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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工语言的基本性质与辩证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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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３１００１８，杭州

摘　要　运用哲学原理探讨编辑人工语言与科学、语言以及编
辑运动规律的关系；应用分析 综合的研究方法，考察编辑技术

加工的内在属性。结果显示：建立编辑人工语言概念和理论具

有科学依据，科学作为知识形态直接表现为语言形式，其中人工

语言表达的间接性和规范性决定了其具有科技编辑学的属性；

编辑人工语言是对编辑技术加工内涵的深入揭示和科学描述，

其理论是对编辑技术加工的一般规律进行总结和概括。编辑人

工语言具有普用性、准确性、简洁性以及表达间接性、实践性、形

式多样性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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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编辑人工语言的研究为科技编辑学开辟

了新的研究领域，其目的是揭示编辑出版中各种人工

语言现象的本质属性和应用规律，填补编辑技术加工

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空白，进一步丰富编辑学理论。

针对编辑技术加工长期以来缺乏基础理论的问

题，文献［１３］论证了编辑人工语言的概念及其内容
体系的存在，从无序、散乱的技术加工内容中归纳并提

炼出编辑人工语言的６大句型，论证了编辑人工语言
与科技语言的关系，为编辑技术加工（标准化、规范化

加工）提供了全新的认识视角；但是，编辑人工语言的

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编辑人工语言的基本属性、特

性，其概念和命名是否具有科学依据，它与科学、科技

语言、编辑技术加工等概念的内在联系等等，都有待深

入研究。

１　构建编辑人工语言概念和理论的科学依据

１１　科学、语言与编辑人工语言的关系　编辑人工语
言的定义为：在编辑出版活动中为实现文献内容有效

地表达和信息交流而专门设置或约定的人工语言［１］。

其中编辑活动、文献、人工语言是编辑人工语言的３要
素。世上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的联系之中，事物发展

变化的规律也存在于事物的联系之中［４］。研究编辑

人工语言与科学的发展及其语言的运用的内在联系，

有利于揭示编辑人工语言的渊源及其本质属性。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是人类思想的直接表现，也

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人类拥有语言符号后，标示自然的

能力不断提高，标志方式很快进入有序化、程序化、规范

化的体系，科学也随着这种体系的产生而产生和发展［５］，

即人们通过语言把客观事实及其运动规律表征出来便形

成科学知识；因此，科学作为知识形态直接表现为语言形

式，作为认识活动表现为语言现象。但是，这种语言形态

仅仅表现为日常或自然语言是不够的，即通过自然语言

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仅停留在经验科学上，只有结合人工

语言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描述才能上升到理论科学。这

２种语言的互补从而促使２种科学的互补，形成反映客观
世界的科学知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理解只有通

过语言才能实现，语言成为认识主体（人类）与认识客体

（客观世界）、解释者与解释对象的中介［６］。处于不同社

会历史背景的人通过语言（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来

认识世界，形成科学知识。这里，自然语言仍是基础性

的，人工语言的意义仍需要通过自然语言来解释，而人

工语言在表达上的概括性、准确性、简洁性是自然语言

无法达到的。

人们通过文献来传播和储存科学知识，在科技文

献的生产过程中，科技编辑对科技知识的产生和传播

系统发生作用。编辑一边必须对文献的内容加以评定

和筛选，一边必须对文献所表达内容的准确性、合理

性、可读性加以保证。编辑也需通过自然语言和人工

语言的加工应用来实现科技文献的内容控制并保证其

准确性、合理性、可读性，等等。其中，人工语言由于其

表达上的特殊性———专指性和间接性，其表达元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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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读者间容易产生歧义，非常自然地需要编辑对

人工语言进行使用引导和规范处理。编辑必须对人工

语言进行科学的规范和加工，并结合出版要求对其进

行不断的创新和完善，在人工语言的规范应用中起着

主导、示范作用。这一点与编辑对自然语言的加工处

理具有本质的不同。编辑人工语言正是在科学知识生

产和传播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编辑文稿加工 ３个方面（即内容的控制与处
理、文字的加工与处理以及技术加工处理）的工作中，

其文字的加工与处理、技术加工处理２项所对应的正
好是自然语言加工处理和人工语言加工处理。技术加

工处理正好对应人工语言加工处理并不是偶然的，这

是由该事物上述的内在性质和运动规律所决定的。概

念“技术加工处理”只是对该项工作的直接描述，或对

其表面描述，其实质是编辑对人工语言进行加工和应

用。例如，图表的处理在“技术加工处理”中由于均以

插入的形式出现在文中而相提并论；但是，在编辑人工

语言中，“图”属于形态描述句，“表”属于（经纬）二维

排列句［１，３］，从而科学地揭示“图”和“表”的本质属性。

编辑人工语言是对技术加工处理内涵的深入揭示

和科学描述，其理论属于对技术加工处理的一般规律

进行总结和概括的结果。编辑人工语言这一性质是由

编辑的作用对象是文献、是语言以及人工语言表达的

间接性所决定的。

１２　编辑技术加工内容的属性分析　为了探索内容
复杂多样、无序、分散的技术加工内容的内在性质，将

所有不同技术加工内容采用概念分析 综合的方法进

行研究，其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编辑人工语言６大句型与各项技术加工的对应关系

　　例如，对图１中“参考文献引用”一项进行分析。
１）在文内需引出参考文献之处用上标标注序

号［２］，指引读者参见文献表第２条，其本质为表述“指
引”关系（该关系在出版物目次页、索引等处也出现）。

２）将全文引用的所有参考文献按序号列于文后，
将每条引文的著录项目（按著录规则著录）按一定顺

序一一列出［７８］，构成文献表，其实质是进行“排列”表

达（该表达形式在层次标题序码、表格等中均存在）。

３）应用不同的符号来描述或分隔各著录项目，如
文献类型符号，这属于“符号指称或描述”关系（在科

技人工语言中常用）。

以此方法将编辑技术加工内容逐项分析，并对分

析结果进行抽象、归纳和命名，最后可得出如图１所示
的６种基本表达形式（即６大句型）。综合图１中１２
项技术加工内容、６种基本表达形式不难发现，它们均
具有人工语言的性质，其中有些属于编辑参与（加工）

型的科技人工语言，有些属于编辑自设型的人工语

言［３］，这２种人工语言在科技文献中交织应用，没有明

显的分水岭（例如，字体字号是典型的编辑自设型人

工语言［１］，而符号是科技人工语言的基本形式，在量

与单位符号的使用中却采用不同的字体来表达不同的

意义，如正体表示单位，斜体表示物理量等）。它们与

自然语言一起共同来完成科技知识信息的完美表达。

以上分析 综合的研究结果提示：编辑技术加工其

实质是人工语言的加工或自主应用，它包含了编辑参

与型的科技人工语言和编辑自设型的人工语言这２种
类型，这２类人工语言在应用中密不可分，却都属于科
技编辑学的组成部分［３，９］，作一个整体便构成了编辑

人工语言。

２　编辑人工语言的基本性质

　　编辑人工语言既有与科技人工语言共有的性质，
如科学性、逻辑性等，也具有自身的固有特性。

２１　人工语言的共有性质
１）表达间接性和规范性。除科学性、逻辑性等一

般性质外，表达上的间接性是人工语言共有性质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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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基本属性，其表现在２个方面：
一是人工语言在表达上属于间接表达，其具体意义最

终还需自然语言来定义或解释；二是人工语言的信息

传递首先需要经过约定和规范才能实现。

由于科技文献篇幅限制和简洁性要求不可能每次

使用都对人工语言进行定义和解释，因此，人工语言的

应用主要还是依靠约定和规范来完成。人工语言的约

定和规范的任务非常客观地落到科技编辑身上，成为

科技编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人工语言表达上的

间接性决定了其规范性要求，并成为编辑学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２）功能上的普用性、准确性和简洁性［１０］。人工语

言必须具有一定的普用性才能显示其使用价值。普用

性可在２个维度上来衡量：①空间维度，对应于国际标
准的人工语言通常具有国际上的普用性，国家标准所

对应的仅限于一国的普用性，一家机构制定的标准仅

仅限于它自己的出版物；②学科维度，绝大多数人工语
言的词语均具有学科上的普用性，但也有特殊情况不

属于此类，例如一些行业标准设置有少量特殊表达，如

纺织中的线密度单位ｔｅｘ，航海长度单位ｎｍｉｌｅ等。实
践中编辑宜选用普用性强的表达形式。

人工语言的准确性是其作为科技语言的基本要

求，它除了要求对每个词语（用语）进行明确、严密的

定义外，还要求一个词语（用语）不能指称多个对象或

概念，一个对象或概念不能使用多个词语（用语）来指

称。这一性质其实对编辑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简洁性也是人工语言的基本要求，它不仅能提高

交流和存储科技知识的效益，而且某些复杂的概念或

关系非人工语言难以表达，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科技语

言的功能。如纯数字型层次标题序码既简洁易懂，又

可以延伸和扩展，使用中能够满足任何情况和要求。

２２　编辑人工语言的固有特性
１）实践性。编辑人工语言的实践性是区分科技

人工语言的根本性质之一。首先，编辑人工语言并非

是指那些用来指称或描述编辑学范畴具体现象和规律

的人工语言，或者说一些描述编辑现象或运动规律的

公式、图表等人工语言只是一般人工语言在编辑学中

的应用，而编辑人工语言是编辑进行文稿技术加工实

践一般规律的总结和概括，它来自于编辑实践，同时反

过来指导编辑实践。其次，一般人工语言，如科技人工

语言，用来表征某些客观现实及其运动规律，属于科技

知识和意识范畴。虽然编辑人工语言也仍然具有这一

属性；但由于编辑人工语言并非以研究科技知识本身

为目的，而是抽取其中的人工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因而

弱化这一性质，同时强化了其实践性。从哲学层面来

理解，编辑人工语言中的“人工语言”对应于其实践对

象，“编辑”则揭示了其实践形式。

２）形式的多样性。编辑人工语言形式的多样性
是由语言所指称和描述的客观事物具有多样性和复杂

性所决定的。图１列举了编辑人工语言用语（语言现
象）１２种，以及６大语句（句型），而其中可衍生或组合
出具体的应用形式可以是无限种。此外，编辑人工语

言形式的多样性是相对于科技人工语言而言的，它不

仅包含了所有编辑参与加工处理的文献中的科技人工

语言，还包含编辑在实践中自己创造和应用的特有的

人工语言，如字体字号用语、层次标题序码用语、参考

文献用语，等等［１］。

３）内容的交叉性。编辑人工语言由２方面内容
构成：一方面，科技人工语言是编辑人工语言产生和发

展的源泉之一，大部分编辑人工语言的素材都源于科

技文献中作者对于人工语言的创造性应用；另一方面，

科技编辑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为使科技文献以最规

范、最科学、最便捷的形式传播给读者，创建了一系列

特有的人工语言。这就规定了编辑人工语言处于科技

文献学与科技编辑学的交叉领域［９］。

总之，编辑人工语言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科技

编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可将编辑技

术加工的认识推升到理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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