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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科学出版社——写在科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

科技专著的出版既与普通图书有相通之处，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一部优秀科技专著的面世，则需要具备更多

的技巧和智慧。本文的实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第四版）（上下册）》获得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入

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图书推荐目录”，其审读报告获得“2016年第三届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比活动”一等奖。

如何打造科技经典
以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奖图书为例

■余 丁

一部经典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创作完成的，需要

长达十几年，甚至穷其一生，经历数次再版才能造

就。在打造经典的历程中，作者需要与时俱进，不断

修订和更新；编辑需要不断跟进，监督和鞭策作者投

入创作。所以，打造经典离不开作者和编辑的共同

努力。

审视作者的创作历程可以判断专著的成熟过

程，可以间接判断专著的内容质量。该书作者从硕

士开始就从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的研究，一

直持续到现在，从未转移过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前

后历经30余年，也因为该研究成果而评上中国科学

院院士。作者将此成果总结为专著，1997年6月出版

第一版，2002年1月出版第二版，这2个版本由其他

出版社出版。2007年2月出版第三版，第三版成为作

者申报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代表性专著，从第三版开

始，该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第三版由我担任责编，自第三版出版以来我一

直与作者保持着密切联系。2013年是第三版出版后

的第7个年头，通常科技专著的生命周期为5~10年，

这是由科技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所以我向作者提出

修订第三版并推出第四版的建议。作者欣然接受，

表示要将这7年来取得的新成果融入第四版中。在

2013年年底，我与作者基本达成出版第四版的共识，

并为作者提出了修订建议。之后多次就书稿问题进

行交流。2014年5月作者提交了第四版的初稿，经过

2次退稿修改，于8月正式交稿。

第四版是作者成为院士以来的首次再版，其影

响力超过前三个版次。从再版周期而言，符合科技

发展的规律，符合科技专著的更新规律，符合经典的

成长规律。经过多年的打造，历经18年的4个版本，

该书已经成为本领域的经典，故第四版体现了“延续

经典，去粗取精，提炼升华，与时俱进”的原则。水到

渠成，众望所归，经过层层选拔，该书最终获得第六

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同时入选中宣部“新中国70年

百种译介图书推荐目录”。

之后，在我的协助下，作者将该书翻译为英

文版。科学出版社与著名的国际出版商施普林

格达成协议，于 2019 年合作出版该书英文版，全

球发行，实现版权输出。在作者获得国际学术影

响力的同时，编辑实现对该书的深度开发，优秀

作品实现“走出去”，为增强我国的文化影响力作

出贡献。

到了 2024 年，距离第四版出版已经过去 10 年

了。这10年间我国的铁路项目，尤其是高铁，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了将最新的前沿科技成果体现

出来，我向作者表达了出版第五版的想法，联系作者

后得知书稿的更新工作早已开始了。我与作者已经

有了默契！

回顾该书千锤百炼成就经典的历程，我有一些

体会和感悟，写出来以飨读者。

科技专著编辑也是科技工作者

科技专著的出版依托于科技的发展，必须反映

科技发展前沿，如果说科技专著编辑同时也是科技

工作者并不为过。以该书为例，内容涉及车辆和轨

道、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轨道交通服务于国

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带动国家的科技

进步和科技水平的整体跃升；甚至上升到国家战略

的高度，对国家的重大政策和目标发挥支撑作用，如

“一带一路”倡议等。随着中国高铁“走出去”，我国

的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中国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

声誉快速提升。国家对轨道交通的高度重视，必然

会促使该领域科研投入的增加，随之带来大量科研

成果。于是我开始在该领域寻找作者。

发掘优秀作者是打造经典的前提

该书作者翟婉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杰出青年，教育部长江学

者。主持和参加了60余项国家及部省级科研项目，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2部，其中一部（该书

第一版）获得第11届中国图书奖。曾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可见，该书作者是非常成功的

学者，具有很强的学术背景，具备出版专著的写作经

验及素材来源，是一位极其优秀的作者。

出版社的品牌是关键

优秀的作者都会收到多家出版社的邀请。作者

在选择出版社的时候，品牌具备很强的导向性，品牌

观念一旦扎根就很难改变。科学出版社将科技专著

作为主要业务方向，即使现在的出版范围有了很大

扩张，其最大优势仍然是科技专著，在读者和作者心

中已经形成了很高的认知度。两院院士是科学出版

社作者资源的强大后盾，80％的院士专著在科学出

版社出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都得益于科学

出版社长期不懈的品牌建设。该书作者看中了科学

出版社的品牌价值，最终选择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自

己的专著。科学出版社需要高水平的作者，高水平

的作者需要科学出版社，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发挥编辑专业性是打造经典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我国铁路建设发展迅速，高铁已经实现由

引进到输出，城市轨道交通也取得巨大成就，于是在审

稿中我向作者提出以下建议：更新第三版的陈旧内容，

将最新的成果融入，数据要反映最新的铁路运营指标、

技术参数等，如铁路里程、速度、载重、运力等；增加我

国铁路大提速及高铁发展的内容，增加城市轨道交通

的内容，如果可以不妨考虑新增专门的篇章；等等。在

该书的出版过程中，经过了严格的“三审”，其审读报告

获得“2016年第三届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比活动”一等

奖。对我而言，虽然这完全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意外收

获，但却令我深深认识到——要打造一部经典，在每个

环节都要以“工匠精神”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打造经典的重要意义

在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大背景下，打造

经典具有特殊意义。从国家宏观层面，需要弘扬中

华民族的优秀智力成果；从出版业中观层面，打造经

典是时代要求；从企业微观层面，需要优秀作品来提

升品牌价值；从编辑个人细观层面，需要代表自身职

业水平的经典成果，体现自身的“工匠精神”。编辑

创造精神产品，是知识的传播者，是文明的工程师，

从事着高尚的职业，不仅仅为稻粱谋。编辑应该不

卑不亢，不骄不躁，与作者共同创作，共同打造经典，

彰显“编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