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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让编辑心颤的“校对”“质检”时刻 P9~10

今年流行City Walk？出版人却说我们一直在City Work！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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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编辑心颤的
“校对”“质检”时刻

变化一：长时间打磨书稿的情况，一
去不复返。近些年来，出版节奏越来越

快，用很长时间打磨一部书稿的岁月，一

去不复返。不少书稿质量，也大不如从

前。现在生活节奏加快，读者获取知识

和阅读的速度提升，这就要求一本书的

出版时间尽可能短，但内容和质量还要

更优，满足读者在有限时间阅读效率提

升的要求。因此，这就要求编辑对选题

有精准把握的能力，以及编校能力不断

提升，这更突显全能型编辑的重要性。

变化二：网络用语加大编校难度。
新型文学作品兴起，很多作者的风格偏

网络化，使用了所谓“二次元”的表达方

式，网络用语满天飞。编校过程中，又要

做到语言文字规范，又要尽量保持作者

风格，这很考验编校人员的能力。知识

性错误的覆盖面越来越广，需要编校人

员知识储备越来越多。比如，坦克时速

并未过百，很难用闪电般的速度去描

述。这需要有一定知识储备才能意识到

的问题。此外，作者大量利用网络资源，

因网络资源鱼龙混杂，导致书稿中存在大量差错，甄

别难度较大。

变化三：质量监管力度越来越大。眼下，图书质

检已经从过去对某个领域图书的质量检查扩展到对

全品种图书的质量检查，对图书编辑提出了更高要

求。医学编辑鲁越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举例说，中医

药知识和少儿图书相结合会碰撞出很多火花，但同样

也存在怎么给小朋友普及更准确的知识而又不失趣

味性的问题。

有一次，一本书给小朋友介绍阳跷脉和阴跷脉

（这是非常专业的知识了），目的是让小朋友知道：当

人体阳气离开阳跷脉时候，人就会睡去；当人体阳气

进入阳跷脉时，人就会醒来。为了这段文字，编辑配

了一张阴跷脉和阳跷脉的示意图。但这张示意图中，

阴跷脉和阳跷脉是卡通化的，并没有按照中医教材中

阴跷脉和阳跷脉的标准图1:1进行复制。质检老师认

为，教材中阳跷脉应上起于睛明穴，可该书中的阳跷

脉显示起于人脸，所以算错。后来我们和质检老师说

明了少儿图书的特殊性，配图的目的是让小朋友了解

阴跷脉阳跷脉和睡觉醒来的关系就可以，沟通了多

次，才过关。

变化四：多媒体元素处理对编辑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图书多媒体化发展，图书编辑和校对过程中对于

多媒体元素（如音频、视频、插图等）的处理变得更为

重要。编辑和校对人员需要与其他专业人士合作，确

保多媒体元素与文本内容的一致性和高质量。

变化五：差错越来越隐蔽。湖南文艺出版社编校

中心主任黄晓提到书稿中曾有这样一处表述：“他原

任县委副书记，后下海干企业。在从政期间，这个在

最需要谋术、权术的行当浸润很久的人，依然能保持

不以功名利禄为目标，不以富贵显赫为目的。”把在

县委任职党的领导干部，理解成从事“最需要谋术、权

术的行当”，非常不妥，但文字读完，很容易按照固有

思维放过这类差错。

变化六：对编辑的“审图”能力要求提升。近年，

引发社会关注的出版物编校差错案例，几乎都与插图

有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清云（化名）表示，无

论是渲染死亡、血腥暴力，还是错误引用涉及特定国

别元素插图，乃至极为专业的错误，如错标生物化石、

混淆动物图片、错断古钱币朝代等，都是家长发现的，

还有不少是中小学生发现的。多位受访者提及，“插

图”问题是出版从业者普遍容易踩坑的地方。

很长一段时间，一线编校人员对于插图的重视程

度远没有对文字的重视程度高。当前，研究插图编校

理论与实践的专业人士十分匮乏，讲述插图编校问题

的业内培训或专业参考文献还不多见。在图文混排

已成为基本样态的今天，较多新生代的编辑缺乏插图

编校训练和基本素养，敏感性缺失，突然遭遇网民不

遗余力地精准“揭短”，一时显得十分无措。

作为一个科普编辑，董西觉得，现在的编辑们应

该提升“审图”能力。比如有图书中的文字描述提到

潜水员拿着水枪，可图画中画的分明是鱼叉，就会给

孩子造成误导；再比如很多传统文化内容，涉及生僻

字、神兽名等，遇到对应的插画细节匹配要细纠。

其次，比较敏感的地图问题也需要提高警惕，地

图不仅有严密的科学性，更有严格的法定性和严肃的

政治性，国家版图更是如此。如果书中出现地图，要

参看当下最新版本的《地图审核管理规定》，按照要求

送审（也要正确判断地图类别，有些类别的地图不需

要送审）。为了避免配图出现问题，尽量彩色电子稿

配合黑白纸稿一起审校，漂亮的图画具有“迷惑性”，

一定要擦亮眼睛才行。

编者按 7月28日，最新版《图书编校质量差错判定和计算方法》公布，同时于8

月1日正式实施。近年来图书质检、校对标准越来越严格，编辑们在工作中也如履

薄冰。为此，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编客》聚焦编辑老师们头疼心焦的问题，邀请

到多位专业、大众、童书、教育类图书编辑、审读以及质检老师，探寻大家希望获得的

支持，帮助从业者提升工作效率。

编辑的“易错宝典”:《论语》中的话不一定是孔子说的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孙 珏

案例解读

以差异化撬动市场，助学产品这样做！ P11

鲁越美（化名）（某医学出版社编辑）：这事儿发

生在我上班的第3年，那时刚开始做少儿书，有点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意思。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

忘的一件事。当时我策划了一套“培养孩子如何建

立良好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书。大家知道，小

孩子要少吃油炸食品，尤其是某某快餐对身体无

益。所以当时在文字里描述：“小朋友尽量不要吃

某某快餐（写出了具体名称），以免对身体不好。”这

句话一二三审并没有提出建议，结合上下文，这个

结论的理由还比较充分。但质检环节对这句话提

出了很大的异议，建议我们和作者商量是否修改，

理由是，意思没错，但某某快餐将来和我们打官司

怎么办，会说我们诋毁他们的声誉。当时我比较坚

持，这些快餐确实现在的孩子吃得多，反式脂肪酸

对身体影响很大，这是客观事实，我希望更多的小

朋友能了解。但沟通了几次，质检老师还是很坚

持，后来我们也充分尊重了质检老师的意见，改成

“油炸食品要少吃。”

杨雪（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校对科科

长）：在出版与政治时事相关的内容时，会特别紧

张、如履薄冰。有一次，编辑经授权直接从某中央

部门官方公众号上复制一篇文章，粘贴在了版面

上，并未认真审读，想当然地认为从官方公众号复

制的不会出错。但是文章把“二十大”写成了“十二

大”，幸好在终校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编辑后

怕不已。

许如清（化名）（国内某知名文学社副编审）：想

想“质检”时刻，真令人毛骨悚然。庆幸的是，我编

辑的书还没被抽中到上级质检部门审查过，但正式

出版前，需经出版社质检。编辑每一本书，我都尽

可能地认真细致，不留任何死角。即使如此，在从

业之初，因经验缺乏，还会遗留问题。记得当年我

编一本古籍整理书籍，待质检返回时，目录改动多

处。红红的字迹，明晃晃，无比刺眼，也着实刺心。

我事先已核对了目录，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经过

反思，自己还是不够细致。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这

方面有明显改善。我想，只要态度认真，再加上经

验积累，书稿质量是完全有保障的。无论“质检”如

何严格，都可以把它看作是磨炼自己、提升自己的

大好契机。

晓云（化名）（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编辑）：图

书质检时，质检员发现一本书勒口处出现了一个别

字，但是之前校对时没有出现过这个错误，通读时

也没有发现这个错误。经过查找校对样、蓝纸样

等，后来发现是该书的一名责编临时让美编修改了

勒口处的几处文字，然后没有仔细检查修改处就把

文件发给印厂出蓝纸了。另一名责编不知道勒口

处修改过，没有再次检查勒口，就签字付印了。所

以，一本书有多名责编时，图书修改处需每个责编

都通读确认，不能认为改得少或自己看过了，就不

告知其他责编。

孔劲（机械工业出版社机械分社副社长）：引进

版图书，特别是一些工具书，跨越多个学科，原书的

部分内容甚至超越了译者的知识范畴，同时，有些

专业术语，在不同学科中的中文翻译也并不相同，

这样翻译稿件中就容易出现术语使用不当、译文不

通顺的现象。当这样的情况在一本书稿中很普遍

时，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查询术语，并逐字逐句

地进行文字润色，使编辑进度极其缓慢。由于出版

周期又有明确要求，为了兼顾质量和周期，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需要利用大量业余时间加班加点，

即使这样，也还会时时担心稿件质量，担心是不是

有漏改，是否存在过度加工。

筱新（接力出版社审读员）：一本引进版的少

儿科普书，知识点非常密集，且多为动物冷知识，

很难查到权威资料，每天只能完成1页质检。全书

100页左右，意味着如果不加班，要100个工作日才

能完成。

鹿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最头疼的是

体例不统一的稿子，尤其是低幼、少儿类。板块和

栏目种类多，使用的字体和字号又多，如果体例出

现差错，就会花费大量时间一遍遍地统一体例，还

没法直接退稿。

黄晓（湖南文艺出版社编校中心主任）：在校对

质检时，最头疼的就是稿件中的“低级红”“高级

黑”。比如：稿件中为了突出人物形象，说“他工作

太忙，不能回家”；“作为领导干部，他从不使用特

权”。细读文稿，会引起读者质疑：什么工作让他家

都不能回？不使用特权，那他作为领导干部有什么

特权？诸如这样的差错最让人心颤。

董西（国开童媒科普编辑室策划编辑）：审读有

难度的未必是字数多的书，版式变化多的书反而更

容易“有坑”。譬如之前我们做过一本适合学龄前

孩子“认知时间”的 DK 翻翻书——《DK 我的时间

书》，由于文字散落各处，正反有别，本身很容易漏

审一些零散的段落。加上美编在排版时容易错排

与漏排，翻翻页位置多变，一旦调整，出错率就变得

更高。

当时审读时，这本书的一处翻翻卡，里外内容

看似大致相同实则不同，后来变换了几处细节。再

次审校时只审核了有变化的位置，没留意翻翻页内

外相同的地方，信息却出现了重复。这个“错误”让

我着实有点害怕。从文字比例和质检扣分标准来

看，这个错很可能直接让稿件被判成不合格，好在

后来及时发现改正。这本书的编校经历，也让我在

遇到多版式图书时更加注意细节。

亦南（某专业社编辑）：封面文案有时候会涉及

一些极限词，而广告禁用语中又没有规定得特别明

确，对于一些最高级的近似词也有限制。记得之前

有个封面因涉及极限词，质检提出让我修改，找了

好几个替换词质检都说不行，想得脑仁疼。最后无

奈改用了比较保险的词，但封面文案明显变得平

淡，没那么有力度了。 （下转第10版）

许如清：很多人都有开车经历。正常情况

下，如果累计开到 1000 千米以上，技术应该不

错，种种经验自在其中。编辑工作也一样。随着

编辑的书越来越多，经验也越来越多，对书稿的

“易错”之处会越来越敏感，甚至不用自己找错

误，错误自会动跳出来，跃入眼帘。我个人没有

专门总结过“易错宝典”，但对书稿中的易错之

处，如时间、地点、人名、数字等，会保持高度警

惕，随时核查，力争做到“无一字无来处”。

杨雪：我会根据不同类型的稿件进行分类整

理，做好笔记，把遇到的问题列出，能解决的写出

如何解决；不能解决的请教更有经验的编辑老师

帮忙指点，解决后写上方案。对于新人，需要认

真学习、研究复审、终审意见，包括终校的改动建

议，不断积累经验。

孔劲：稿件中常出现一些问题，包括机构与

文件名称不准确、知识性与术语差错、上下文不

统一、加工造成错误、缺漏字、单位差错、标点差

错、公式缺少相应注释等，这些需要格外注意。

坚喜斌（机械工业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
副社长）：汉字数字的适用场合需要留意。非公

历纪年：干支纪年（如丙寅年十月十五）、农历月

日（如正月十五）、历史朝代纪年（如清咸丰十年

九月二十日）和其他传统上采用汉字数字形式的

非公历纪年。概数：数字连用表示概数（如三四

个）、含“几”的概数（如几毫米）。已定型的含汉

字数字的词语（如一概、四书五经、三心二意、七

上八下等）。突出庄重典雅的表达效果（如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六方会谈、“九一

八”事变等）。

汪洋（化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培
训新人的“易错宝典”就是告诫新人养成“勤查

阅”“勤思考”“多质疑”“多反省”的习惯和保持

“认真、谨慎”的态度，并以此积累经验。经验由

时间夯制，并无捷径可行。毕竟编辑做的是“为

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但这个“嫁衣裳”既有标

准可依，又有各级监管、社会监督。不求甚解不

能有，投机取巧更不敢有。例如，稿件中有“英国

北部的博文顿坦克博物馆”，国名和博物馆名都

正确，但地理位置是西南部，而不是北部。又如

编辑繁体字书籍时，有宋代洪适，适常读为四声

shì，大部分编辑可能会直接改为“適”（胡适的签

名也是干扰项之一），但仔细核查，此适字读四声

kuò，繁简统为“适”字。此类问题则需要编辑认

真查阅才能确定对错。虽然书稿质量根在作者，

但差错率判定主要针对编辑，而不是针对作者。

在书稿中，作者的行文水平不一、风格各异，部分

书稿差不多需要编辑按编校规则重新改写。

刘元（化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我
没有宝典，这个真的太难了。要说易错案例，就

只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了。《论语》中的话不一定

是孔子说的，还有其弟子和其他人说的，别上来

就“孔子说”。《孟子》《庄子》《荀子》亦然。《老子》

中的话都是老子说的。《庄子》内7篇和《秋水》篇

是庄子思想的体现，其余外杂篇则是庄子后学

所编，如黄老之学。庄子中的孔子都是假托，不

是孔子本人说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

《荀子》的作者不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

作者（编者）已不可考，故均不写作者。

董西：稿子各部分内容排版、设计完毕后，确认

一遍“全、准”和“封扉版录附”。整体性上，先确定文

件是否齐全，顺序是否准确。结构上，从外到内，宏

观审核封面（先正封再书脊再封底）、扉页（书名和

作者名是否准确且与封面保持一致？出版单位、出

版地信息是否均有？出版社与出版公司的顺序是

否正确？）、版权页（各部分信息排序是否无误？哪

些信息还不确定？合同中规定的版权标注是否已

经写好？）、目录（与内文标题、页码是否统一？标题

级别、字号与空格是否有误？）及附件（如果附件过

于零散，可以用铅笔在已审核过但无误的页面上做

好标记，免得重复做功），同时，核对页码（位置、字号

和字体是否统一？奇数页是否在右？）；内容上，可

以从微观上好好审校正文（反复在文中出现的特殊

用词，最好在旁边做好标记，以免前后不统一）。

在日常工作中,编辑往往会总结出一套专属于自己或便于培训新人的编校“易错宝典”，看看他们的分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