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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法视阈下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

——— 以广东科技期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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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科技期刊未来要做大做强，首先必须依法办刊。这个“法”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外，还有语言文字之“法”，然而它却常被忽略。其实，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在语言文字

法视阈下，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从客观上所起的积极意义层面，抑或从科技期刊及其编辑队伍的现状来看，中国科技期刊未来

发展亟需语言文字法作其质量保证。而语言文字法的掌握，这又只有通过宏观的法规制约和微观的严格把关方能实现。

关键词　　科技期刊　语言文字法　编辑队伍　语文素质

　　我国科技期刊未来应当怎样发展？答案惟有做大做

强———就是不仅在种类和数量上领先，而且内容上能反映前

沿科技、占据领先地位，在学术上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权威

性，能代表或引领科学技术研究方向。而要做大做强，笔者

认为，首先必须依法办刊。然而，依法办刊的“法”即使业内

也未必人人皆知、人人全知，一般都认为无非就是诸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出版管

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新闻出版保密规定》等一些

从标题字眼一眼就能看出的与版权、出版有关的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至于语言文字之“法”，则常被淡忘和忽略。于是

习惯认为：对于语言文字，由于是科技期刊，当然就不必过

于苛求，得过且过就行了；殊不知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

工具和信息载体。受其影响，有相当一部分的科技期刊编辑

往往只倾心于该期刊学术内容之精、文章品位之高，以及学

术价值之大，忽略了有关的语言文字法，疏于对作为表情达

意的载体———语言文字的雕琢，淡化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导致语言文字表达错误连连或辞不达意，给内容原本闪光的

载文抹上了不该有的灰尘，使期刊的学术性乃至刊物品位大

打折扣，结果事与愿违。因此，从语言文字法的角度加以审

视很有必要并可以断言：中国科技期刊做大做强和可持续

发展，亟需语言文字规范法则作其质量保证，亟需语言文字

法为其保驾护航。

１　中国科技期刊欲可持续发展，依语言文字
法势在必行

　　第一，从法理上看，这是法律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

通话”［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

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三条

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第四条规定：“公

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

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文字”；

第十一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规范和标准”［２］。其法律支持点（也即法律要点）归纳起

来有四点：（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２）所有公民均有权利学习和使用；（３）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有义务采取措施配合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

范汉字；（４）汉语文出版物使用语言文字应当按照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这些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包括作

为汉语文出版物的中国科技期刊在内的刊物所应承当的责

任和所应竭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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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客观上其所起的积极意义层面上看，国家之所

以郑重其事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推行规范汉字、推广普通话

（包括语言文字规范法则）加以规定，无疑是缘于它的积极的

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大力

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有利于消除

语言隔阂，促进人员交流和社会交往；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培

育统一的大市场；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维护国

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

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有

利于推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３］。

也许有人会问：推广普通话与科技期刊似乎关系不大

甚至没有关系。为此，必须特别强调：普通话并非光有语

音，而是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科技期刊作为汉语

文出版物之一，虽然通常情况下不与语音有直接的关系，但

与普通话的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语言文字规范密不可分。因

而包括科技期刊在内的汉语文出版物力求符合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其积极意义也就无可辩驳了。

第三，从科技期刊的现状来看，遵循语言文字法和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不但非常必要，而且刻不容缓。不难

想见，离开了语言文字规范———或错误百出、或辞不达意的

刊物，生存尚难，何以可持续？遑论做大做强！

从以下广东科技期刊使用典型病句的现状及相关情况

的普查结果可见一斑。

本来，“按姓氏笔画为序”是个典型的双重病句，类似的

还有“以姓氏笔画排序”等，其语病及病因分析，笔者之一曾

撰文《为纯洁祖国语言做表率———从“按姓氏”改为“按姓

名”说起》发表于《中国新闻出版报》上。这两句正确的应

是：“以姓名笔画为序”和“按姓名笔画排序”［４］。

然而，对如此典型的病句，广东科技期刊行内的使用及

认知现状如何呢？２００８年以来的课题研究中，笔者认为上述

病句分析文章发表已有若干年，不妨对广东科技期刊使用

“按姓氏笔画为序”之类的情况做一番比较广泛的调查。于

是收集了广东的１９２家科技期刊，逐一翻阅统计，统计结果

为：使用“以姓氏笔画（划）为序”的有１５家，“按姓氏笔画

（划）为序”的有７家，“按姓氏排序（列）”有２家，“按姓氏笔

画（划）［或后面加上“顺序”二字］”的有２家，“排名不分先

后”的２家，未使用这类用语的有１６４家。在使用了名单排

序说明惯用语的２８家期刊中，除了“排名不分先后”的２家

正确之外，其余的２６家均属错误之列，出错率竟高达９３％，

而且正确的 ２家还未涉及到“以……为……”、“按……排

……”之类的句式，情况不容乐观。为了填补这次调查的空

白，２００９年初，笔者又设计了“媒体名单排序说明惯用语及

自然科学编辑受训语文情况调查问卷”，对上述期刊上未使

用名单排序说明惯用语的１６４家以及使用正确的２家期刊

社（编辑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问卷内容是：

（一）如果一旦贵刊编委会名单要公之于众，且名单之前

须对其排列顺序作一说明，您认为下列用语正确的是　　；

错误的是　　，错的请指出其所错之处：

① 按姓氏笔画（划）为序；② 按姓氏笔画（划）排序；③

按姓氏排序（列）；④ 按姓名笔画（划）为序；⑤ 按姓名笔画

排序；⑥ 以姓氏笔画（划）为序；⑦ 以姓氏笔画（划）排序；

⑧ 按姓氏笔画（划）［顺序］；⑨ 以姓名笔画为序；⑩ 以姓

名笔画排序。

（二）贵刊（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人员　　（请选答）。

①有文科编辑；②无文科编辑；③多数受过一些语言文

字方面的培训；④少数受过一些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培训；

⑤全部受过系统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培训；⑥都未受过语言

文字方面的培训，只是边干边学。

调查问卷共发出１６６份，历时六七十天，在绝大多数期

刊社（编辑部）的大力支持下，最终返回１５９份，占９５．８％。

但结果同样不容乐观：对问题“（一）”的回答竟然没有一卷

全对，所有问卷都未能准确指出病句“病”之所在。对

“（二）”的作答更令人担忧，选答“②、⑥的高达１５３卷，选答

②、④的共６卷———这个结果无不令人惊讶：所有编辑人员

原本所学、所从事的专业均是自然科学，而且只有少数人受

过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培训，绝大部分人只是在干中学习。

下面的典型实例恰好印证了以上这一结果和现状。

笔者曾挑拣一家被列入“中国综合性医药卫生类核心期

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核心库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

期刊”、“俄罗斯 ＡＪ源期刊”、“美国 ＣＡ源期刊”、“美国 ＩＭ

源期刊”的《××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从头至尾分类

统计其语病。结果发现，除了错别字和字词重复或脱落，以

及错用标点符号以外，所出现的 ４３处语病至少可归为 ８

大类：

（１）主语与连动式谓语搭配不当

如：Ｃａ２＋在细胞活动中的作用
獉獉

一直受到
獉獉

人们广泛的注
獉

意
獉
并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句中的主语是“Ｃａ２＋在细胞活动中的作用”，谓语中的前

半部分“受到人们广泛的注意”是以被动句形式陈述主语，后

半部分“并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又是以主动句的形式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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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主语———但它的主语已被暗换成了“人们”，不能与原主语

构成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可以修改为：Ｃａ２＋在细胞活动

中的作用一直受到人们广泛的注意，相关的研究不断深入。

或改为：对Ｃａ２＋在细胞活动中的作用，人们一直予以广泛的

注意并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

（２）构建短语时，词与词之间的疏密关系混乱，语意

出现逻辑错误

　　如：在寻找新型钙拮抗剂药物中，天然活性肽类化合物

仍为钙拮抗剂的
獉
研究重点。

句中语病出在“钙拮抗剂的研究重点”中“的”的位置。

“的”的位置决定了“研究”与“钙拮抗剂”、“重点”的疏密关

系。按习惯，“×人＋的＋研究重点”表示×人所要研究的重

点，如“毛泽东的研究重点”意思是毛泽东所要研究的重点。

“×人＋研究 ＋的 ＋重点”情况比较复杂，要看“研究”与其

前的人关系密切还是与其后的“的 ＋重点”关系密切：如果

与其前的人关系密切，则表示有关×人的研究的重点，如“毛

泽东研究＋的重点”意思是有关毛泽东的研究的重点；如果

与其后的部分关系密切，则同“×人 ＋的 ＋研究重点”，如

“毛泽东＋研究的重点”意思是毛泽东所要研究的重点。而

“×物＋研究＋的＋重点”就只有表示有关 ×物的研究的重

点了，如“宇宙飞船研究的重点”意思就是有关宇宙飞船方面

的研究的重点。至于“×物＋的＋研究重点”则不能成立，因

为这个物并非能动的人，不能搞研究。因此，“钙拮抗剂的研

究重点”应改为“钙拮抗剂研究的重点”。

（３）主语的单向与谓语的双向不统一，前后矛盾，逻辑

混乱

　　如：表面法线方向的精确求取
獉獉獉獉

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獉獉

很大。

句中的主语部分“表面法线方向的精确求取”的中心语

是“精确求取”，谓语部分“对图像质量的影响很大”的中心

语是“影响很大”。按理，精确求取的结果只能是质量提高

（单向），而“影响很大”却是有正反两方面（双向）的结果：

使质量变好，使质量变坏。可见，该句所表达的是：精确求

取会使图像变好变坏。显然是逻辑混乱。所以，应当修改使

其前后统一。可以改为：表面法线方向的精确求取与否对

图像质量的影响很大。或改为：表面法线方向的精确求取

对图像质量的提高作用甚大。

（４）滥用介词，致使主语残缺

如：随着
獉獉
蛋白质组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技术的迅猛发展，

使人们从蛋白质整体水平对大肠癌转移进行研究成为可能。

句中介词“随着”＋“蛋白质组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技

术的迅猛发展”组成介词短语，“使人们从蛋白质整体水平对

大肠癌转移进行研究成为可能”是个兼语短语，是什么“使

……研究成为可能”，句中没有出现，也不属省略，纯属主语

残缺，应把介词“随着”去掉，既符合语法规范，又语意明白。

不过，按习惯最好还是把“使”后“人们从蛋白质整体水平对

大肠癌转移进行研究”这个主谓短语改为名词性短语“人们

从蛋白质整体水平对大肠癌转移的研究”。全句拟改为：蛋

白质组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从蛋白

质整体水平对大肠癌转移的研究成为可能。

（５）用词与语境相背

如：ＡＡＶ用于介导造血细胞的基因治疗，优于逆转录病

毒载体。因此我们有待于
獉獉獉

优化 ＡＡＶ重组病毒的制备方法，

提高……

一般情况下，“有待于”使用于这样的语境中：其前是指

出所存在的问题或不足，其后提出如何如何去解决（措施）。

很明显，句中“有待于”前面表述的是 ＡＡＶ用于……基因治

疗的优势，这种语境下不宜用“有待于”。依文意可改为“因

此我们将不断优化ＡＡＶ重组病毒的制备方法，提高……”

（６）句子杂糅

如：我们推测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獉獉

可能是
獉
本实验所用

的ＧＦＰ为变异体ＥＧＦＰ有关
獉獉

。

通常情况下，除了“因为……所以……”、“之所以……

是因为……”之外，解释情况发生的原因，一种是“……的原

因是……”，一种是“……与……有关”。例６正是这两种句

式的杂糅，应选取其中一种予以改正：我们推测产生这种差

异的原因可能是本实验所用的ＧＦＰ为变异体ＥＧＦＰ。或：我

们推测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本实验所用的 ＧＦＰ为变

异体ＥＧＦＰ有关。

（７）判断句前后构成不了判断，逻辑混乱

如：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是许多心血管疾病的终末
獉獉

阶段
獉獉

。

撇开句中其他次要成分，句中构成判断的是“心力衰竭

是终末阶段”，显然前面是一种病症，后面是指一种时间，前

后性质不同，不能构成判断，因而可以改为：慢性充血性心

力衰竭通常发生在心血管疾病的终末阶段。或：心血管疾

病常常最终发展成为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也可以按判断

句式修改为：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是许多心血管疾病的终

末阶段的病症。

（８）关联词语错位，导致分句主语残缺

如：由于
獉獉

反义技术可以高度特异性地沉没相应基因，靶

点明确，同时其开发成功率远高于传统小分子药物，已经成

为新药研发的三大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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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句经浓缩后成了“由于……，已经成为……”，后一分

句显然没有主语，不知什么“已经成为……”。按照现代汉语

语法习惯，本来“由于”可以放在主语前，也可以放在主语后，

不过要有一定的条件：前后分句的主语相同，“由于”放在主

语之后；前后分句的主语不同，“由于”放在主语之前［５］。以

此推之，句中的“由于”放在主语“反义技术”之前，后分句的

主语就不是“反义技术”了，那是什么呢？不见于句中，导致

残缺。而按推测，该复句的后分句的主语应该也是“反义技

术”，即前后分句主语相同，因此，前分句中的“由于”应置于

主语“反义技术”之后。可修改为：反义技术由于可以高度

特异性地沉没相应基因，靶点明确，同时其开发成功率远高

于传统小分子药物，已经成为新药研发的三大领域之一。

２　中国科技期刊落实语言文字法当务之急

以上的期刊抽查和编辑队伍整体语文素质的调查结果

告诉我们，时下相当部分科技期刊不时出现辞不达意、病句

生生不息的语言文字尴尬乃是在情理之中，因为编辑人员掌

握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和工具的总体水平确实亟待提高。

作为核心期刊的某高校学报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这种

景况必然成为我国科技期刊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为此，当务之急，除了从宏观上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加以约

束之外，还须从微观上抓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是积极做好宣传。要充分利用媒体等宣传工具及各

种阵地，大力宣传语言文字法对于科技期刊质量的提高、对

于中国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做大做强乃至科技强国建设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科技期刊工作者从上到下人人皆知，

迫不及待。

二是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检查和评比。组织评比和检查

是找差距、发现问题和改正不足之处的行之有效的措施之

一。以广东为例，既然广东科技期刊的做大做强是广东文化

大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管理部门理当担起责任，负

责牵头，并组织有关的专家，对科技期刊定期或不定期进行

全面审读、检查和评比，最后公布评比结果，采取奖励和末尾

名次挂牌并黄牌警告相结合的办法；同时还可发动和鼓励

广大读者为科技期刊找差错、挑毛病。有关部门在评选核心

期刊时不妨将各种评比的结果作为入选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是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一种是领导干部培训班。

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目的是使每位

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语言文字法及语言文字规范对于科技

期刊质量的提高、对于我国科技期刊的做大做强乃至科技强

国建设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或缺，从而狠下力气抓紧抓好。一

种是编辑人员语言文字专业培训班。专门面向科技期刊的

编辑人员，学习内容是语言文字规范和法则方面的知识。可

以采取长短期相结合的形式和学完考试发证并持证上岗的

办法。通过专业的强化训练和提高，全面系统地优化科技期

刊编辑队伍素质，为我国科技期刊的做大做强和可持续发展

打下坚实的语文基础。

四是配备高素质的语言文字专业人员。实践证明，科技

期刊没有专业人士严把语言文字关万万不能。而据调查情

况来看，所有的科技期刊社（编辑部）从业人员都是清一色的

自然科学相关专业出身的编辑，这支纯自然科学的重理轻文

的编辑队伍由于专业原因一般难以顾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问

题，也就难免出现语言文字上的尴尬了。为了避免或尽量减

少类似问题的出现，确保刊物质量，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具

有较高语言文字素质的专业人员，一来让其把好语文关，二

来由其承担专业培训任务。通过其传帮带，使全体编辑懂文

通理，文理双全，文助理精，理借文弘。

３　结语

总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在语

言文字法视阈下，无论是从法理上看，还是从客观上的积极

意义层面上看，抑或从科技期刊及其编辑队伍的现状来看，

中国科技期刊只有语言文字规范法则作其质量保证，只有语

言文字法为其保驾护航，才能做大做强和可持续发展。而语

言文字规范法则、语言文字法的普及，这又只有通过宏观的

法规制约和微观的狠抓方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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