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2年9月23日（星期六）                                                                                                                                                                                                   10

 笔者心血来潮，
最 近 写 了 一 篇 关 于
文 学 研 究 的 检 讨 文
章，投给印尼一些报
刊杂志，结果，不到
两天，雅加达的《印
华日报》就在《印华
文艺》栏首先发表；
接着，就收到一些文
友的回应，有些朋友
打来电话赞成我的看
法，有些文友给予肯
定，并给予鼓励；但
还没有收到相反意见
的文章，也还没有听
到文友们对拙作的批
评，也还没有看到报
刊编辑反驳或否定的
文字，因此，我就放
下心了。

有一位文友告诉
我，他也有同样的遭
遇，他写的文章，经
常被报刊编辑拿不出
什么理由而被封杀，
使他心灰意冷。本来
抱着兴趣，要想在中
华文化领域学一些本
领和提高阅读水平，
到头来，不但得不到
鼓励和鞭策，反而遭
到 无 理 的 批 判 和 攻
击，他感到很委屈，
但也只能吞声忍气自

取内疚和倒霉。
有 些 编 辑 很 严

格，来稿必须经过他
的审阅，采用与否完
全决定在他的手上。
有些作者写评论，将
自己的主张写出来，
投给报社，在编辑眼
里是“太主观”，“
不切合实际”，就把
他删掉或改成编者的
意思，难道编者的意
思就是客观吗？对问
题有不同的看法，很
是正常，应该给不同
意见的人发表自己的
看 法 ， 这 就 是 “ 民
主”，取长补短不正
是我们写作人应有的
正确态度吗？

喜欢写作的人，
都希望自己写出来的
东西能尽快在报刊上
见报，但，往往不是
那么一回事。有些文
章，在作者眼里是“
应时”、“应景”的
文章，能结合当前实
际的情况写评论，应
该得到鼓励，优先录
用 ； 而 作 者 的 心 里
想，这家报社不用，
我就投给别家，山外
有山，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因此就
同 时 发 稿 给 各 个 报
刊，结果，报刊编辑
以“文章不宜一稿两
投”而被封杀，作者
责问编者，为什么不
采用，编辑说，“别
的报刊登过的文章，
我们不用”。编辑的
理由原则上是对的；
但是，“天下文章一
大抄”，关键是看你
会抄不会抄。会抄的
人轻车熟路，不会炒
的人原形毕露；会抄
的锦上添花，不会抄
的 伸 手 被 抓 。 写 文
章，就是这样无情。

报刊编辑对外来
文章，把好关，没有
意义的文章一概不录
用，这是对的原则，
但 是 对 初 学 写 作 的
人，文笔不一定好，
但是意思还有积极意
义，写出来的东西虽
然不很靓丽，但会有
起启发作用，应该修
改后给予发表，不宜
给 予 一 刀 切 把 他 封
杀。

我觉得，要提高
写作者的写作水平，
报刊编辑有必要邀约

写作者见见面，商讨
对文章的利弊，多鼓
励、多帮助，这样，
作者就会心服口服。
以后所写的文章就会
更加通顺和进步。

所以，编者和作
者应该多沟通联系交
流，建立文学友好的
红线，这样，就能帮
助更多的写作者对文
学的兴趣，来共同提
高阅读水平，从而提

高思想意识，共同提
高文化水平，在和谐
的氛围中，发展和巩
固友谊，共同提高，
这 是 多 么 好 的 景 象
哪！

热爱文学的文友
们何乐而不为呢？！
愿我们共同努力吧！

沈伟真   22 
September  2022 于
雅加达

            报刊编辑和作者
            应该和谐沟通成为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