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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编辑人员在图书出版中的主体作用

杨玲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湖北  武汉  430223

【摘  要】图书出版是作者、编辑和读者共同创构的社会实践活动，编辑人员坚守图书文化属性，活跃于作者与
读者之间，为图书传承文化的社会效益储备生机，更借助自身的编辑力诠释图书商品属性，贯彻策划组稿、内容建设、

引领市场等图书出版活动全流程始终，其主体作用在推进图书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效合一的日常图书出版实

践活动中全面呈现，铸就图书承载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生命活力。文章专门发掘编辑人员在图书出版中展现的并可

持续发力的主体作用，为积极推进图书出版精品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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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俗称“出书”，具体指经由作者创作成型

的书稿交付出版机构依循出版法规及相关质量标准审校

加工印制为合法出版物的过程，也包括向社会公开发行

销售活动的延伸。而编辑人员的主体作用也自此确立并

凸显，由编辑人员经由其自身日常编辑工作共同诠释，

表现为坚守文化传承使命的编辑人员与自身贯彻图书出

版活动始终的编辑力，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效合一，

以保障充实丰富和引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优质出

版物流向市场。编辑人员及其所从事的编辑工作关乎文

化取向和价值坚守，共同铸就图书承载人类精神文化需

求的生命活力，为图书出版精品化保驾护航。

1 坚守社会效益为先履行文化传承使命
对图书出版而言，编辑人员的主体作用体现在透过

每一本有传播价值的图书诠释并传递出版文化内涵，凸

显于编辑人员坚守图书出版社会效益为先，筑牢出版服

务超越传统、影响未来文化的战略思维，实现图书承载

的人类精神文化信息在最大范围内传播扩散。

1.1 文化使者：筑牢出版战略新思维

图书是信息密集、知识密集的精神产品，其独特的

文化属性赋予编辑人员化身文化使者的责任与使命，决

定了编辑人员不能简单地将图书与一般商品相提并论，

必须从文化的高度审视图书，重视图书在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等的导向作用。

编辑人员的文化格局和文化品味与图书格调品味直

接正相关，一本图书荷载的文化积累和传播价值无不渗

透着编辑人员的创新思维，编辑人员的职业追求和文化

素养会借图书这一载体不同程度地反映并传递出去传播

开来。

某种意义上讲，编辑人员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建树凸

显并强化着图书的文化属性，编辑人员的文化自觉与文

化理性是延续编辑人员职业使命的能量场。

1.2 质量把关人：助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

在信息过载或溢出日益严重的当下，作为精神文化

产品的把关人和传播者，编辑人员借助自身专业优势对

信息的专业改造与再生产是其作为图书质量把关人的重

要主体作用。编辑人员尤其需要协助作者、引导读者，

帮助他们在巨大信息流充斥下明辨是非，获取真正有价

值有温度的信息资源，并进一步对作者和读者所获取的

信息形成更具科学性的价值判断，积极发挥自身在质量

把关中的服务与引导功能，共同为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贡

献力量。

编辑人员作为文化使者和质量把关人的坚实主体作

用力会在一本或一批有价值、有影响力的图书中得到淋

漓尽致的发挥，又以书为媒不断将其主体作用升华发酵

进而浸润提升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生活品质的追求。

2 夯实图书生产精品化发展之路
在图书出版过程中，编辑人员作为联系作者与图书

产品的纽带，也可用专业精神投入作者创作过程，充分

展现作品独特光芒，是图书生产精品化进程中不可小觑

的主体力量。

2.1 发掘选题激活优质资源

编辑人员在图书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凸显在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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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思维，比作者更知晓读者的挑剔与兴趣点，其主体

作用在于既能以专业视角协助作者，照亮作者创作之路；

更能以出版业服务于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战略视野提前

谋划整体布局的主体创造力的发挥。

资源整合与转化，优质资源的培育和生长，选题或

做大做深或做细做活，图书产品的社会影响力更大更有

效地传播与发酵，总量调控机制下激活提升优质资源，

实现在开放竞争中实时动态调整都是编辑人员在图书出

版中积极发挥并需要持续提升的主体作用。

2.2 协助作者共育图书精品

图书是作者创作和编辑人员再创作的共同产物，透

射着编辑人员和作者思想的共鸣，有编辑人员与作者对

话交流碰撞与融合，汇集着编辑人员对作者主体的理解

认知前提下与作者作品和谐共在的生命要素。笔者以为，

事实上，编辑人员与作者的共生关系应当是在选题萌发

与作者建立联络时就开始发生，或在作者动笔创作之前。

编辑人员的主体作用在于成就作者、激发作者创作

潜能，更在于培养超越作者的眼光，充分发挥维系图书

与作者天然关系的纽带功能；既尊重客观编辑规律又不

失自主性，既避免主观随意性又争取更多表现并融入编

辑人员思想特性于图书中，将承载更多社会需要的图书

精品在与更广阔市场结合、与更多读者见面的持续磨砺

中脱颖而出、经久不衰且历久弥新。

3 引领图书深度“悦读”新常态
图书出版既是编辑人员协助作者再创作的内容生产

过程，更是读者或图书市场需求的产物。图书价值高下

与读者购买或阅读反馈直接相关，经受住市场磨砺的图

书应当是广受读者喜爱，能激发读者“悦读”兴致的图书，

编辑人员的主体作用还表现在尊重读者，观照读者阅读

习惯，营造图书深度阅读氛围，引领读者“悦读”新风尚。

3.1 尊重读者，观照读者阅读习惯

读者是图书市场消费主体，是图书生产的判官。编

辑人员在增加自己知识储备的同时，了解读者需求，尊

重读者意见，引导读者以良好的阅读习惯滋养深度“悦

读”体验也是其主体作用的重要表现。

编辑人员有着图书前身“书稿”的第一读者身份，

比作者更易体会到读者需求和愿望，更能以图书项目管

理者角度拉近读者与作者和图书的距离；在图书出版中

结合读者需要和兴趣取舍内容考究作品呈现形式时，编

辑人又化身作品的第二作者，承担远大于作者责任的创

意付出，想方设法让图书发声，让读者真正听到作者心

声，更深刻领悟作者的创作意蕴。

3.2 科学指引，营造深度“悦读”氛围

在巨大信息流充斥的当下，内容识别与有效信息抓

取尤其需要科学指引，编辑人员对选题的发现和挖掘、

筛选和推荐，才是区别于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的更大价

值。读者对图书的认知和评价于图书生命力延展而言至

关重要，编辑人员当尊重读者，观照读者阅读需求，为

主动营造深度“悦读”新常态、助推并引领文化繁荣新

景象发挥积极重要的主体作用。

观照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悦读”需求作为编辑人

员主体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体现在为读者提供良

好的悦读体验意味着读者能够享有充分的自主阅读的自

由。编辑人员努力保障这一自由并为读者提供针对性的

专业化指导和建议，引导读者在知识传播的最终环节也

能结合悦读体验和相关评价开启参与图书文化创作的美

妙旅程，进而为作者创作获取更有力的供需动力。

结语
图书出版是一项系统工程，关涉作者、读者和编辑

三股主体力量，编辑人员在图书出版中的主体作用除了

区别于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的编辑人员以文化使者身份

传承文化的使命感的内驱力使然，也在于编辑人员持续

发力的贯彻图书生产环节始终的谋求经济效益生存之本

的具体工作中展现的从策划组稿、内容建设到市场营销

全流程中呈现的判断力和创造力。

简言之，编辑人员的主体作用就是在保持清醒头脑、

把控政治导向同时，满怀热情、耐心细致地投入充满灵

气的图书出版编辑工作，协助作者打造图书生产精品化，

积极为口碑积累与品牌建设储备生机，使作者放心并愿

意托付自己历经心血精耕细作的创作成果；尊重读者，

激发读者阅读兴致，引领读者有节奏迈入深度阅读新常

态，使读者对编辑人员所在的出版机构或出版平台产生

自觉信任，进而建立双方超越功利化追求的紧密黏性，

共同创构图书出版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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