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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文字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语言文字是编辑的基础性工作$语言文字修养

是编辑的基本功$从宏观到微观高度认识语言文字在社会发展和编辑工作中的的重要意义$树立编辑人员的语言文

字观是非常重要的& 编辑应正确认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准确%规范地鉴别%使用语言文字’同时$注意语言文字在社

会进步中的新变化和新发展& 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既遵守语言文字规范$又跟上社会和语言文字的发展&

关键词#编辑’语言文字规范化’语言文字发展’辩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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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一个民族

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汉语言文字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伴随

着汉民族的进步而发展& 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思想性%科

学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创造性工作& 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编辑

的专业知识%综合素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语言文字是编辑

人员的基础性工作$运用 辩 证 思 维 方 式$从 宏 观 到 微 观 高 度

认识语言文字在社会发展和编辑工作中的重要意义$树立编

辑人员的语言文字观是十分重要的&

一%语言文字的意义与编辑的基础性工作

任何职业都有其自身特有的基础性工作$编辑工作的原

料是编辑信息$即文稿$对编辑信息进行选择鉴别$具有较高

的语言文字能力是编辑进行信息转换的必要条件& 语言文字

修养是编辑人员 的 基 本 功& 编 辑 与 语 言 文 字 的 关 系 极 为 密

切& 无论做什么专业的编辑$都要审稿%改稿%写稿$处处离不

开语言文字’一本书稿$一篇文章$不 管 属 于 哪 个 门 类$总 是

由字%词%句%章组成& 因此$书稿和文章的基础是语言文字&

随着我国人才培养速度的加快$不少学术刊物的编辑队伍发

生了变化$一批具有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的高知识人才被吸

纳进来$这对提升刊物学术水平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仅具备

专业水平而缺乏 语 言 文 字 知 识 和 驾 驭 语 言 文 字 的 能 力 是 不

够的& 有的学术品味很高的学术期刊在语言文字规范评比中

的排行却没能居前甚至偏后$是令人遗憾的& (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 对于编辑来说$掌握语言文字知识是非常重要

的$编辑必须先过语言文字关& 一个缺乏语言文字基本功的

人$是不能成为合格编辑的&

出版物的思想内容只有通过语言文字才能表达出来$传

播出去$在书面语言的规范工作中$书报%期刊实际上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出版物用字量多$社会影响大$带有很强的示

范性$特别是有影响的大报%大刊%大出版社的出版物$其语言

文字水平甚至直接关系着民族语言运用的质量和语言文字发

展的前途&近些年来$人们都熟悉了( 无错不成书) 这句话&出

版物等上的错$最集中地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 错别字连篇%

语法错误%望文生义%逻辑混乱的书稿或文章$即使内容有可

取之处$但其后果却是不堪设想的& 据资料记载$玄宗时的奸

相李林甫曾把古代的一种当玉器讲的( 璋) 字$写成当野兽讲

的( 獐) 字$成为千古笔谈& 前些年$笔者曾看到过一篇批判

( 趋同论) 的理论文章& 文章在批判( 趋同论) 时$把( 趋同

论) 说成是( 不刊之论) & 古代的文字是刻在龟甲%兽骨或竹

片%木片上的$刻错了$就要用刀刮去$这里的( 不刊) 应比喻

不能改动或不可磨灭& 作者把( 不刊) 误解为( 刊登) %( 登

载) $导致意思相反& 编辑语言文字修养不够$不能鉴别其错$

是使语言文字错误传播到社会的重要原因&

( 无错不成书) 不仅不利于语言的交流和发展$也不利于

民族素质的提高& 出版物上的语言文字错误与编辑人员的语

言文字修养有直接的关系&编辑的语言文字基本功不过硬$就

不可能正确判断书稿或文章的语言文字质量$ 也不可能敏锐

地发现其中的错误和纰漏$ 当然也就起不到把关的作用& 因

此$编辑应高度认识语言文字作为编辑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性$

在编辑理论与实践的锤炼中$注意提高自身的语言文字修养$

肩负起社会赋予编辑的社会责任$做好编辑的基础性工作$把

好出版物等载体的语言文字关&

二%编辑应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1正确认识语言文字规范化&

所谓语言文字规范化$ 就是说要在语言文字发展过程中

发挥我们的( 主观能动性) $使语言文字能够按照它自己发展

的规律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汉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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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根据汉语的发展规律来确定和推广语音!词汇!语法等

各方面标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语言文字

规范工作#从$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 !$ 汉语拼音方

案%& %"$&’ !$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 #到$ 第一批异

形词整理表%& ’((!’ 等#既立足于现实#又尊重历史(既充分

注意语言的系统性#又承认语言文字发展演变中的特殊情况#

为汉语言文字规范作了积极的努力# 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朝着

通用性!理据性和系统性的方向发展"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语言文字与政治!经济!科

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现代科学技术

中的电子计算机! 自动化技术等# 几乎都涉及到程序语言问

题#而一切程序语言#都是参照规范的语言编制的#都是以规

范的自然语言为原料的" 同时#)*+,-*,+ 网的开发和运用!电

子出版物的出现! 社会人际交往的频繁! 国际间事务的增多

等#都迫切要求语言文字规范化" 因此#作为每天都要与语言

文字打交道的编辑人员#应清楚地认识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使汉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

是汉语与世界各民族语言接轨的需要"

./准确!规范地鉴别和使用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是人们交际的重要工具" 语言文字的使用是发

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人们写文章!著书立

说#不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是为了交流思想!传播知识!积累文

化"因此#使用语言和行文要尽量准确!完整#争取尽善尽美地

把自己的意思传给别人" 语言文字的使用是否规范!标准#是

衡量作者水平的重要标志# 也是衡量编辑水平的重要标志之

一"

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基础是每个具体的字"不能任意造字#

随意写白字!别字#也不能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 在这方

面#编辑负有把关的责任"笔者在十几年的编辑实践中时常遇

到不准确!不规范的语言文字问题" 例如#把) 戊戌* 写成) 戌

戊* #把) 刚愎自用* 写成) 刚复自用* #把) 垓下之战* 写成

) 该下之战* #把) 前仆后继* 写成) 前扑后继* #把) 涣散* 写

成) 痪散* #等等"如果不把这些原稿中语言文字不准确!不规

范之处改正过来而出版印刷# 传播到社会上就会造成不良后

果"

出版物等载体使用语言文字是否合乎规范# 不仅关系到

出版物的实际传播效果# 而且对社会的语言文字应用也会产

生重大影响"编辑人员自觉学习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

策和语言规范#适时自检自查#是非常重要的#有关部门有计

划地对编辑人员进行培训# 加强对出版物的检查也是非常必

要的"

’((’ 年春#某省进行了一次全省期刊语言文字规范检查

评比"参评的 ’01 家期刊中#不及格的有 0$ 家#占整个评刊数

的 2(345#现状不容乐观" 主要存在的问题表现在+错别字#误

解词义#用词不当#语句问题#标点符号用法错误#用字!数字

用法!计量单位!汉语拼音!标题!目录!引文等不规范" 例如#

把) 田纪云副总理* 误作) 田纪云副总经理* !) 象征* 误作

) 像征* #把) 清朝* 称作) 满清* #把) 韩国* 与) 朝鲜* 称作

) 南北朝鲜* #把) 高雅品位* #误作) 高雅品味* #等等"其中#

语句问题平均每刊差错率为 06.15"
造成出版物语言文字不规范!差错率高的主要因素是什

么呢, 笔者认为#编辑人员对编辑意义下的语言文字还缺乏

足够的认识#往往低估了把好语言文字关这个编辑的基础性

工作#重专业学科知识的学习#轻语言文字修养的提升#尤其

是对一些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中个别作了调整的局部内容没

有及时了解并掌握#使用和驾驭语言的能力还不强#是主要因

素"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编辑的社会责任感"

编辑人员要把好文字关#要鉴别文稿语言文字是否规范#

语言文字修养是基础和前提" 如果我们做编辑工作的弄不清

字该怎样写#词该怎样用#句子结构怎样才合乎语法要求#文

章的段落层次怎样才合乎逻辑#就发现和改正不了文稿中的

差错#也就担当不了编辑的责任"因此#编辑应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到微观#既高度认识#又脚踏实地确立和实践编辑的语

言文字观#坚持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各项规范#在用语用字方面

真正成为全社会的榜样"

三!编辑应关注社会和语言文字的发展

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 顺应社会发展和交往

的需要#语言文字必然会不断发展#不断丰富" 语言文字不断

发展又保持相对稳定#这是语言文字演变的基本规律" 拿汉

语来说#从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汉语是

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某一历史时期看#又是相对稳定的" 汉字

也是如此" 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到现行楷书#也是不断

演变的" 作为传递信息!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文字如果一成

不变#就会脱离社会需要(如果不保持相对稳定#也会引起无

序和混乱"

语言是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为社会服务的" 社会不断

向前发展必然 要 求 语 言& 特 别 是 它 的 词 汇’ 不 断 丰 富 和 充

实(否则#就不能满足社会交际日益发展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

上看#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促进

了语言文字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生活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时事!新概念层出不穷#这种变化必然反

映到语言文字中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前人未

遇的新情况!新问题#这 就 需 要 用 相 应 的 词 语 去 表 述 和 概 括

它" 例如+

& %’ 经济上的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等词#"7 年代初 已 变

成社会上流行的语汇!名词" 这是由于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注

意把经济搞好#忽略了 经 济 的 宏 观 调 控#吃 了 通 货 膨 胀 的 苦

头#致使过去只在少数经济学专家中使用的名词#在社会上广

泛使用#成了具有强烈时代感的词汇"

& ’’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社会上也出现一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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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应树立的语言文字观&

!"#$%"&’"( )*#&* +, -# ./"’+0
!"#$ %&’()*+

/012345 65784898: ;< =:>?5;@;ABC 012345D*EFFF*G

12&’0-(’3 "7 8?: H1I;2 >;HH954>184;5 J:?4>@:K @15A91A: 47 L@1B45A 15 4HL;28158 2;@: 45 :>;5;HBM N:1@45A O48? P15A91A: 47 8?:

<95Q1H:581@ O;2RK 15Q @15A91A: 134@48B 47 8?: 3174> 7R4@@ <;2 15 :Q48;2M S928?:2H;2:K 48 47 4HL;28158 <;2 15 :Q48;2 8; Q:J:@;L ?47 7:57:

;< @15A91A:K <2;H 3;8? H1>2;7>;L4> 15Q H4>2;7>;L4> J4:OL;458 15Q :Q48;27M "5 :Q48;2 7?;9@Q 3: 13@: 8; 2:1@4T: @15A91A:

7815Q12Q4T184;5 15Q 4Q:584<BK 97: @15A91A: 1>>9218:@BM U:15O?4@:K 48V7 7?;9@Q 3: 5;8:Q 8?: >?15A: 15Q Q:J:@;LH:58 ;< @15A91A: 45

7;>41@ L2;A2:77M WB 1LL@B45A Q41@:>84>1@ H:581@48BK 8?:B 7?;9@Q 3;8? 2:7L:>8 8?: @15A91A: 7815Q12Q7 15Q <;@@;O 487 Q:J:@;LH:58M

4*56+0/&3 XQ48;2Y P15A91A: 7815Q12Q4T184;5Y P15A91A: Q:J:@;LH:58Y N41@:>84>1@ H:581@48B M

编 辑 的 语 言 文 字 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