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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已经证明，出版业作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核心，如果没有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便失去了发
展的根基。
而出版工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人文素养、文化责任、文化运作能力和学术品评能力，又直接影响到
出版物的文化含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文化的坚守，不仅是一种出版理念，也是一项出版实践。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文化市场中，能否坚持文化本位，能否坚守文化责任，对新时期的出版从业者
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书林守望丛书》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关于新中国出版人的精神文化启示录。
其中反映出的经过沉淀而彰显的文化品格，尤其应该成为新时期出版工作者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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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奇，又名周麒，字若谷。
1931年12月生，江西瑞昌人。
中共党员。
编审。
1950年参加工作，担任共青团基层干部。
1955年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任助理编辑、编辑、编辑室副主任、《青年文摘》主编。
1985年11月调到中国工人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次年1月任党组副书记、副社长、总编辑。
1994年退休后，应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之邀组建?校对研究委员会”，任主任14年。
2002年当选中国版协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还应聘为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兼职教授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出版顾问委员会顾问。
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编辑学，参与编写《实用编辑学》（阙道隆主编）、《外国出版概况》(陆本瑞
主编)。
校对研究委员会设立后，转向现代校对学及汉字应用研究。
著有《现代校对学概论》、《话说汉字》、《现代编辑汉字识读用辨析》；主编《校对的学问》（共
四集）、《出版校对培训教程》、《现代新闻出版编校实用手册》、《书刊校对技能手册》、《语言
文字错误防范手册》；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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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编辑阅读与校对阅读之比较研究　　第二章 编校阅读的本质区别　　第一节 对象、目的、绩效
评价标准不同　　首先，编辑阅读的对象和校对阅读的对象不相同。
　　编辑阅读的对象只有一个，即作者的原创作品。
这里说的原创作品，泛指各种形式的书稿，包括著作、译作、古籍校订本、辞书、文选以及其他类型
书稿。
　　校对阅读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编辑发排文本，通称“原稿”，一个是依据原稿和版式设计排版
打印的样张，通称“校样”。
书稿电子化后，作者交给编辑的不再是手写书稿，而是电子稿（磁盘、网络邮件等）及其打印样，编
辑通常是阅读打印样，并在打印样上加工。
修改定稿后，排版部门无需重新排字，只需打开电子稿，依据编辑在打印样上的修改，在电脑上修改
，然后根据版式设计要求，进行版式转换，再打出校样。
这个校样除编辑修改的部分外，同电子稿并无二致，已无传统意义上原稿与校样的差别，所以校对界
认为，书稿电子化后，已将原稿与校样“合一”了。
尽管如此，校对的阅读对象仍然有两个：编辑修改过的打印样，版式转换后的校样。
因为，两者存在差异：一是内容不完全相同，校样反映了编辑的加工修改；二是版式（包括版面格式
、字体字号等）完全不同。
编辑修改过的打印样，通称编辑发排文本，是达到齐、清、定发稿要求的书稿，在性质上与传统原稿
是相同的，实质上是"原稿"，因而还是校对改错补漏的直接依据。
　　其次，编辑阅读的具体目的和校对阅读的具体目的不相同。
　　编辑阅读，首要目的是决定取舍。
从一定意义上讲，编辑的阅读活动是一种文化选择活动。
编辑通过阅读，了解作品的内容和写作形式，然后对作品做出全面评价，并且决定取舍。
因此，阅读过程就是了解、评价、选择和决策的过程。
对于决定接受出版的书稿，编辑还要通过再阅读，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这个再阅读过程，则是提升书稿水平的设计过程。
到了加工阶段，编辑还要一边阅读一边加工，这个阅读过程则是编辑再创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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