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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主题征文来稿的标题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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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各行各业、不同地区经常开展的主题征文活动来
稿中存在的标题雷同或类似、冗长或滥用副题、平淡乏味或不

恰当等问题，分析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结合《我与科协》征

文活动，探讨了修改或重新制作主题征文来稿标题的４项原
则；指出征文活动组织者应高度重视来稿的标题制作，在应征

通知中要提醒作者精心制作个性化文章标题，以切实提高征文

活动的水平、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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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题征文，就是以具体的某个题目或确定的

内容范围，面向特定的人群、行业或社会公众，征集相

关的看法、感想、经历等文字的作品形式。在我国，各

行各业、不同地区每年都要开展大量不同主题的征文

活动，不少征文还择优编辑成书出版发行，成为现代社

会中一种征集、反映民众心声的重要文化形式。跟科

技有关的征文活动，征文文章的编辑加工通常由科技

期刊的编辑来完成。对于编辑来讲，主题征文乃是一

种特殊的文体，具有作品主题限定，作者水平参差不

齐，对来稿的内容要求不同于新闻报道、文学作品等特

点，从而使大量来稿出现了诸如标题重复、平淡、副题

太长等特殊问题。笔者曾参与策划近年中国科协举办

的《我与科协》征文活动，并担任《“我与科协”征文优

秀作品集》编辑［１］，切身感受并认识到，在将优秀征文

汇编成书的过程中，每篇文章标题的修改、拟定和制作

乃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必须高度重视的环节。

有关文章标题探讨的著作和文章很多［２３］，但目

前对主题征文作品标题的制作和编辑的学术探讨却还

基本处于空白阶段。本文通过“《我与科协》征文活

动”个案，借鉴其他学者有关文章标题制作的理论和

经验［４６］，结合笔者的编辑工作实践，试图对主题征文

作品在标题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和分析，并

提出修改、制作标题的若干原则和技巧。

１　主题征文来稿的“标题之痛”

１１　雷同或类似　主题征文来稿中，最容易出现也是
最明显的症疾就是标题的大量雷同：直接“撞车”，或

者文辞类似、相近。标题无意的相似，使得来稿内容的

精彩个性被埋没，继而在评选优秀来稿中容易被忽略。

例如在“《我与科协》征文活动”征集到的１２４５篇随
笔、散文、诗歌等来稿中，直接以征文的主题《我与科

协》或《我和科协》为标题的就有５６篇之多，《我与学
会》《我与科普》等类似标题比比皆是，而《我与科协有

缘》《我与科协的情缘》《我与科协结情缘》这样只有一

字之差的标题也随时可见。

另一种情况是标题的模式、语言风格十分雷同、一

致，例如《我爱科协》《情系科协》《科协工作大有作为》

《科协是成就事业的舞台》等。

１２　冗长或滥用副题　标题冗长、滥用副题造成作品
“头部”过大，不符合标题简洁明了的原则。在本次征

文来稿，类似于《重庆江北老科协让我再次获得服务

于社会的机会》《我与西安科普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普及科学技术》《社会责任使我

与科协结下的不解之缘》等超长标题并不鲜见，《科协

是我的引路人———记我参加科协的一次有意义的科普

活动》这样带有长副标题的来稿也为数不少。

１３　平淡乏味或不恰当　平淡无味或设置不当也是
征文来稿的一大弊病。不少来稿叙述的经历、情感很

独特，也很感人，却由于标题过于“大路货”，使得文章

魅力顿失。

本次征文优秀来稿并不少见，但精彩的标题却非

常罕见。《我爱科协》《我热爱测绘学会》《科协伴我成

长》《科协在我心中》《科普偶感》等标题俯首皆是，

《闲事几桩话新远》《赖有神笔绘宏图》《石榴花儿开》

《科协送来“及时雨”》等优秀标题却少之又少。

还有一种情况是标题设置不当：或不准确，或文题

６２



　第１期 苏　青等：漫谈主题征文来稿的标题制作

不符，或故作新奇而失当。例如，《我与科协的俄底甫

斯情结》就属于典型的不恰当标题，因为“俄底甫斯情

结”是指西方心理学上偏执的所谓恋母情结，这里用

来表示作者与科协的关系显然失当；还有不少作者使

用“第一次亲密接触”这类社会流行语做标题，与征文

主题和语境就显得不那么协调了。

２　如何修改或重新制作征文的标题

　　主题征文活动形式的特殊性已经决定了其来稿标
题的上述先天缺陷，这些问题就只能靠后期的编辑工

作来解决了。由此也可见，标题的修改甚至重新制作，

对于一项主题征文活动的举办成功，对于出版一本高

水平的优秀文集，是多么的重要。笔者认为，解决标题

存在的诸种问题，应该遵循在尊重作者文章内容的前

提下，按照概括准确、简洁凝练、醒目生动、传神达意、

富有文采等原则。

２１　体现质朴特点　作为一种不同于新闻报道、文学
作品的特殊文体，主题征文重点应该以讲述的故事或

经历是否有意义，抒发的情感是否真实感人为择用、选

优的标准。这种作品体裁的特殊性体现在标题的制作

上，要求编辑尽量保持标题的质朴特性，尽可能尊重作

者原本具有的那些朴实的“原生态”标题，以充分体现

来稿作者非专业文字工作者的特点。

笔者在编辑《“我与科协”征文优秀作品集》时，努

力遵循了这一原则。例如《最美的花献给咱科协》一

文是安徽省肥西县一花木种植专业户写的，讲述了科

协如何帮助他发展风景苗木事业的动人故事。作品标

题非常平实，却把作者内心对科协的感激之情表达得

充分、自然。这种基层人员饱含感情又不造作的文章

标题，无疑是好的标题，自然应该予以充分尊重，原样

保留。还有少数来稿的标题具有相当的专业文字水

准，如《情系科协二十秋，陇上行走未尽头》《赖有神笔

绘宏图》等，其标题既“文”又“雅”，同时与作品风格也

很贴切，当然也不能改动。

２２　力求直接贴切　征文标题的雷同、“撞车”问题，
反映的是一些标题的空洞无物和大而无当的倾向。这

样的标题自然就需要编辑重新制作了。

笔者的体会是，不妨在认真阅读作品的基础上，寻

找其中某一生动、朴实的短句直接作为标题，或者从中

提炼出能准确概括作品内容的贴切标题。主题征文来

稿的标题虽然通常会“不约而同”，但每件作品叙述的

故事或经历、讲述的感受却一定不会相同，这就为我们

制作出贴切的标题提供了可能。例如《老科协就是我

的家》一文，作者讲述了自己加入老科协后受益匪浅

的生动故事，是一篇不错的征文，但不少文章都有类似

的标题，需要重新制作。笔者在思考重新制作标题时，

看到文章第一段有这样一句话：“近几年来，我时常有

一种＇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讲起＇的感觉……当＇我与科
协＇征文活动几个字扑入眼帘时……嘿，不就从这里说
起嘛。”于是，《满肚子的话从这儿说起》立刻跳进笔者

的脑海，一个与作品的内容和朴实风格相契合的标题

就这样诞生了。

在处理重复率最高的标题《我与科协》的一篇来

稿时，笔者同样在通读全文后，发现通篇述说的都是科

协向社会奉献“爱”，在把握住了“深入科协，才知道科

协是一个释放爱的熔炉”这一主题句后，笔者立即制

作出了《释放爱的熔炉》这一既贴切又传神的标题。

２３　尽量简洁精练　主题征文的标题需要简短精练，
尽量避免长标题和副题的出现。面对那些嗦冗长或

滥用副题的标题，编辑在把握全文主旨的前提下，应毫

不犹豫地“笔则笔，削则削”。例如：在编辑《我心目中

的中国科协———贺中国科协七大胜利召开》［７］、《我进

科协“四步曲”———我进科协三年一席谈》２篇文章时，
其副题都被笔者删掉了；而《情系科协，事业永远———

一个老科协工作者的心愿》，则被笔者把副题变成了标

题；《我与西安科普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被笔者重新

制作为《只需手指轻轻一点》。如此一来，原来拖沓、冗

长的标题，立刻变得更加直接醒目，凝练而不失其本意。

２４　适当增添文采　非专业文字工作者占作者主体
的主题征文来稿中，不少标题往往缺乏文采，不够醒目

和新颖。原本很有新意和趣味的作品，却由于标题的

平淡、乏味，无法吸引读者阅读的兴趣。对此，编辑应

该进行适当的加工润色，以增添标题的文采。例如一

篇题为《科协在我心中》的作品，讲述了科协工作人员

为作者排忧解难的感人事迹。文章着重描写了那些科

协工作人员眼神的执著和坚毅，由此笔者将“那坚定

执著的眼神”专门抽出来用作了文章的标题。同样，

一篇题为《我与科协同成长》的征文，笔者最终采用了

文中“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的诗句作为

标题。这一生动形象且富有文采的新标题，一下子让

整篇文章为之增色，立意也大大提升。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主题征文标题进行润色增彩

的过程中，要求编辑具有一定的艺术鉴别能力，避免

“伤害”那些看似文采不够但却很有特色的“原生态”

标题。例如前面提到的《最美的花献给咱科协》这样

的标题，本身既具文采又很有特色，就用不着编辑再

“画蛇添足”了。

３　结束语

　　作为一种广泛开展的文化活动，主办者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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