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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投稿趣事
Zili Zhai

University of Colorado Denver, Aurora

笔者认识一个颇有个性的人，略知他投稿的一

些事，现在与大家分享一下，或许我们能从中学到关

于投稿的一些注意事项。

1. 投稿杂志讲究找准路子，而笔者现在说的这

位作者有时却找不准自己的研究方向。例如，用一

个从血液系统来源的人工培养细胞作模型，经药物

处理后收集一些资料，由此撰写的稿件其实有很多

选择方向，可以投给相关的药理或综合性杂志等，

而这位作者不一般，首先考虑的是专业性极强的细

胞生物学和血液学杂志，自然发生 24h 内被拒的事

情。

2. 投稿时，必须对自己的论文水平有一个客观

地评价，做到心中有数。这位平常聪明的老兄在对

稿件学术水平定位上往往思维短路，不是有偏差，

而是偏的离谱。有篇大概 4–5 分的稿件，他不止一

次地说这是 Nature 系列杂志水平的文章，如果投给

7、8 分的杂志还有情可原，算是试试运气，而他真

的投给 13 分左右的杂志了，结果不言而喻。

3. 文章被拒不是丢人的事，吃学术研究这口饭

的免不了会遇到。其实文章被拒对作者来说也是一

笔财富，因为有的评审意见非常好，仔细解读和好

好利用，不但可以改善论文的学术和写作质量，而

且提供的宝贵思路，为作者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

有益于下一篇论文撰写甚至开展新的课题。当然，

改进的论文可以投稿和发表在更高影响因子的杂志

上。但是，如果文章没有质的变化，只好降低期望，

投到影响因子低些的杂志。这位老兄碰到这种情况

可不信这个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被杂

志拒稿后，反而逆流而上，投稿到影响因子高几分

的杂志，当然仍没有逃脱被拒的命运。

4. 论文的中心是收集的数据，全篇围绕数据展

开，解释数据不必过于谦卑，也不能言过其实，夸

大数据的意义，赋予其不支持的信息，或得出不相

宜的结论。同样一组数据，在这位老兄眼里就是不

一样，另有一套见解，这也不足为奇，学术本来就

是自圆其说，百家争鸣。本人也经历过，一次投稿，

审稿人的意见完全与我的思路相反，建议是将结果

180 度颠倒反着顺序写，我二话没说，另投了。回

到主题，这位老兄在写作上特有思想，不中规中矩，

标新立异。关键是他的用词有时太“大气”、夸张，

缺乏学术语言应有的严谨求实，容易产生异议。好

的一面是观点新颖，有创新；坏的一面是缺乏依据，

空洞。对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评审人怎么理

解了。若碰到消极的或严谨的评审人，问题来了。由

于老兄写作有固定的思维模式，他也很难改变自己。

与评审人步调不一致，结果可想而知了。

5. 收到同行评议意见后，最佳办法是老老实

实、逐字逐句地认真对待，该补充数据的补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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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惑的耐心详细释疑，有问题的评论委婉的反驳。

由于这位老兄常常投给高一层次的杂志，加上语言

用词时常不得体，相比投给低一层次的杂志，免不

了收到的评审意见多一些，严厉一些，过分的要求

补充数据或用复杂的技术去验证已收集的数据。这

自然产生一个棘手问题，在技术、能力或时间上可

能一时无法完成的困境。由此，这位老兄有时为对

付评议意见，不得不反驳，强词夺理，强调新的数

据对论点没有实质的帮助、建议的技术方法自身有

某方面缺陷，满足不了要回答的问题、或者什么什

么原因不支持做建议的实验等。总之，说一通评审

人的不是，加之语气强硬，盛气凌人，拒稿是自然

的事。

6. 许多杂志要求作者在投稿时提供 3–5 个审稿

人。我想多数人提供的审稿人为熟悉的同行、说话

公平的学者或从引用文献中找研究内容最相近的论

文作者等。这位老兄可不这么想，他推荐的人选总

是那几个领域里数一数二的学术权威。尽管作者推

荐的人选被杂志编辑采用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从另

一角度看，他推荐的审稿人名单虽然没有错，可以

说很漂亮，若改在投稿前这样做，由认识的权威把

把关，提提意见，对提高文章质量和可读性肯定很

有帮助，但在真正投稿时，我认为还是避开锋芒为

好（假设推荐人被杂志采纳的话）。毕竟投稿的目的

是尽早接受发表，不应该主次不清，为了别人的意

见而投稿。另外，杂志看重的是论文本身的学术质量，

而不是漂亮的推荐审稿人名单，该名单不会丝毫改

变杂志主编对文章的评价和决定。

7.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他有一篇文章在几个杂

志间转悠一圈后，估计自己也转糊涂了，莫名其妙的

投寄给先前据稿的杂志，相同的稿件，相同的审稿人，

相同的命运。

本文讲述的是真人真事。主人公是一大学的教

授，聪明、博学、勤奋，人脉广，成果颇丰。难以

相信所知道的几篇论文都发表的异常艰辛。究其原

因，好像部分归因于没有查看杂志的研究领域要求、

对自己的论文学术水平误判、投稿缺乏严肃性，随

意性强等，这些都是看到的表象。深层原因与其说

是出于写作与投稿常识上，不如说是长期养成的一

种思维定势，改掉它很难，一篇文章即使被据稿十次，

仍然不足以撼动其习惯性思维，因为根本没认识到

自己的问题。在此，我也仅能提出浅薄的建议，主

要是调整一个平和的心态。发表文章贵在速战速决，

一篇文章拖沓三年五载，教授耗得起，学生耗不起；

时间耗得起，精力耗不起。为此，一是发表文章要

有颗平常心，一篇文章不必弄得像要老命似的，患

得患失，纠结于文章外的事情；二是清楚自己文章的

优势和缺点，适当的放低身段与期望 ; 三是预想到可

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前做好准备；四是尊重杂

志和审稿人，适当的时候知道变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