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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校对思维的基本特征 

□ 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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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校对所依据的“底本”，就是编辑发排文本，即作者的原创作品，经编辑审读加工的

定稿本。校对活动不同于编辑活动，无须对原稿作出评价，也无须对原稿系统加工，而是

依据原稿核对，改正校样上与原稿不符的字句。这其实就是“归其真正”“克复其旧”。

遵循原稿，忠实原稿，是现代校对的原则，也是现代校对的思维方式。现代校对的首要任

务，就是保证作者的作品准确无误、完整无缺地转换为印刷文本。鲁迅强调校对时一定要

对照原稿。原稿是作者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又凝聚着编辑的劳动和智慧。原稿是出版物的

基础。校对首先要对原稿负责。鲁迅曾经对校对“以意刊改”原稿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在

给沈雁冰的信中谈及此事指出：“初校送来，却颇干净，错误似不多，但我们是对原稿

的，因此发现印刷局的校员，可怕之至，他于觉得错误处，大抵以意改令通顺，并不查对

原稿，所以有时简直有天渊之别……”[4]我们强调“保真”，不是否定“校是非”，

“保真”与“校是非”两者并不是矛盾的。“保真”是基础，在“保真”的基础上“校是

非”，进一步发挥校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并改正原稿的错漏，从而使原稿更趋完

美。我们反对的，正是颜师古批评的“以意刊改”，“意存所疑，辄就增损”。所以，不

但要“善疑”，还要“多思”，更要“慎改”。有了疑问，要反复思考，反复查证，确有

把握才动手改错。

不但在原稿整体上要“保真”，在改正原稿错漏时也要“保真”，即保持作者的创作思

路，尊重作者的写作风格，做到“字易而意留”。颜师古批评的“以意刊改”，就是违反

了上述原则，一味按照自己的思路、自己的表达方式去修改作者的作品。这样的修改，必

然会改变原作的思路和风格，甚至改得面目全非。这种强加于作者的做法，不仅校对不可

为，编辑也不可为。 

举例说： 

    通过宣传教育，使他终于改邪归正，走上了正道。 

    这个句子主语残缺了，“通过宣传教育”是介宾短语，不能做主语。改的方法是删去

“使”，让“他”做主语，句子的错误就改正了。删去一个字，改正了句法错误，原意完

整地保留下来，这就是“字易而意留”。假如不这样改，而是推倒重来，自己重新造一个

句子，就可能改变作者的本意，所以是不可取的。 

    有位校对员将校对活动比喻为“拾与补”，提出“小拾小补不厌烦，大拾大补敢承

担，拾补贵在心要细，安悉杂务自陶然”[5] 的自我修养目标。这个比喻正是对“保真思

维”的形象描写。所谓拾与补，即拾遗补缺，弥补作者和编辑的疏漏。表面看，是对局部

甚至是个别错漏的拾补，从整体看，却是对编辑工作的完善。错漏的性质有大小之分，因

而拾补也有大小之分。小拾小补，如字号大小不协调，图表位置有偏正，文图、文表不衔

接，正文注码与注文序码不一致，似乎都无关紧要，但这类小错小漏多了，就会影响全书

的质量。所以不能因小拾小补而不为。大拾大补，如事实性错误、知识性错误、政治性错

误，往往一两处错误就会影响全书质量，当然要尽力去拾去补。可见无论是小拾小补还是

大拾大补，都关系着全书的质量。所以，贵在安心拾补，细心拾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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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校对思维的联想性 

    校对思维的第三个特征是联想性。这还是校对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校对的四种基本方

法，前三种方法都是以“对比”为基本特征。对校法的特征，是以原稿对比校样；本校法

的特征，是以本书前文对比后文；他校法的特征，是以他书对比本书。都强调“对比”，

从对比中发现错漏，从对比中寻求正误补漏的依据。 

 

    从思维角度讲，要对比就必须联想。 

    校对联想主要有如下表现形式。 

 

    1．看校样联想原稿。无论采用什么校对方法，改错补漏的直接依据是原稿。正如前

引顾广圻校书通则：先衡之以本书之词例，次征之于他书所引用，复决之以考据之是非。

通读校样时发现了疑点，首先要联想原稿，从原稿中寻找排疑改错的依据。从原稿中找不

到答案，才去查找他书。 

    2．看后文联想前文，看注文联想正文，看图表联想正文。前后互证是本校法的基本

特征。所谓前后互证，是说一本书的内容前后是有联系的，文气前后是贯通的。书中通常

都有注释，或者指示引文出处，或者对正文作补充说明。图表与正文的关系更是密切，是

正文的延续或补充。因此，前后内容不能矛盾，前后文气不能不贯，文与注、文与图、文

与表必须关联、衔接。如果前后矛盾，文气不贯，文注矛盾，文图、文表脱离，就可能存

在错讹。 

    3．看本书联想他书。他校法是校是非的重要方法之一，有了疑问，在原稿上找不到

排疑答案，就得从他书中寻找答案。所以，校本书联想他书是校对思维特征之一。 

    4．看本书联想国家的相关规范、标准、法规、政策。判断是非有一个重要依据，那

就是国家的规范、标准、法规、政策，凡是与国家的规范、标准、法规、政策相悖的，都

是错误的。 

    5．看文字联想形似字、音同字、义近字、义连字、义反字。形似易讹，音同易讹，

义近易讹，义连易讹，义反易讹，这是汉文字使用出错的五条规律。因此，发现文字疑

点，首先要联想到这五条规律，然后一一比照，审形析义，排查错讹。 

6．看因联想果，看果联想因。汉语有许多句子的内在联系表现为因果关系，例如： 

    A.只有消除杂念，才能专心致志。 

    B.只有在校对实践上刻苦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C.如果不打破行业垄断，就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建立。 

    A句前件是“因”，后件是“果”。B句中前件是“条件”，后件是“结果”。C句中

前件是“理由”，后件是“推断”。如果有前件无后件，或者前件与后件不搭配，句子就

可能存在错误。 

    7．看概念联想概念关系。文章里面许多概念，概念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如同一关

系、属种关系、交叉关系、矛盾关系、反对关系，概念的误用常常表现为关系上出现问

题。比如： 

    A.他们看的色情刊物，大多数是从书摊或旧书摊上买来的。 



    B.这些艺术团演出的剧目有昆剧《牡丹亭》……以及中国古典和民族、民间乐曲

等。 

      C.青年人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实践中锻炼成长。我也坚持这样做，每天不避风

雨，参加体育锻炼，从不间歇。 

    A句中的“书摊”和“旧书摊”之间是属种关系，是不能并列的。B句中的“中国民族

乐曲”和“中国民间乐曲”是交叉关系，也是不能并列的。C句里的两个“锻炼”和“风

雨”，不是同一关系。前一个“锻炼”与“风雨”，是指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思想、意

志、品格；后一个“锻炼”与“风雨”，是指在自然的风中雨中锻炼身体增加体质。两个

非同一关系的概念，也是不能并列的。 

    从上述分析可知，校对的联想思维是发散性的，又是有明确目的的定向性的。这种定

向的发散联想，由此及彼，举一反三，有助于校对主体猎错改错效率的提高，还有助于校

对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 

    四、校对思维的整体性 

    校对思维的第四个特征是整体性。这同样是校对工作的性质决定的。一本书作为一个

整体，有整体性要求，如：版面格式全书必须统一；正文字体字号（除特别标注变换字体

字号者外）、同级标题的字体字号全书必须统一；目录上的标题和页码与正文的标题和页

码必须一致；同一人物、同一地方、同一事物的名称全书必须一致；异形词的选用、数字

的用法全书必须统一；书名页上的相关信息记录必须齐全；插图形象与文字说明必须相

符；文与图、文与表必须衔接，其内容必须一致；等等。这些“统一”“一致”“齐全”

“相符”“衔接”，是校对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整体”意识。 

    现代校对实行集体交叉的校对方式，每个校对者都只承担一个校次或部分篇章的校对

任务，由于各人处理差错的标准不会完全一致，由于分散交叉校对造成的各自为战，由于

相互依赖的心理作用，容易发生不统一、不一致、不齐全、不相符、不衔接的问题，以致

造成不应该出现的差错。因此，校对思维的整体性尤为重要。 

    校对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要求校对人员立足于图书的整体，对图书的任何一个环节、

任何一个因素，都要认真地检验和查核，运用整体思维同校样对话，力求全书内容和版面

格式的整体统一。 

    校对思维整体性的具体表现如下。 

    1． 对联想注入“整体性”意识，把“统一”“一致”“齐全”“相符”“衔接”等

作为联想的内容。 

    2．每个校次完成后，都要认真做好文字技术整理工作，以实现全书的“整体性”要

求。 

    3．如果负责校对的是全书的部分篇章，则要有全书是一个“整体”的意识，虽然做

的是局部工作，必须关注全书的“整体性”要求，并按照“整体性”要求做好局部统一的

工作。 

    4．责任校对要树立对全书校对质量负责的观念，把实现全书“统一”“一致”“齐

全”“相符”“衔接”等“整体性”要求，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并且做好最后的全书文

字技术整理工作。 

    不统一、不一致、不齐全、不相符、不衔接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以致成为图书编校

质量检查的重要内容。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可能发生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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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在校对过程中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优秀的校对员都有强烈的整体意识，他们在校

对过程中总是通观全局，瞻前顾后，从而使书稿的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转换为印刷文本，同

时又完全符合版面格式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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