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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觸出版這個行業之前，我甚少了解出版社，無論是本地還是國外的都是，

一般而言都只會把注意力集中在作者身上，甚至直接把印刷廠與出版社劃上等號。

小學時期有份功課，題為「好書伴成長」，旨在紀錄學生一個學年以來的閱讀情

況。學生要提供書本的簡單資料，例如作者、插畫家及出版社等。我不知道為什

麼理所當然地就認為三者是完全割裂的。 

 

直至報名參加此暑期實習計畫，我對出版行業開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因為

中大出版社有面試以及筆試，我需要提前準備，不能在面試時才「臨渴掘井」。

在準備過程當中，我發現出版行業或者是編輯這職業比我想像中的複雜，從文字

校對、書本印刷、市場推廣都離不開編輯以及出版社，不禁覺得以前的自己實在

太無知。 

 

面試的時候，編輯們十分友善，所以不太緊張。但筆試確實是個挑戰，短短

一小時內要完成為數不少的題目，當中不止是考驗對文字的敏感度還有文筆。我

剛好在限時內完成試卷，交卷後再檢查一次，頓時覺得被潑了一盤冷水似的。我

太粗心大意了，在改錯部份只著眼於文字，卻忽略了格式、標點等重要部份。當

時真的覺得自己應該不會被錄取，畢竟是犯了那麼低級的錯誤。歸根究底，都是

自己對編輯工作的知識過於淺薄，或者是自以為已有了認識，所以才會有太多「無

心之失」。 

 

在實習的短短兩個月，十分感謝編輯、同事們對我的教導與照顧，令我受益

匪淺。記得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校對幾篇學術類型文章，最令我頭痛的是筆者的

格式問題。雖然歷史系的論文亦十分注重格式，理論上格式應該不是大問題，但

由於註解的格式五花八門，文章有時會出現格式不一，甚至是格式資料不齊全的

問題。不多不少，兩三篇文章就花費了整個下午的時間，每篇文章都會重複校對

兩三次，但每一次都會發現新錯誤，實在是令人頭痛。我是打從心底佩服編輯們，

究竟是要多細心、敏銳，才能在有限時間內完成整本書的校對。不過這些令人頭

痛的文章倒是提醒了我，以往自己的格式錯誤、手文之誤應該也不少。 

 

中大出版社的實習中最令我大開眼界的是選題會，其作用是決定投稿最後能



否出版。能否出版是客觀、主觀混合的因素，不止是討論這本書的學術價值，更

多的是這些「知識」在市場上的價值。會議中各位的身分不只是編輯或是實習生，

同樣是書本或學術市場的顧客，這就是為什麼出版與否是綜合因素的原因。站在

讀者的角度，我只需要考慮書的主題、內容是否合我心意；站在編輯的角度，我

要考慮的是這本書能否成為讀者的「心頭好」，進而為出版社帶來收益。以歷史

書為例，研究清朝、近代史的學者成千上萬，如何才能在學術汪洋中尋寶是一個

考驗經驗的時候。客觀與主觀因素缺一不可，我們要做的是拿捏好手中的一把尺，

掌握分寸，而不只是自我地認為某東西是最好的，更不是抽離地思考所謂市場大

環境的「需求」。 

 

面試尾聲的時候，編輯問我：「你有什麼問題嗎？」，我回答：「作為一個新

人，我有什麼需要注意的？」編輯給我的回答是：「編輯是一份講求經驗的工作，

很多問題都是從經驗中得到、發掘答案。」我們總是想避開錯誤，但其實很多時

候只有克服了，才能在下一次順利避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