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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应引导作者重视参考文献著录

谢　金　海
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１５００６，江苏苏州

摘　要　针对作者来稿中对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执行不力的现
状，认为在广泛宣传著录规则之外还应充分利用作者修改稿件

的机会，引导他们重视参考文献的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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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参考文献于文中所占版面比重不大，却是编辑加
工的重点之一。各同人都在为参考文献的规范著录而

持续努力，撰写了不少解读著录规则和探究著录问题

的论文［１６］；但有调查显示，目前科技期刊中仍存在不

少不按规则著录的现象［７８］。产生著录问题的原因大

体有二：一是编辑的原因，编辑在稿件加工时有疏漏；二

是作者本身的原因，其提供的来稿没有按照规则的要求

来著录，修改时也不重视。对于编辑方面的因素，可以

通过提高编辑技巧、增强责任心、加强内部管理等方式

来解决这些问题，各同人也提出了不少相关建议［９１１］；

对于作者方面的因素，因来稿不能由编辑直接控制，故

一般只能利用一些宣传手段来对作者产生影响。

在中国知网的论文数据库中搜索篇名“参考文

献”，显示的结果说明不少期刊已采用刊登著录格式

和公告等方式来向作者进行著录规则的宣传。笔者认

为，除此以外，编辑还可以利用作者修改稿件的机会，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引导他们重视参考文献的著

录，以期逐步改善作者来稿著录不规范的现状。本文

试图作一些这方面的探讨。

２　值得注意的问题

　　下面对目前作者和编辑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

分析，从中寻找改善现状的对策。

２１　影响作者执行规范的主客观因素
１）国内外标准不同而国外期刊占强势。一些国外

大型学术出版集团（如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等）所属的高影
响力期刊（包括国内的一些ＳＣＩＥ期刊），其格式要求与
国内期刊不同，甚至同一出版社旗下不同学科的专业期

刊之间其格式也不尽一致，如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的分析化学
方面的杂志《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无需文章题名这一
著录项。这些期刊占强势。作者做学问时接触最多的

文献往往出自这些专业期刊，同时它们也是作者理想的

投稿对象。这自然导致作者写作时参照其格式。

２）著录规则还在不断完善中。对于外文期刊的
一些特别之处［１２１３］，著录规则尚未给出明确的方法，

某些细则也还值得商讨［１４］。

３）国内部分期刊还未严格执行规范。笔者发现，虽
然大部分期刊已执行规范，但一些专业类的期刊，如《数

学学报》《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等尚未完全采用著录

规则。这可能会让作者认为著录规则无须统一执行。

４）作者重视不够。作者不重视参考文献著录分
为写作时不重视和修改时不重视。作者往往认为参考

文献非论文的主要部分而不重视著录要求。有些作者

虽通过征稿简则或编辑强调了解了某些要求，但在写作

时执行不到位。譬如：表面上按照规则的要求来著录，

实际上却没有真正理解各著录项的意义而导致出现差

错；有些作者在审稿通过后对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仅

注意学术方面的问题，而不太重视有关参考文献修改的

要求，其中，研究生作者一般更容易出现这些现象。

２２　编辑需要改进之处
１）注重编辑加工，忽视了对原稿正确性的审查。稿

件需要编辑加工来达到规则的要求，而原稿的正确性是

编辑加工的前提，有些原稿错误很难通过后期的编校来

发现。关于原稿的审查，有文献已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１４１５］。不重视审查原稿除了容易留下错漏外，还有一

点笔者认为也很重要，就是会使那些著录随意的作者得

不到提醒，也就不能让他们意识到文献著录的严谨性。

２）注重处理结果，忽视了向作者解释规则用意。
由于各种因素，如工作量较大或时间紧迫，编辑往往仅

注重文章处理结果是否符合规范，而忽略了向作者解

释规则，让作者知其所以然。例如，编辑可能仅给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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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修改方法，但没有给出问题的解释以及修改的依

据。问题虽然解决了，处理结果很好，但作者可能只是

一知半解，仍没有真正掌握规则的要求。诸如外文著

者姓前名后、名缩写后省略缩写点等要求，虽然简单，

但如果不解释，作者可能就无法理解到规则的用意。

来稿中这些简单问题反复出现就很说明问题。

３）居高临下，忽视了与作者的配合。有些编辑可能
认为既然作者对规范的掌握不如自己熟悉，与作者沟通

也麻烦，那索性就自己来处理，包括资料的查找与差错的

纠正。这种做法弱化了作者的参与，忽视了作者的责任

和作用：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作者本身有责任保证稿件

符合要求并配合编辑解决不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些

问题的处理也需要作者提供相关信息并进行核实。沟通

的缺失让作者体会不到编辑修改过程的辛苦而不予重

视，同时导致作者失去了一次学习著录规则的机会。

３　建议

　　１）基于作者不重视参考文献著录的现状，可在修
改意见中强调，不仅审稿人提出的学术性问题需要解

决，参考文献的著录也必须达到要求才开具录用通知。

以此给作者一定的压力，让他们认真修改。

２）在著录问题的处理过程中，编辑主要承担指导
性工作，有条件的最好采用当面交流的形式，而修改则

让作者自行完成。这样，就使作者有一个学习和实践

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加深作者对著录规则的掌握，

使他们以后投稿时注意相关要求。

３）经过修改后假如还存在一些问题，这说明作者对
有些细则一知半解，此时编辑不要自己一改了之，要耐心

解释规则的用意，解答他们的疑惑，让作者知其所以然。

４）编辑要发扬敬业精神，仔细查找问题，用一丝
不苟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来感染作者，

让作者感受到编辑对参考文献著录的重视，间接促使

他们认真对待。同时要做好与作者的沟通工作，防止

出现矛盾［１６］，以获得作者的配合。

５）考虑到审查原稿的重要性，可让作者担负起一
部分责任，请他们按照规则要求与文献原始信息进行

逐项核对，并提供编辑认为需要的一些资料。这么做

可使作者在自查错误的同时也意识到编辑对文献真实

性的重视，提醒他们著录时要谨慎。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效果应该比仅由编辑自己在网上查资料单独审核要

好。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采取让作者提供所有文献首

页复印件的办法，建议仍然还是让作者来承担修改任

务———虽然编辑利用资料自己可以完成修改，但是培

养作者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这种与稿件加工相结合的引导方法就是一些细节的

相加。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既完成了参考文献的修改工

作，又深化了作者对著录规则的认识。不过，这需要编辑

有足够的耐心向不同的作者反复对规范进行解释，修改

的次数可能也会较多，从而会给一些稿源较多的期刊增

加不少负担。此外，可能有观点认为，我只要把手上的文

章处理得符合规范就行了，以后这位作者可能不会再次

投稿。针对这一想法，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一方面学术

期刊具有培养作者写作能力的功能，而对著录规则的掌

握和执行也是写作能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广大编辑如

都能参与进来，使作者都能重视参考文献的著录并习惯

于按照著录规则来写作，那么就会减少参考著录的差错，

从而提高期刊的编辑质量———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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