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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稿的审读和编辑加工 

林如求 

摘 要: 小说文稿的审读首先要关注主题思想的政治倾向性，重点是审查典型形象塑

造、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同时注意语言的个性和魅力，还要掌握好对小说文

稿编辑加工的“度”。 

关键词: 小说文稿 审读 编辑加工 

      小说是“声望最高的文学形式”[1]。全国各地文联主办的、由四大板块——小

说、散文、诗歌、评论组成的综合性文学期刊，小说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历来是其中的重头

戏。对小说文稿的审读和编辑，是文学期刊编辑部举足轻重的工作。 

    审读的表面形式是阅读文稿。许多文稿，尤其是较长的或较晦涩的小说文稿，常常要

一读再读，甚至要精读，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文稿的优劣。长期以来，我国期刊编辑部对文

稿的审读实行 “三审制”，虽然各个审次的具体要求不同，但审读的基本内容却是一致

的。就小说的审读而言，其基本内容是：对小说文稿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如典型塑造、

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以及小说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出综合评价，

以决定文稿的取舍。 

    小说主题思想的政治倾向性正确与否，是小说文稿审读时首先要关注的问题，也是期

刊选稿、用稿的前提。 

    对小说文稿政治思想性的要求是，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以优秀的作品教育人、鼓舞人和鞭策人，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审读小说文稿不能只做简单的字面上的评断，而要对小说艺术形

象蕴含的思想内容和思想倾向做出整体上的分析和判断，看是否符合“三个代表”的要

求。要大力推出那些讴歌英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

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伟大实践和丰富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作品，坚决摈弃那些宣扬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健康思想倾向和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矫揉造作的小说

文稿，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对于那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小说文稿，要郑重地考虑它

的社会效果，看它是否能给读者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但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又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单调

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使题材的广泛性与主题的丰富性相结合，提倡多

样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要是健康有益无害的作品，都应当在欢迎

之列。此外，对于那些少数民族题材、宗教题材以及涉外题材的小说文稿，要特别注意不

得违反党的有关政策；即使相关内容只是作品中的片断描写，如少数民族的风土民情，对

它是褒是贬，也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倾向，都要慎重考虑与党的政策是否一致，忽视此类问

题，往往会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甚至引发政治事件，不可等闲视之。 

    其次，小说艺术形式的完美与否是决定小说艺术魅力和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是小说

文稿审读的重点。 

    “人物是小说的心脏”[2]。小说中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说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情节是

人物性格的完成史。喜欢听有情节的故事，是读者的一大嗜好。人们喜欢抓住一条线索、

一个悬念，充满好奇地欲知后事如何。过程愈曲折，结局愈出乎意表，便愈令人欣喜异

常。细节对人物栩栩如生的性格特征塑造和描写对象的真实、细腻、具体、生动起着不可



◆ 各期杂志 
2000: 第3期 第4期  

2001: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2002: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增刊  

2003: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2004: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

期  

2005: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

期  

2006: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

期  

2007: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编者·作者·读者

· 重学术，重规范，与时俱进

· 我与《出版科学》

· 《新帮手》系列热销引发的反思

· 我编辑的第一本书

品书录

· 民俗文化的历史再现

· 大师风范 艺术真采

科研信息

· 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探讨编辑活动的
基本规律

· 2003年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辅导
教材出版

· 湖北出版文化城正式落成

· 《点击〈出版科学〉》出版

纪念湖北省编辑学会成立十周年

· 围绕编辑学研究的议论

编辑语文知识

· 谈编辑的语文修养

· 编辑要练就过硬的“文字纯洁功”

·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事”

· 编辑要善于利用工具书

或缺的作用。审读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小说和性格小说，都要注重典型形象描写的真实性、

鲜活性、丰满性，作为评判小说成功与否的艺术标准。 

    19世纪那些现实主义大师的小说的美学力量，来自于按照生活本来的真实面貌反映和

描绘生活，我们读他们的作品，仿佛走进作品中去，和作品中的人物一同生活，一同思想

和感受。到了20世纪，现代化的生活改变了生活的节奏，也改变了生活的关系和面貌，人

们在向外围空间发展的同时，却发现了内心的孤独与彷徨。他们不满足于生活的表面，而

要去挖掘生活背后的所谓“真实”。詹姆斯的“意识流”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说，助长了这一趋势。于是，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成为

20世纪小说的一个流派，不仅从外表的社会生活转移到人物的内心生活，而且从有意识的

内心生活转移到更深层次的无意识的内心生活。随着内容的这一转变，小说形式也发生了

转变。从有中心的单纯结构，转移到无中心的复线或放射线结构；从对人物动作和情节的

描写，转移到没有动作或没有情节而只是对人物主观情绪或感受的渲染；从按照生活本来

的真实面貌反映和描写生活，转移到通过“变形”和“幻觉”等方式反映和描写生活。人

物与情节都淡化了，从而使得现代小说从典型塑造和艺术技巧到表现手法上呈现出一种争

奇斗艳的绚丽景象。对此，小说编辑要不断地通过自学，努力加强现代小说的艺术素养，

变无知为有知，变知之不多为知之甚多，变外行为内行，才能胜任小说的审读工作。鲁迅

在说到文章选本时说过：“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

[3]其实，文学期刊小说质量的好坏，实质上是小说编辑在审读文稿时艺术眼光之文野与

高低的反映。 

    总之，小说审读在关注小说的艺术性时，一要注意小说中典型形象的塑造是否鲜活、

丰满，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是否正确、得当。一部小说只是思想性正确，如果

典型形象苍白，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拙劣，就感染不了人，也得不到读者的认同。二要对

各种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的小说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小说编辑要有宽广

的艺术胸怀，对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小说，如“意识流”等，只要它的思想倾向没有政

治问题，都应当包容，不能只以自己的主观喜好为标准决定取舍。须知，各种形式的关门

主义，只能使刊物越办越单调，越办越乏味。三是小说编辑对新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还

要具备一种艺术敏感性，不断发现和推出那些在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上有创新的小说作

品，使小说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不断推陈出新。艺术敏感性对小说编辑实在太重要了！

因为编辑其实是一些非常容易犯错误的人，正如约翰·加德纳所说：“由于职业的原因，

他们看了许多作品，因此他们都变得麻木不仁，即便天才在他们面前跳舞，他们也看不出

他们的才能。”[4]小说编辑如果缺乏艺术敏感性，很可能把有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天

才从自己的手下给埋没了。 

复次，小说的审读还要讲究小说文稿的语言个性和语言魅力。 

    高尔基说过：“文学是语言的艺术。”[5]阿·托尔斯泰把文学语言比喻为一种“神

奇的电波”[6]，作家则利用这种电波把自己的感情、美妙的幻想和各种思想发射出去，

传达给读者。“言为心声”。好的小说语言往往能显示作家的个人风格。古人有“立言”

必先“立心”之说。所谓立心，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熔铸在描写对象

中，使主客观融合一体，呈现出作家本人的创作个性和语言风格。这种创作个性和语言风

格愈鲜明、愈独特，作品就愈具有艺术魅力。对此，小说编辑要特别予以关注，看它是否

具备鲜明的形象性和丰富的情感性，让人读了作品，通过独具个性化的语言，在头脑里唤

起一幅幅画面，一座座浮雕，产生造型那样的立体效果。对于那些语言平庸、苍白乏味，

显示不出作者个性风格的小说文稿，是不应采用的。 

    通过对小说文稿思想、艺术及语言诸方面分别进行分析和综合，就能形成或详或略的

取舍意见。毫无疑问，对那些思想性有较大问题又不易修改的小说文稿自在淘汰之列。对

那些艺术上不大成熟的小说文稿，包括那些生搬硬套现代派小说技巧和表现手法的生涩文

稿，也不能进入选编范围。如需改作，则应退给原作者进行修改。只有那些思想内容健

康，典型塑造真实、形象、生动，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运用娴熟、自然而又有所创新，语

言文字别具一格的小说文稿，才能进入案头编辑工作程序。当然，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

下，选用小说文稿还得考虑读者效应，看它是否真有“看头”，能否得到读者的欢迎，获

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 68753799 传 真： 68753799 E-mail: cbkx@163.com 
技术支持：cgz@163.com  

    对经过初审、复审决定采用的作品进行编辑加工，决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纽

约人》编辑哈罗德·罗斯说过：“编辑的工作就是和作家打架。”即使是名家的作品，也

并非无可改之处。鲁迅对待自己的作品曾说过这样的话：“写完后至少要看两遍，竭力将

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7]鲁迅的作品尚且有可改之处，何况一般作者。 

    小说文稿的编辑加工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是比较成熟的文稿，小说编辑只要做些简

单的文字梳理工作即可。即使如此，也要注意防止妄改，掌握好“度”。凡属可改可不改

之处，轻易不可滥施刀斧，尤其是名家的作品，更要慎之又慎，切不可“想当然”和好为

人师。二是有缺点，但有亮点、有可观之处，而又水分较多的小说文稿，需要进行压缩，

如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要压缩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是一个难度不小的工作，也是

小说编辑经常要做的工作。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取得作者的授权，并在删节时掌握“多就少

改”的原则，既要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掉，又不至于伤筋动骨。不可随意给情节添

枝加叶，或根本“改造”情节，也不可追求“思想性”而任意拔高，以致脱离了小说中人

物形象的思想实际。要尽量保留作者独特语言风格的句子，修改后的文字要与原作大体接

近，甚至更出色，风格要融成一体。对删节后的段落之间还要注意衔接自然，尽可能做到

天衣无缝。经编辑删繁就简、挤掉水分后的稿件应当比原作更增加亮点，甚至大放异彩才

好。至于小说中的引文、标点等常识性的错误订正，也是小说编辑要做的工作，在此不待

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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