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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报编排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分析

吴 伟 根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摘 要 书报编排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
有利于书报所载信息的正确传递

、

存贮 以 至

国际化
。

做好书报编排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工作是
�

时代赋予编拜工作者的职责
。
本文

就我国 目前书报编排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为 �类
，
并作分析讨论

。

关健词 图书� 报刊， 编排， 规范， 问题， 分析

中图分类号 ���， ����

出版物编排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
是编排实践和时代发展的产物

，
是对编排思想的理论概

括
。

遵守共同的编排标准和规范
，
有利于加强科学管理

，
有利于信息的交流

、

传输
、

存贮以

至国际化
，
被读者接受和使用

。

尽管广大编辑同行对出版物编排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工作比较

重视
，
但由于编者的编辑水平和认识不一

，
给出版物的编排质量带来了多方 面 的 问题

。

因

此
，
对出版物编排中存在的间题进行分析研究仍是十分必要的

。

本文就目前汉文书报编排中

存在的主要间题加以分析讨论
。

� 数字用法

数字用法应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国家出版局
、

国家标准局等公布的《关 于 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国家标准局发布的 ���
�

�一����《标准化工作导则
·

标准编写

的基本规定》中关于数值表示方法的若干规定
。

总的原则是
�

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 且 又很

得体的地方
，
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

。

遇特殊情形
，
可灵活变通

，
但应力求保持相对统一

。

引

文标注除引用古籍外
，
应使用阿拉伯数字

。
目前

，

数字用法除一部分科学书刊做得较好外
，

问题较多
。

例 �� “
香港人吃水果�香港人称

‘
生果

’
�的数量

，
早在八十年代就 已在世界上称王

。

据港府统计处����年发表的数字
，
全港每 天消耗水果的数量达一千二 百叱

，

即平均每人每天约半磅
，
而且…… ”

例 �� “
一九九二年

，
我县预算外资金近五千万 元…… ”

例 �� “ ����年 � 月第一版 ����年 �月第一次印矛�
”

例 ‘ � “
十三世纪后英 国的律师职业兴盛

，
原因 多种

，
但最主要的…… ”

例 �� “ ����字 印数���
，���一���

，���”

收稿 日期
�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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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 “ ��分��总���期�
”

例 �� “
在三

、
四十公里范围内

，
若发生 �或 �级 以上地震… … ”

可以看出
�

例���属于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未使用阿拉伯数字
。

例

句中的
“
八十年代

” 、 “
一千二百吨

” 、 “
一九九二年

” 、 “
五千万元

” 、 “
第 一 版

” 、 “
第 一 次

”
和

“
十三世纪

�

应分别改为
“ ��年代

� 、 “ ����吨
” 、 “ ����年

” 、 “
����万元

，，、 “
第 �版

” 、 “
第 �次

”

和
“
��世纪

” 。

例 �中的
“
磅

”
也要换算成法定计量单位

。

例 �存在两个问题
。

一是
“
���千字

”
中的

“
千

”
字

，
不得作单位使用

。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规定
� “ �位以上的数字

，
尾数零多的

，
可以改写为以万

、

亿作单位的数
。 ”

因此
， “ ���千字

”
要改写成

“ ��
�

�万字
” 。

二是使用了已经废止的数字分节号
，
违反了

“ �位和

�位以上的数字
，
采用国际通行的 �位分节法

，
节与节之间空半个阿拉 伯 数 字 的位 置

”
的

规定
。

例 �是不符合
“
年份不能简写

”
的规定

。

应该改作
“ �八” ��总第���期�” 或改作 “ ����年第

�期�总第���期�
” 。

例 �是数量词并列用法上存在的问题
。

邻近的两个数字并列连用
，
表示概数连用的两个

数字之间不加任何标点符号
。

例句中的
“
三

、
四十公里

” ，
由于加了顿号

，
变成

“
三

”
和

“
四十

”

的并列
，
而原意是

“
三十

”
和

“
四十

”
的并列

。

因此
，
要把顿号去掉

，
并把

“
公里

”
改作

“
千米

” 。

� 计量单位的使用

应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

当前
，
书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使用已废除的非法定计量单位
，
其次是词头使用中的错误和书写不规范

。

例 � � “
这是马来西 亚的高原之一

，
海拔����公尺…… ”

例 � � “
波长误差�士��人…… ”

例 �� “
耀县…… 全年太阳辐射量 为��了

�

��千卡�平方厘米…… ”

例 � � “ ����年美国人均消费水果饮料��
�

�公升…… ”

例 �� “ ���立升搅拌机…… ”

例 � � “
每 �� ���个

。 ”

例 � � “
生物量������

，��
”

例 � � “
当空气中的二氛化硫浓度 为�

�

������ 时
··… ”

例 � � “
水平 ��对照�是��

�

��协��
�
�

·
��

一 � 一
�一 ‘ ”

例���中的
“
公尺

” 、 “
人

” 、 “
千卡

” 、 “
公升

” 、 “
立升

”
都是已废止使用 的 旧 单 位

，
不是

法定计量单位
。

按规定
， “
公尺

”
应改为

“
米���

” ， “
千卡

”
要换算 为

“
焦���

” ， “
公 升

”
和

“
立

升
�

一律改作
“
升���

” ， “
人

”
要换算成

“
米���

” 。

例 �和例 �是法定计量单位使用不规范的典型
。

使用单位符号时
，
在其前要有阿拉伯数

字
，
图表例外

。

例 �是一句话
， “ ��

”
前 是

“
每

”
字

，
不是阿拉伯数字

。

故这句话中的计量单

位不应该用符号
，
而要用相应的汉字

“
千克

” 。

法定计量单位符号和单位符号词头有规定的形式
，
不能随便更改

。

例 �中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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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
，
词头

“
�

”
要小写

，
而且

“
���也应改作

“
��” 。

另外斜线后的部分要加小括号
。

正确

的写法是
“
������

�‘��”
。

例 �中的
“ ���

�

是英文
“
���� ��� �������

”
的缩写

，
原意是

“ ��
一 “ ” 。

因此
， ‘ ���

”
不是

计量单位
。

过去通常用
“ ���

”
来表示激素

、

气体
、

微量元素等的含量
，
但这种用法不规范

，

应予废弃
。

在表示质量浓度时
，
可把

“ ���
”
改作

“
�����

” ， 在表示容积浓度时
，
可改作

“
��

���
。

这样
，
既执行了法定计量单位

，
单位符号前的数值又可以不改

。

如果不用计量单位
，

则把原数字乘上
“
�。 “ “ ”

即可
。

例 �的错误在于在组合单位符号中插入了化学分子式
，
构成修饰关系

，
这是不允许的

。

� 标点符号用法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 ，
是汉语书报标点符

号用法的规范
。

标点差错
，
可以说是俯拾即是

。

最普遍的问题是标点误 用
、

滥 用
、

当 用 不

用等
。

例 � � “
从����年— ����年…… ，

例 � � “
是否可 以说

， 《邓小平 文选》第三卷是一位政治老人在��岁—��岁时的《谈

话录》呢� 这是这部著作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很短的一个客观原因
。 ”

例 � � “ �
·

�
·

�����…… �

例 � � “ 《延安 大学李风清
、

侯明书青年教职工科研奖励资金》首次评选揭晓”

例 � � “
主导产品 《环星牌 》跑车木工带锯机荣获市

、

省
、

部优质产品称号…… ”

例 � � “
法国式干型味美思 酒… …含蔺萄原酒����…… ”

例 � � “
烟是��世纪下半叶至��世纪初�明朝万历年间�

，
传入中国的

。 ”

例 �和例 �表示的是时间范围
，
句中用了连接号

，
但用连接号表示时间的起止和两个数

字之间的范围
，
数字之间不能加其他字

。

从例句的情况来看
，
以用

“
至

”
字代替连接号为好

。

或者把连接号之前的
“
年

”
和

“
岁

”
去掉

，

这样就符合连接号的用法了
。

另外
，
连接号占一个字

位置
，
不要写成占两个字位置

，
要同破折号区别开来

。

例 �是一个外国人的姓名
。

外文缩略点要用脚点号
，
而不是用间隔号

。

当然
，
如果把外

国人的姓名全部译成汉文
，
则要用中点间隔

，
把人名内各部分分开

。

例 �和例 �是误用了书名号
。

书名号是用来标明书名
、

篇名和报刊名称的
。

例 �是奖励

名称
，
例 �则是商品的注册商标

，
应该用引号才合乎规范

。

例 �中的
“
�

”
是个数学符号

，
不属标点符号

，
因这种现象常见

，
顺便加以讨论

。

句中符

号后面是数字
，
符号前面没有数字出现

，
也不是字母代号

。
应将符号

“
�

”
改作汉字

“
大于

” 。

例 �中的那个逗号
，
毫无必要

，
应该去掉

。

� 汉语拼音拼写

这方面的规范主要有国家标准局发布的 ������
一����《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国家测绘局发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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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和《汉语拼音 正 字法

基本规则》等
。

总的要求是拼写普通话基本上以词为书写单位
，
分词要连写

。

例 � � “
���� ����� ��� ���

”

例 � � “
������������

”

例 � � “
�������������������� ��

”

例 �不符合
“
不要按单个汉字注音

”
的规定

。

其中
“
钱江

”
是

“
钱塘江

”
的缩略形式

，
按规范

要加短划连写为
“
����

一

�����
” ，

或把
“
钱江

”
看作一固定词组而拼写为

“
���������

” 。

“
晚报

”
是指下午出版的报纸

，
其汉语拼音应按词连写为

“
������

” 。

例 �的拼音把所有的汉字音节连成了一串
，
也是不规范的

。 “
编辑

”
是一个词组

，
拼音要

连写� “
之

”
是助词

，
单独拼写， “

友
”
是，’�们友 ”

之意
，

是名词
，
要单独拼写

。

因此
，
经整理后

的拼音是
“
������������

” 。

例 �的拼音杂乱无章
，
没有按分词连写

。 “
������

”
是省 名� “

������
”
是 词 组 ，

“
������

”
也是词组� “

����
”
是个缩略词组

，

可作为固定词组看待
。

这样
，
连 写后 的拼音

成为
“
������������ ����������

� 。

汉语拼音的按词连写方法
，
可参考《现代汉语词典》 、 《汉语拼音词汇》和《汉英词典》等工

具书
。

� 汉字规范化

汉字规范化是我国的一项语言文字政策
。
����年 �月�� 日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

这实际上是一个规范汉字的字形表
。

图书
、

期

刊和报纸应带头使用规范化汉字
，
为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

、

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 象 作 出 贡

献
。

目前
，
书报滥用繁体字和使用不规范汉字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

。

例 ��

某报《 ，��春节拜年广告活动 》大幅广告标题 ， “
节

” 、 “
广

”
和

“
动

”
全用繁体字

。

例 ��
某报题为《 ’

��中国国际饮品及技术展览会即将 召开》的文章 ，
标题 用 的也是

繁体字
。

例 �� “
你好象在…… ”

例 � � “
还有的三天打渔

，
两天硒 网

，
冷冷清清

。 ”

我国坚持以简化字为规范汉字
。

出版物繁体字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古籍
、

书画 作 品 等 少

数特殊品种
。

名家题词中的繁体字也可暂时保留
。

例 �和例 �
，
一为广告

，
一为文题

，
没有

必要使用繁体字
，
应该用规范的简化汉字

。

滥用繁体字现象在报刊广告和栏目题图中最为常

见
。 《人民 日报

·

海外版》 已改用简化汉字出版
，
其他报刊还有什么理由非要滥用繁体字呢�

例 �中
“
好象

”
的

“
象

”
字是别字

，
应改为

“
像

” 。

例 �中有一句成语
“
三天打鱼

，
两夭晒网

” ，

而文中把
“
鱼

”
写成了

“
渔

” ，
是错误的

。

� 其他问题

例 �� “
它能适合农业户

，
集体

、

国营
、 ‘
三资

’
企业等多种体制经营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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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 “
刘懊译认为云南与场 甸

、

越南
、

华中
、
西藏等地的植物有密切关 系…… ”

例 �� 《英国一百万 富翁被钞票梗死》

例 � � “
在企业经营上

，
在

‘
四 自

’
的基础上

，
企业要 以市场 为导向…… ”

例 �中的
“
国营

”
与后面的

“
企业

”
连用

，
构成

“
国营企业

” ，
这种提法已大大落后于改革开

放的新形势
。
����年 �月��日第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宪法修正案》 ，
已把宪法中原来多处的

“
国营经济

” 、 “
国营企业

”
的提法

，
全部改为

“
国有经济

”

和
“
国有企业

” 。

书报宣传也应以法定提法出现
。

例 �中的
“
云南

” 、 “
西藏

”
是我国的省区名称， “

华中
”
指我国中部地 区， 而

“
缅 甸

” 、 “
越

南
”
则是国家名称

。

在一句话中把国名
、

省区名和地区名并列起来是不相称的
。

例 �是一篇文章标题
，
由于

“
一

”
后面略去了

“
个

”
字

，
易使人误解为

“ ���万
”
个富翁 被 钞

票梗死
。

例 �中的
“
四自

”
指什么

，
文中没有交待

，
使人难以理解

。

若能在文章中首次出现
“
四自

”

的地方加括号交待一下全称
，
就不会使读者费解了

。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

出版物的编排若没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约束
，
就会杂乱无序

。

在

出版物的编排尤其是汉文书报的编排中
，
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

一是编者应该遵守的编排标

准和规范比较多
，
涉及的面广

。

二是标准和规范相对稳定
，
又随着社会前进和科技发展而不

断完善
。

例如
� “
亩

”
原为面积单位

，
但按国家规定

，
从����年 �月 �日起废弃以

“
亩

”
作为土地

面积单位
，
改用法定计量单位

“
平方米

” ， “
科技情报

”
一词现已改为

“
科技信息

” ， “
中国科 学

院学部委员
”
改称为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
以更好地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

，
适应国际科学技

术的广泛交流， 等等
。

做好出版物编排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工作是时代赋予我们编辑工作者的

职责
。

我们编辑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各种编排标准和规范
，
增强编排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意识

，

接受新事物
，
研究新间题

，
真正把编排的各种标准和规范落到实处

，
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

会主义编辑出版事业作出贡献
。

本文例句摘 自����一����年初公开 出版发行的部分书报
，
出处从略

。

�� ������ ��������� �������� �������
，
���

，
�� ������，

����
�

���一���� �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