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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修炼，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也是人们常常使用的字眼。
修，饰也，引申为治性之道；炼，原有“烁而治之，愈消愈精”之意，后来引申为“精炼”“修炼”
。
我们把它们与编辑组合成书名《编辑修炼》，是要特别强调编辑修炼的必要性和艰苦曲折的程度。
编辑非有有撼天动地的志向、持之以恒的决心和得体的修炼方法，方能入“道”，从而达到编辑的理
想境界。
　　编辑是文化工作的一个群体，是一种职业，但她又不是社会上的普通群体、一般职业。
编辑被称为文化原野的辛勤园丁，她要在知识的海洋里捕获珍珠，要在信息的金山上寻找宝藏。
要达到这一神圣职业的理想境界，必须要十分讲究修炼的方法。
　　编辑是文化使者，尤其在知识瞬息变幻的今天，其修炼的范围越来越广阔，其修炼方法有多种多
样。
　　中国哲学自古有佛、道、儒三大流派，它们有各自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及有实现理想境界的众多
修炼方法。
其中，不少方法至今仍值得编辑修炼时借鉴参考。
　　佛家以实现绝对超越的“涅榘境界”为理想目标。
它的哲学观点是主张破除一切主客、内外之对立为手段的唯心主义。
为说明其理论，佛家提出许多相对概念。
比如，佛家的“境界说”：境是对智而言，境界是对智慧而言。
这种相对关系不是主客观关系和因果关系，而是“观心”之结果。
所谓“观心”，即“由一心升出智境，而又归于一心”，这就是佛家的“境界”。
佛家的“观心”是“心的自观，不是他观”，是“以心观心”，如此才能进入“涅榘”，即忘掉生死
烦恼、彻底解脱的境界。
这便是佛家主张的“境智”或“境界”理论。
同时，佛家主张把智慧和修炼结合起来，以“理入”和“行入”并重，用“止观双修”和“定慧不二
”的修炼方法，进入自己的理想境界。
　　道家主张“修之于身”，以“静”为根本的修炼方法，即排除欲望和杂念，体现心中的“道德”
。
道家以“道”为“自然”的理想境界，也可以说是“无”的境界，因为“道”没有规定性，所以“道
”的境界又被称作是一种“光明的境界”。
　　儒家把“仁”看成理想境界，主张在躬身实践中去体会把握“仁”的理论意义。
后来理学家把“仁”解释为“生理”、“生意”、“生物之心”等，这种升华了的认识，必须用生命
体验和实践过程去获得，其中包括“静坐”和“静中体验”，这便是儒家的修炼方法。
　　佛家、道家、儒家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借用其中的一些精华，讲编辑的修炼，就是要像佛家“观心”一样。
用心去学习体会千变万化的各种知识；要像道家那样排除杂念，“静心修炼”，使编辑从“必然”走
向“自然”；要像儒家那样理论联系实际，把编辑的知识真正学到手，达到“杂家”与“专家”的编
辑标准。
只有这样，才能应对编辑工作的各种复杂挑战，进入各自编辑工作的理想境界。
　　当代的编辑人员的修炼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中，在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中，在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在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中加强修
炼。
　　编辑修炼是搞好编辑工作的基础，它既是个老话题，又是个新话题。
老者，编辑古之有业，修持内容，延绵亘久；新者，知识信息更替加快，修炼内容不断刷新。
编辑只有加速自己修炼的进程，才能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适应新世纪新时代编辑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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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虽是普通职业，但不乏大学问家。
编辑的学问如山高似海深。
谈论如山似海的学问，岂是我们几个“半路学吹打者”所为？
但转念想来，正因为我们根基较浅，做了编辑工作就更需要修炼。
正如古人所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写下几节学习体会文章，编纂成小书，权且当做请教编辑同
仁、编辑大家的一次学习体会！
　　但丁长诗《神曲》描写有“地狱”、“炼狱”、“天堂”的情景。
地狱入口处写着：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通往知识殿堂的道路坎坷艰险，犹如“地狱”入口处，只有大胆“炼狱”，才能到达编辑的理想
“天堂”。
　　同仁们，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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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专业的视角，论述了编辑职业的历史变迁，分析了当代编辑职业内涵及其变化，并着重研究在
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多媒体等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编辑该如何顺应时代要求，提升自身素质，
加强修炼，紧跟时代潮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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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廉钢生，山西王寨人，现任《经济师》杂志社主编。
1974年毕业于太原市五中，山西五寨县孙家坪村插队，两午后分配到五寨县阀门厂当工人。
1978年考入太原师专中文系，1981年毕业。
先后任晋东南地委秘书干事、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干事、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1986年年初，《经济师》杂志创刊，从此与编辑职业结下不解之缘，为专心办刊，辞去科研处副处
长职务。
20多年来与《经济师》杂志社同仁风雨同舟，坚持不懈地探索一条自力更生、面向市场、求真求新、
独具特色的期刊发展道路。
在编辑出版《经济师》杂志之余，还结合杂志内容，主编、编著相关图书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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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趋势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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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是天边的圣火是燃烧的蜡烛——关于编辑的若干刍议　　编辑是五彩缤纷的人群，是七
十二行中的一行，是一种文化职业。
有专家考证，自从有了文化便出现了编辑一类工作。
我国从古至今有数不清韵人做过编辑工作，其中有不少编辑成为文化名人、伟人。
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从事的编辑工作也千差万别，他们对编辑的认识各有千秋，不乏精
彩绝伦。
古代编辑对编辑的论述传统观点认为，酒是越陈越醇。
故有醇正、醇美、醇香、醇化等说法。
古代编辑的论述，也如陈年老窖之酒，品尝一下，会有醇厚芳香的感觉。
　　1．司马迁论编辑的学识、胆识　　司马迁是西汉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又是编辑大家。
他发愤完成我国最早的通史《史记》，后人称为《太史公书》。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以他的亲身实践，讲述了一个编辑应具备的才识、学识、胆识和坚强的
意志。
他论“六家”要旨指出：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然其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
”　　司马迁纵论百家，撮其要义，就能达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效果，这是一个编辑应
有的学识、才识和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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