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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质疑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 

张 昕 蔡晓瑚 

     “质疑”在编校工作中是一个常见名词，意指校对者针对原稿的差错与不足之处，

以疑问的形式向责任编辑提出的行为，它是“校是非”的特有表现形式。“校是非”之所

以必要，是由于它具有的知识性、创造性劳动特点，展示了一名校对者的文化水平和实际

能力，在实践中发挥着补充、完善编辑工作的作用，对提高图书内容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校对质疑的对象应该是作者，但在图书生产流程中，责任编辑对图书质量负责，校对质疑

的矛头往往指向了编辑。谁会乐意别人老“盯”着自己“挑毛病”呢?更何况出版社出于

质量管理的需要，制订了相关的奖罚措施，编辑认定质疑无异于甘心领罚。于是该认而不

认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校是非”的目的难以实现，校对者的纠错积极性也被挫伤。 

切莫以为这一句一词一字一标符的争议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事，它直接影响到编校合力的形

成，关系图书的内容质量。表层地看，是有些编辑修养尚未达到闻过则喜、见贤思齐的境

界，究其深层原因则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以下择要分析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编辑无限责任问题。出版行业目前的成书编校质量检查，责任人明确为编辑，无论

通报的名单还是经济处罚的对象皆为责任编辑，所有的差错(包括政治性、知识性、科技

性、标点符号、格式等)均在编辑的责任范围之内，这似乎意味着编辑对图书质量负有无

限责任。出版社的出书范围如今更加宽泛，既包含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又不乏专业性较

强的科技著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学科细分已成趋势，编辑号称“杂家”，

不可能与作者的专业化程度达到同一水平。尽管出版社也作了“按专业编稿”的努力，但

毕竟编辑只是“作嫁衣”，不是像作者那样“做学问”，即便“做学问”，也是做编辑的

学问，而非作者的专业学问。编辑的专业局限性与无限责任是存在矛盾的，这就会使原稿

难免遗留差错。图书质检向来是检查“编校质量”，说明编校双方都应负有责任，也说明

校对在弥补编辑疏漏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校对的行为方式问题。校正原稿并不是校对的主要任务，能做到必须奖励，做不到

也无大碍，因为校对的宗旨是“对原稿负责”，保证校样与原稿相符就是尽到职责了。这

一理念长期指导校对实践，其可行背景有二：一是当时出书要求十分严格，不仅作者写作

水平可靠，誊抄规范，而且编辑加工严谨认真，不为利润挂钩所缚，这样产生的原稿差错

很少。二是手写原稿采用活字版生产方式，排版错误是主要方面，校对从业者的文化程度

又普遍较低，对他们只能也必须以“校异同”为根本要求。随着生产技术更新换代，从事

校对工作尤其是担任责任校对，都应该具备高等教育的学历和相应的专业工作经验，旧的

校对理念和操作方式就暴露出其历史局限性。在新形势下，校对职责定位存在着很大的改

进空间，亟待进行深入研究。遗憾的是，目前尚无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新理论、新办法

出台，校对的行为方式仍然局限于“校异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提高图书质量的要求。

第三，市场大气候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建立，竞争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然而在

其初级阶段，急功近利和不规范竞争行为难免比较普遍地存在，“无错不成书”的顽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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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象之一。有识之士已经就其原因作过许多透彻的评析，如“三审制”流于形式，编辑

加工粗放，出版社过于追求利润，忽视图书生产的客观规律和量与质的矛盾关系，盲目压

缩出书周期，热衷于“短平快”等等。但是对作者的浮躁心态、原稿质量滑坡的事实鲜有

论及。当前在急功近利的大气候下，严肃认真、字斟句酌的创作态度已经“不合时宜”，

作者成分复杂化，“速成稿”司空见惯，图书似乎脱离了精神食粮的品位，几与“时令食

品”同日而语。加之采用电脑技术排版，原稿埋藏了大量形似、音同、多漏字讹误，差错

率骇人听闻，编辑负荷空前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的编辑定位更趋“重策划”，

“轻案头”，编辑加工遗留的差错相当部分进入校对环节，更有赖校对大力提升“校是

非”功能。倘若校对质疑不能实事求是地予以对待，其后果不言自明。毕竟校对是编辑的

延续，“校是非”成功地做到了拾遗补阙，其功能日益凸显。 

这里我们只是就校对质疑探讨有关校对功能的提升问题，至于如何进行现代校对标准化的

研究，创立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普适性的职责认证体系，尚有待出版界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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