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代

《魏书》（点校本

二十四史修订本)(全

8 册)(平装版）魏收

撰 唐长孺点校 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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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201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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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2版）（全32册）《中

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

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2009年3月版/

9800.00元

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

百科全书》从无到有，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铸造了

中华文化的一座又一座丰碑。我从事的是为百科

全书这一文化丰碑奠砌基石的校对工作，一干就是

20多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所经历的“惊心动魄”

的场面，可以说不胜枚举。不夸张地说我从事的工

作是险象环生，步步惊心！

2009年作为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的《中国大百科全

书》（第2版）终于出版了。这套书凝聚了众多专家学

者的心血和各学科编辑的精心打磨，经历了漫长的14

年，我有幸承担了这套书的责任校对。因为种种原

因，在印刷出版前留给校对的时间可以说少之又少。

百科全书第2版共32卷本，每一标准卷是600页、180

万字，而责任校对只有2人。校对是百科全书等大型

工具书的编纂流程和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且

工作量十分巨大。就拿校对后的一个环节核红整理

来说，光是翻看一遍，按一天5万字的工作量计算至少

需要18天。而当时实际情况是我们需要一天完成1

本书的核红，有时甚至是2本。就是在如此时间紧、任

务重的情况下，我也不敢放松要求，每校对核红一本

书，都是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半分疏忽。

记得在二版印制前，有一天，我正在紧张而有

序地核红和整理一卷书稿，忽然眼睛停留在一个不

认识的字上，此处并没有改动，本是不用看的区域，

我本能反应是此处应该是造字，但这个字不像造

字，更像乱码，我的心咯噔一下，我想如果真是这样

就麻烦了，因为这个环节不应该出现造字问题。我

马上打电话到排版公司查问，经查是排版公司因为

改这本书的其他错误，忘记把字库挂上，就直接打

印，结果出现了乱码！而且乱码是无规律的，要在

600页中快速找出乱码绝非易事。排版公司告知我

有两个选择：一是人工找出乱码.因为计算机不能自

动识别乱码位置；二是重新修改这本书其他的错

误，但最快需要2天。当时是周五，这本书计划下周

一交印刷厂，再等2天改好，我还要再核红，已经没

有时间了，我只能找出乱码，说干就干，我利用晚上

和周六一页一页地找，终于凭着经验全部找出乱

码。稿子周一如期下厂，没有耽误印刷时间，想想

就后怕，万一没发现就印刷成书了，这就是一批不

合格产品，将会给出版社带来巨大损失。望着眼前

一个一个标出的造字，虽然眼睛瞪得发红发酸，满

眼冒金星，但保证了书的质量，我备感欣慰。

校对在出版环节中是图书质量的最后把关者，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从业者大多学历不高，在单位默

默不闻，甚至有些出版机构根本就不设校对岗位，造

成了图书质量参差不齐。可喜的是现在图书质量已

经引起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2018年又提升了校对

职称待遇，这些对稳定校对从业者队伍至关重要。

百科全书校对遇乱码
■王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高级校对）

在中华书局编校部工作的这几年中，接触过很多

重要的书稿，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二十四史”修订

本，而在“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对我个人成长有着深远

影响的当是《魏书》。回想《魏书》校对过程中发生的

往事，恍如隔世回忆，然而又觉得如在眼前。《魏书》是

“二十四史”修订本中所出版的第5种。在书局的整体

规划中，“二十四史”修订本是重点项目，《魏书》的校对

工作，在编校部也是重中之重，所有同事都丝毫不敢

掉以轻心。

2015年1月开始，《魏书》的校对工作就在陆陆续

续进行着。初步的工作是校原点校本，原点校本指的

是中华书局曾经出版并不断重印的“绿皮本”，长期作

为“二十四史”的定本在读者中广泛流行。这一阶段

的校对工作有两个校次，每一个校次都是以1974年1

版1印的点校本作为原稿，以2013年7印的点校本作

为参考，一方面要保证校样跟原点校本在文字和版式

上保持一致，同时两个印次的不同之处也会在校样上

标示出来。重印的书多少都会有一些改动，如果不亲

自校一遍，很难弄清楚。这份一二连校的校样在最后

修订本校对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二十四史”修订本的校对，从《史记》修订本开

始，一直都处在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中。这次修订，

采用定本式校勘，即选择一个公认的善本做底本，在

此底本的基础上通校其他版本，撰写校勘记。之前，

编校部是在修订组提供的电子书稿基础上进行校对，

后来在校对《宋书》时，偶尔参考了《宋书》修订本所用

的底本百衲本，发现在字形上，校样跟底本还存在着

一定差距，并不能保证修订本跟底本在文字上的贴合

无间，之后在编校部建议之下，《宋书》的校对加入了

重新校对底本这一工作步骤。后来，校底本这一步骤

也成为了“二十四史”修订本校对工作的一条基本原

则。在《魏书》校底本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过去刻本

里常见然而在当今的繁体字使用规范下已经不再使

用的异体字、不规范汉字，这部分汉字的去取一度成

为了编校部与编辑之间讨论的中心。原点校本在整

理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径改掉一大批在当时用字规

范下已经不常用的异体字字形，然而这对古籍的原貌

无疑是有损伤的。反复讨论之下，我们希望在古籍整

理中做到“整旧如旧”，保留底本原貌，尽量做到整理

本与底本贴合无间。

最后一个阶段，针对修订者提供的修订本电子书

稿的校对，无疑是最重要的，之前的工作都为此服

务。在编校部李晓霞老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了电子

书稿的数据特性，用计算机软件对书稿的文字、标点

等进行分析排查，发现了很多纸面校对难以看出的问

题。不过有些古籍校勘问题，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也

无法代替人脑判断，比如《魏书》卷十四有一句：“时文

明太后为王叡造宅，故亦为丕造甲第。第成，帝、后亲

幸之，率百官文武饗落焉。”其中“饗落”一词古籍中并

不常用，各类辞书中也未见收录，修订本原校勘记根

据《北史》《册府》等书怀疑是“饗燕”之误，我利用各种

数据库检索也未得出结论，后来询问朋友，得到回答：

“语出《左传》，饗大夫以落之”，这才豁然明白，

《魏书》修订本校对：整旧如旧
■宋梅鹏（中华书局编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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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编辑是隐于作者背后、将文稿变成图书实体的操盘手，那么校对就是隐

于编辑背后、为图书质量保驾护航的存在。图书是文化传承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

载体，其质量保障无疑是重中之重。每一本优质图书背后不仅有编辑为之奔忙的身

影，那些校对工作者伏案与每一个文字“较劲”的日子也不应该被忽视。改革开放

40年来，随着图书质量越来越受重视，校对人才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互联网迅猛

发展，手写使用率下降、网络语言“五花八门”，校对工作者身上的担子在互联网时代

更是并未减轻。对每一个疑问锱铢必较，对同一篇图书文稿不厌其烦地重复校对，

作为重要的质量把关者，这些虽存在于图书扉页却鲜少受到关注、平日并不常出现

于读者视野中的校对工作者，校对每本书时都是高度紧张的状态，也必然会因为这

些紧张的日子、惊心动魄的时刻对书留下特别印象。虽然作为校对从业者，每个人

职业生涯中要经手的作品不会比编辑少，但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与其中的个别

产生斩不断的思绪牵连。编辑会因为一本书的顺利面世放松神经，校对工作者则会

因为发现多纠正一个错字而松一口气，借此机会，让我们来跟随几位编辑、校对从业

者，重回那些与带给他们“心惊胆战”体验的作品打交道的日子。

2001年8月，我入职广州日报集团足球报社。刚

进报社工作，很新奇，我大学所学专业是经济信息管

理，和校对完全不沾边。于是买了很多新闻报道出版

专业相关书籍。当然，也少不了买一本词典，当时买

的是第4版《现汉》（即《现代汉语词典》）。自此，我就

投入到了被《现汉》反复折磨的过程中。

我不是科班出身，刚上班根本没有头绪。我改完

校对稿后，同事李越男告诉我，“想像”要改为“想象”，

“象×××”要改为“像×××”。 带着对于“像”“想

象”的似懂非懂，我开始逐步融入校对行业。后来，我

查到第4版《现汉》上有词条“想像力”，我们又开始执

行“想象”和“想像力”。直到2005年，第5版《现汉》出

版，大家才统一了“想象”“想象力”。这中间，我于

2004 年 1 月搭建了独立域名的网站校对网 www.

jiaodui.com，论坛在当年也收录了【想象】【想像】。第5

版《现汉》，也只是让部分出版单位对于“想象”“想象

力”进行了统一。在不同老字号出版社，他们还在沿

用自己的习惯，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直沿用“想象”，

而江苏教育出版社沿用“想像”。

在第5版《现汉》出版之前的2004年，中国版协

校对委员会协同几家研究机构发布了《264组异形

词》，作为草案在一些出版单位试用。第4版《现汉》

和264组异形词存在大量冲突，如现汉的“丫鬟”“暗

度陈仓”，264组异形词的“丫环”“暗渡陈仓”。到第5

版《现汉》，采纳了一部分264组异形词推荐词条后，

出版界逐步执行参考《现汉》。现汉和264组异形词

的折磨逐渐消失。

第4、5版《现汉》，推荐“看做”“叫做”“视做”“当

做”，而同时存在“比作”和“比做”，当然还有“运作”。

我发现《毛泽东选集》当中既有“叫做”，也有“叫作”。

后来又咨询出版社负责质检的同行，得到的回复是

统一执行不可以计错。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

法：“x+作”，“当作”“看作”“比作”“运作”，多简单，这

是完全不用纠结的方法。在第6版现汉没出来的时

候，敢于执行“x+作”的，只有校对网。而2011年下半

年，博集天卷总编室看到我们执行的是“x+作”，取消

了与我们的合作，因他们要求严格执行现汉第5版。

没多久，2012年，第6版《现汉》出来，采纳了“x+作”。

现在“做”和“作”已非常简单，四字就能掌握——“x+

作”“做+x”。

质检流程里有个申辩环节。质检部门发来质检

数据，校对单位可以提出申辩理由。比如某个字某个

词在某个权威工具书上应用。很多出版单位执行的

是最新版的《现汉》。我们在“爱搭不理”“爱答不理”这

对异形词组合上差点栽倒。我手头的第6版《现汉》是

2012年6月456次印刷，首选词是“爱答不理”。第6版

《现汉》是2013年10月484次印刷，首选词是“爱搭不

理”。现汉连印次都能折磨到人。第7版《现汉》是在

2016年出版的。相比之前，改动非常少，当然，我们在

广大网友的支持下，已经基本把《现汉》研究透了。我

们还专门发了帖子，现汉7和现汉6不同的词汇。

就在我刚翘尾巴，觉得把《现汉》研究透了时，这

个月初，同事发现有专家把“备感”当成错误字条。接

到该信息后，我重新研究了一番“备受”“倍受”这对组

合。原来第4~7版《现汉》一直存在“备受欢迎”和“倍

受宠用”。从业界接受执行最新版现汉角度，“备受”

“倍受”可作为近义词执行，“备感”“倍感”可类推对待。

《现汉》和264组异形词折磨
■郭明武（广州校对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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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洁：那些天我都是数

着秒过来的，时刻都在计

算着项目进程。天时地

利人和，项目临发布会顺

利 召 开 ，才 算 是 都 占 到

了。那时我觉得周身都

是舒畅的，之前那些个紧

张到毛孔的日日夜夜似

乎已经不算什么了。

●王丽：我看到了校对从

业者的春天，也期盼着从

我手中诞生更多质量合

格的图书！我现在正在

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3 版网络版）质量检查，会

一如既往，精益求精，严

把质量关，力争出精品！

●宋梅鹏：《魏书》的校对

工作，历经了数轮的校

对流程，无疑是繁琐而辛

苦的，但在看到种种辛苦

凝结成书的时候，是令人

喜悦的。校对工作随着

科技的变化而变化，然而

无论工作方式怎样改变，

所需要的细心、耐心和责

任心都是不会改变的。

●郭明武：当时买的是第

4 版《现汉》（即《现代汉

语词典》）。自此，我就投

入到了被《现汉》反复折

磨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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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书的日子 每天都是艳阳天
■段洁（广东人民出版社北京分社总编辑）

11月29日，初冬的北京，送走参加研讨会的最后

一位专家，坐在藏书楼会议现场，望着桌牌上一个个

熟悉又可敬的评论家名字，我长舒了一口气。广东

人民出版社的主题出版重点项目、“精准扶贫”重要

论述致敬作品《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

故事》新书研讨会，终于画上圆满句号。

回首制作过程，心里感慨万千。一年前的2017年

10月号《人民文学》杂志，头条刊发了报告文学《人间正

是艳阳天》。拿到那期杂志时，我心里隐隐一动。做编

辑的本能告诉自己，这应该会是一个合适的主题出版

项目。稿子不长，不到4万字，读完之后我便被文中那

浓郁淳朴的湘西民风深深吸引。主题出版类的稿子我

组过一些，像这种阅读中能带人入情入境的稿子，并不

多见。大到修路、通电、办工厂，小到开办农家乐、娶妻

生子，这篇作品以鲜活的事例展现精准扶贫政策在乡

间村寨的具体实施，以及过程中村民自身命运的转变。

必须拿下来！但是不确定这个稿子现在是否有

所属。为了更稳妥，我连夜向直属领导、广东人民出

版社社长肖风华作了详细汇报，并把全稿拍照发给了

他。肖社长看后很快回复：项目可行，尽快联系作

者。《人间正是艳阳天》的作者是著名作家彭学明，他

的代表作品《娘》畅销多年，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

而且他就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北京这个地头，找

到他并不难。通过我的文学启蒙恩师、公安部签约作

家李迪的引荐，和彭学明老师的沟通特别顺畅。

很快和彭老师在微信里达成共识，在原有内容的

基础上充实扩展，不再受杂志版面字数限制。彭学明

本职工作也比较繁忙，他在工作之余坚持写作，稿子

终于在今年6月交到了我手上。文字是好文字，接下

来需要我为它装扮好嫁裳。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发布

五周年，十八洞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动情的

文字，辅以图片才更让人直观了解山乡巨变。于是我

们联系了湖南花垣县委宣传部，外宣科的石林荣热情

地给我们介绍了当地十余位专业摄影家，湖南日报图

片记者李健也给我发来了他的十八洞专题套图。

有米有菜又有柴，那就埋锅造饭吧。为了能完

整展现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新貌，跨页图片是不可

少的。我们选择了锁线裸书脊，这种工艺的好处在

于，翻开任何页码，都可以平摊180度。参考台湾同

行的设计思路，我们将开本设计为170×220mm，对

平摊效果有较好补充。制作无小事，整个编辑部同

事一起做质量检查，一遍遍核对稿件。修改意见一

次次地发到设计公司，他们不厌其烦地修改稿件。

终于，在经过4版文字稿修改、16版正文出片修改、9

版封面腰封修改后，于2018年10月16日23：56时定

下了最后的出片文件。本以为到此便可告一段落，

不想，17日上午又有7页需要修改……

11月3日是“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发布五周年的

日子，因此我们预定11月2日到花垣县十八洞村开

《人间正是艳阳天》新书首发式。距离预定时间越来

越近，10月25日印厂抢出500本新书，看着这些书装

箱发走，我的心都在悬着，能不能按时送到？30日上

午，先期到达准备会场的同事告诉我，样书到了，我

的眼睛是湿润的。

（上接第3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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