甫等，都是影响很大的编辑。可以说，这些杰出的编辑，不但以自身的思

想、学识、胆略、著作影响了当时无数的国人，且至今依然产生着重要的影

响。 

 

然而，如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编辑几乎付诸阙如。如果

说，有的编辑还有些影响，也是他的多重身份在起作用，如有的编辑还是著名

作家（这一点在作家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十分多见），公众在赞美他的作品时，

很少会想到他的职业是编辑。于是，也真的有不少人成名成家之后忘记了自己

的编辑出身，从来没有对媒体和公众提起过自己曾是个编辑。还有的人，从编

辑的角色有幸做了大官，也不愿提起自己的成长是从编辑一点一滴起步的。 



 

由于种种原因，出版业虽然也在发展，但它的发展速度显然远远赶不上其

他行业，特别是相邻的新闻业以及信息产业。由于整个行业内的市场化程度还

不算太高，所以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可以自由流动的人才市场，特别是缺

少职业经理人。同样的资历，同样的水平，在其他行业内升迁、晋级、各种待

遇等都很理想。如同样工作5年的大学毕业生，在电信企业里哪怕做个普通的

文职人员，也会买了商品房、买了小汽车。而在出版社做编辑的人，别说买商

品房，就是买个像模像样的二手房也不是那么容易。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编

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低，甚至赶不上中小学教师，赶不上一个街道办

事处的普通工作人员。因为在不少急功近利的人看来，编辑一无权，二无利。

现在的编辑得到处求人，求了作者求发行，要想使自己所编的书卖得好，还得

求报社的记者为自己鼓吹，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职业优越感。即使你自己对自

己所编的图书叫好，但是市场也许一点不买你的账。书卖不出去，编辑休想拿

到年终的分红，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除了那点有限的死工资，其余的奖金

和各种福利几乎没有。想想看，眼看着其他行业同龄的人并没有像自己这样付

出了许多，却得到了不少好处，谁还会沉默地坚守淸贫呢？ 

 

由于编辑普遍丧失了职业优越感，所以在工作中普遍缺少应有的职业热

情，工作中能凑和就凑和，职业付出降到了出版史上的最低点。因此，如今的

出版物无错不成书绝不是什么耸人之谈。不求甚解，对所编的稿件合理地想当

然，已成较为普遍的现象，不但众多的教材教辅书错误迭出，一些词典工具书

也是错误不断，令人惋惜。 

 

二、缺少正常的激励机制， 

 

编辑如同“灰老鼠” 

 

在相当多的出版社，每每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改革，改了半天就是改了编

辑，将编辑的积极性、创造性改得荡然无存。如有的出版社的编辑在社里年终

分红时，由于所编的图书被社里算做赔钱，结果是一分钱也没拿到。社里为稳

定其情绪，给他设了一个安慰奖，也就是几百元的样子。此举不但未安慰好编

辑，还让编辑感觉到人格受辱，结果是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消极怠工了。 

 

应当看到，在不少出版社中，编辑是社内的三等公民。一等公民是发行销

售人员，二等公民是行政人员，三等公民才轮到编辑。编辑在社内无职无权，

地位之低甚至不如小车司机，哪个职能部门似乎都可以刁难编辑。编辑像过街



的“灰老鼠”一样，在社里灰溜溜的，不少编辑，特别是选题未被社里通过的

编辑，整天耷拉个脑袋。即使策划出优秀选题的编辑，其内心也未必高兴到哪

里去，因为面对社里的销售网络，他的选题很有可能会叫好不叫座，到头来也

拿不到多少奖励。在这样的环境中，编辑怎会有多少心思把劲用到工作上去

呢。 

 

不少地方的主管部门及出版社自身，每年都设立了这个奖那个奖，但对编

辑的奖励，除了各种好书奖、编辑奖外，其他能充分调动编辑积极性的各类奖

项似乎并不太多，比如说发现新人奖、编辑文案奖、项目创新奖、编辑协作

奖、编辑奉献奖、资深编辑奖等等。 

 

三、缺少正规的培训机构， 

 

编辑的日常培训工作严重滞后 

 

当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加盟到出版社之后，从走进出版社的那天起，似乎就

与培训无缘了，即使有一些培训，也很难轮到每一个编辑，大多数人缺乏入行

所必备的常识和有关出版方面的基础知识，大有瞎子摸象或摸着石头过河之

势。如果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敬业精神的人，会自觉地“恶补”有关知识，尽快

熟悉工作流程；若他是一个有惰性的人，很可能就一天天混下来了，一晃就10

年、20年，除了编辑几本书，几乎在事业上没有多大的建树。 

 

众所周知，编辑这个工作本来是知识密集型、复合型的工作，它要求编辑

要不停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平时读书、看报、听广播、上网、逛书店乃至

看电影、看画展、听音乐等，都是在补充知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编

辑要永远站在时代信息的前沿、思想文化的前沿。不管这个社会如何浮躁，国

民阅读率如何一路走低，编辑也不能远离书本，因为，离开了书本，你的知识

根基也就荡然无存了，如此下去，你还能编辑出来什么好书呢？ 

 

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出版社对编辑队伍的建设做得十分不够，平时几乎不

组织编辑到有关机构进行调研和搞有系统的进修和学习，也不组织编辑进行业

务研讨。特别令人惊诧的是，相当多的出版社几乎没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日子

是过一天算一天，既不见社史陈列室，也没有对新进员工、在职员工的不同的

培训计划，编辑似乎是在自生自灭中默默探索。探索得好就少交学费，探索得

不好，工作了几十年，也就是一个熟练工而已。作为一个重要职业所应当具备

的职业前景规划，似乎未见有哪个机构或出版单位提出过。虽然目前各地都有



自己的出版工作者协会、编辑学会，但围绕编辑而开展的各项活动，诸如编辑

工作学术研讨会，编辑技能大比武，编辑沙龙，青年编辑、骨干编辑专题培训

班等开展得并不多，这似乎是因为各地协会活动经费日渐拮据所致，于是，协

会真正成了“歇会”。编辑有苦无处申、有话无处讲、有研究成果无处展示，

不少编辑的工作热情越来越低，工作动力越来越小，工作前景越来越不明晰，

对职业已经不抱任何信心。工作只是不停地将自己的学识掏空，而知识的补充

却是那样的稀少，能编出好书那才奇怪了。 

 

四、缺少严格的淘汰机制， 

 

混事成了普遍现象 

 

由于相当多的出版社并没有真正改革到位，而且是越改越乱，矛盾是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其中编辑的改革是一大难点。许多出版社不重视编辑工作的独

特性和创造性，以为编辑就是现代出版诸多环节中的极为普通的一环，似乎谁

都能当个编辑。我曾见到不少人在背后对别人指责编辑，声称，没有编辑，出

版社照样运转！因此，不少出版社的发行都“揭竿而起”做起了编辑，据说，

有的书还算畅销。为什么？因为他有自己独特的销售渠道。而有的编辑确实是

在混。他平时不注意调研市场，不去结交各界精英，不去补充多方面的知识；

他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在消磨着自己，同时也在浪费着出版社的大好资源。

由于不少出版社的奖惩制度并未紧紧跟上，有的人在工作几年以后显而易见的

是不适合做编辑，但却难以流动出去。转岗、轮岗都是出版社难以启动的难

题。 

 

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不少出版社从优秀的一线编辑中抽调了许多人改行

做了诸如发行、总编办、人事管理、计算机管理等工作，这使得本来就出现编

辑荒的出版社雪上加霜，捉襟见肘。大家知道，出版社要想培养一个优秀的编

辑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真应了“十年磨一剑”的老话），过了这个阶段，他

才能对出版社有一定程度的回报。编辑实际上是老来俏，越老他的知识含量和

作者储备、社会影响才越发显得珍贵。 

 

不过，编辑的磨练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指望几天就能称职，甚至做出大的

贡献，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展望。 

 

（本文作者单位：新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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