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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编校合一
”
是 目前很多编样 出版部门未用的编校模式

,

但对于其优
、

缺
.

点

还存在一定的争论
。

通过对
“

编校合一
”
含义及利弊分析

,

提出了完善
“

编校合一
”
的

几
.

点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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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出版物的编辑出版过程中
,

编辑与校对可以说是两个密不可分的环节
。

一篇文章如不经

过精心的编辑加工
,

就很难保证其学识性
、

逻辑性及字词句章的准确与凝炼
,

文章的内在价值

就难完全体现出来
。

同样
,

一篇文章如不经过仔细
、

严密的校对就刊印出来
,

其中的错漏之处也

同样会使文章的价值大打折扣
,

有时甚至会因其错误误导读者
,

产生消极的影响
。

因此
,

编辑过

程和校对过程两者缺一不可
。

并且
,

校对过程是编辑过程的延伸
,

是对编辑过程的进一步完善
。

两者既是统一的
,

又是相互区别的
,

每一个过程都会对读者的阅读产生直接的影响
。

目前
,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
,

许多编辑出版部门正逐渐趋向于采用
“

编校合一
”
的模式

,

从而

引起了编校能否合一
、 “

编校合一
”
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争论

。

笔者通过对
“

编校合一
”

的分

析
,

对其利弊提出了几点看法
,

并提出了完善
“

编校合一
”
的几点措施

。

1 “

编校合一
”

的含义及由来

1
.

1
“

编校合一
”
的含义

有人认为
, “

编校合一
”
就是编辑人员去校对自己所编发文稿的校样

。

这样的理解是不科学

的
。

因为
“

编辑看样
”

本来就是编辑职贵的一项
,

是编辑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情
,

而不是编辑份外

的
“

合
”
的对象

。 “

编辑看校样
”
也称

“

编辑者校对
” ,

它是与
“

作者校对
” 、 “

专业校对者校对
”
是并

列的
。

笔者认为
, “

编校合一
”
是一种相对于

“

编校分工
”
而言的体制

。 “

合一
”
就是把专业校对者的

校对工作完全由编辑人员承揽
,

而不设专门的校对机构和人员
。

这样的理解与
“

以编辑工作代

替校对工作
”
是完全不同的

,

合的是机构与人员
,

而并非把编辑与校对两个过程合二为一
。

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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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
“

编校合一
”

而不校是与出版工作的客观规律相悖的
,

其结果必将导致编辑出版物质量的下降
。

L 泥
“

编校合一
”
的由来

从历史上看
, “

编校合一
”

曾盛行于我国自古以来的校勘业中
。

但至今仍存在于古籍整理中

的古典意义上的
“

编校合一
”

中的校勘
,

则无论从性质上还是职能上都与现在的校对不同
。

现在

的
“

编校合一
”
是相对于

“
编校分工

”
而言的

。

之所以需要把
“

编
”
与

“

校
”

合二为一
,

主要是由于目

前不少编辑出版机构自身的条件限制造成的
。

目前
,

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
,

编辑出版行业

都不太景气
,

普遍存在经费少
,

人员短缺的状况
,

为了适应市场生存下去
,

不少编辑出版部门都

精减了专职的校对部门和人员
,

把校对工作交由编辑去做
,

这样就出 现了
“

编校合一
” 。

而这种

现象尤以各高等院校的学报编辑部门为甚
,

特别是一些中小型高校的学报编辑部门
。

2 “

编校合一
”

的利弊分析

目前
,

对
“

编校合一
”
的看法

,

编辑出版行业中还未搭成共识
,

有人认为
“

编校合一
”
利大于

弊
,

也有人认为是弊大于利
,

双方各执一词
。

笔者发现
,

双方争执的焦点仍然在于对
“

编校合

一
”

含义的理解
。

赞成者认为
“

编校合一
”
是与

“

编校分工
”
相对而言的

,

只是把以前
“

编
”
与

“

校
”

两个部门合二为一而已
,

并不存在什么不妥之处
。

而反对者则主要从编辑与校对的思维方式
、

工作性质
、

操作形式及各自专业特长的不同为由
,

反对
“

编校合一
” 。

如果编辑人员能够做好校

对工作的话
,

这样的反对也就不成立了
,

因此笔者认为
,

目前双方对
“

编校合一
”
的争执其本质

是对编辑与校对工作性质及其能否有机统一的争执
,

而对子
“

编校合一
”

双方从根本意义上说

并无分岐
。

那么
,

从这个角度来说
, “

编校合一
”

是利大于弊
,

还是弊大于利呢?

2
.

1
“

编校合一
”

的优点
“

编校合一
”
经过许多编辑出版部门的实践

,

已证实其有如下优点
。

( l) 文章是由编辑进行加工的
,

编辑们很熟悉文章的结构和作者的笔迹
,

便于校对时发现

错漏之处
,

有利于提高校对质量
。

( 2) 校对其实是对编辑工作的延伸
,

文章在校对阶段仍需进行小量修改
,

这时编辑人员可

在校对过程之后对文稿进行进一步润色
、

完善
,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编辑质量
,

起到以校促编的

作用
。

(3 )有利于增强编辑的责任心
,

对文章负责到底
。

以往
,

编辑工作是
“

软
”

任务
,

而校对工作

是
“

硬
”

任务
,

对编的质量标准难以把握
,

而完全看编辑的责任心
,

把两者合二为一可增强编辑

人员对文稿的责任心
,

进一步提高编
、

校质量
。

(4 )可以节省人力
,

减少编与校之间的反复
。

这一点是许多编辑出版部门实行
“

编校合一
”

的初衷
,

这样做
,

既压缩了专职校对人员
,

节省了经费
,

又减少了编辑人员与校对人员在工作环

节上的反复
,

进一步节约了时间
。

2
.

2
“

编校合一
”

的缺点
“

编校合一
”

的缺点主要源于编辑人员与校对人员在工作性质
、

思维方式
、

操作方法
、

工作

程序及各自专长的不同
。

总的来说
, “

编校合一
”
对

“

编
”

的过程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

其缺点主要

是针对
“

校
”

的过程而言的
。

(l )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
,

将产生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

编辑加工整理书稿是在审读书稿的

基础上进行的
,

其工作的重点是对文章的整体进行修改
、

调整
、

润饰
,

是对文章进行学识性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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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性的加工
。

而校对是编辑后的一道工序
,

是一项主要以消灭排字差错为主的工作
。

二者在工

作中的思维方式是有差异的
。

编辑着重于文稿的整体性
,

注重全文的逻辑性
,

强调文章的总体

结构
,

而校对则主要侧重于局部的
、

细节方面的间题
,

让编辑去做校对工作
,

往往会因这种思维

方式上的差异而发生混乱
,

影响校对的质量
。

(2 )各自的操作方法
。

编辑看校样与专职校对的校对活动在操作方式上是有区别的
。

编辑

看校样是采用通读的方法
,

从总体上检查文稿的思想内容
、

文字质量及处理校对提出的质疑
。

其根本目的并不是校对错漏
。

而专职校对则需要通过析校
、

对校
、

读校等形式彻底消灭文稿中

的错漏之处及编排格式上的错误
,

在此基础上对文稿中出现的其它问题向编辑提出质疑
,

因此

编辑搞校时难免会以自己的校对方式进行校对
,

影响校对质量
。

(3 )各自专长的不同
。

编辑的任务是决定书稿的取舍和对决定采用的书稿进行修改加工
,

使之达到出版水平
,

从文字工作角度讲
,

编辑更注重篇章结构和文字表达
。

而校对员经过一定

的专业训练
,

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具体实践后
,

消灭文字差错的能力往往要强于编辑
,

他们不仅

要了解汉字的形
、

声
、

义
,

还要具有一定的语法修辞功底
,

同时还要掌握一定的编排知识
。

因此
,

编辑人员不经创l!练也很难胜任校对工作
。

(4 )编辑搞校时难免会出现以编代校的现象
。 “

编校合一
”
只是形式上的合一

,

本质上
“

编
”

与
“

校
”

还是分开的
,

但当
“

编
”

与
“

校
”
都交由编辑去做时

,

难免会有所侧重
。

有时编辑认为编的

时候己很仔细
,

校的时候就可以放松一点
,

或者有时为了赶时间
、

赶进度
,

编辑只注重校而忽略

了编 ;或者干脆把二者合二为一
,

在编的过程中校
,

在校的过程中编
。

这些做法都是有悖于编辑

出版规律的
,

必然会降低编辑出版物的质量
。

3 女D何完善
“

编校合一
”

不管是采用
“
编校合一

”
还是采用

“

编校分开
” ,

对于编辑出版物本身而言
,

最重要的是保证

其质量
,

一种出版物如果没有了质量保证
,

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

必然会为社会所淘汰
。

许多编辑

出版部门当初之所以采用
“

编校合一
”

的模式
,

是为了节约人力
、

物力
、

财力
,

在困境中求生存
。

如果不把好质量关
,

致使编辑出版物的质量下降
,

这与其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

因此在采用
“

编校

合一
”

模式时
,

必须进一步完善
“

编校合一
” ,

把好编
、

校质量关
。

完善
“

编校合一
”

的措施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

(1 )制定相应的制度作保障
。 “

编校合一
”
只是取消了专职校对人员而没有取消校对过程

,

因此编辑出版部门们应制定相应的编辑职贵
、

校对职责
,

对编与校的过程加以限制和规范
,

对

编辑人员在编与校两个过程中的工作要求
、

工作规范作进一步说明
,

并制定相关的奖惩措施
,

以保证
“
编校合一

”

的质量
。

(2 )加强对编辑人员的校对培训
。

编辑人员己具有一定的语言
、

文字功底
,

只要加强对他的

校对专业训练
,

使他们掌握一定的校对专业知识和工作技巧
,

并适时转变思维方式
,

他们还是

能够适应并做好校时工作的
。

(3 )加强编辑人员之间的配合
。

编辑人员在进行校对工作时
,

应适时转变角色
,

把自己看成

专业校对
,

彼此之间加强配合
,

实行读校或交叉校对
,

这样做不仅能够加强相互间编校技能的

交流
,

也可少极大地减少校对工作中的差错
。

(4 )加强检查
、

定期总结
。

在每一期出版物出版后
,

应组织大家对出版物的编
、

校质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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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校合一
”

检查
,

找出其中的问题与不足
,

及时加以总结和讨论
,

找出解决的办法
,

这样可以在不断的总结

过程中完善
“

编校合一
” 。

4 结束语

日前
,

对
“

编校合一
”

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争论还未统一
,

各个编辑出版部门采取的

编
、

校模式也不尽相同
,

但之所以有争论
,

其根本目的的还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编校质量
,

提高编

辑出版物的质量
。

目前
, “

编校合一
”
还不很完善

,

有待于广大出辑出版工作者在今后的工作实

践中不断加以研究
、

总结
、

完善
。

参 考 文 献

孙镜培
. “

编校合一
”
曲与直

.

中国出版
.

1 9 9 6
,

(7 )

陈红燕
.

略论校对的思维过程
.

中国出版
.

19 96
,

( 5)

王秀清
.

浅谈加强期刊出版流程管理
.

期刊编辑研究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19 9 7

李兴昌
.

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1 9 9 5

钱文霖
.

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导扬
.

武汉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

1 9 9 2

,曰八O

左尸̀办

A B r i e f D i s c u s s i o n o n I n t e g r a t i o n o f

E d i t i n g a n d P r o o f r e a峨i n g

S he
,乞了故 n石 n

(dE i t o r id a l 氏p a r t
me

n t o f Jo u

anr l
o f aY

n e h e

馆
i sn t i t u t e o f t e e hon l o g :犷

,

aY cn h e

gn
,

2 2 4 0 0 3
,

P R C )

A bs t
acr

t iA p er
s e n t

,

ma
n y e d i t i雌

a g e cn i .: 5 a

dn p u
b l i

s h in g bo
u s e s r e s o rt t o t h e p a t t e r n o f

i n t e g ar t i o n o f
e
d it i嗯

a n d p or o

fer
a d i雌

,

b u t t h e er e x i s t d i s p u t e s o ve
r i t s me ir t s a

dn d e fe
e t s

.

T h r o u g h
a
an ly

s i s o
f i t s a dva n t a g e s a

dn d is a
d
v a n t a g e s ,

t he wr i t e r p u t s fo
r

wa
r d s o

me
s o l u t i o n s t o im Por ve i t

.

eK ywo
r ds int e g r a t i o n o f

e d i t i飞
a

dn p r
oo f

r e a d i飞 ;

me
r i t s ; d e

fe
e t s ; s o l u t io n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