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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校中常见语法错误例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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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法，是用词造句的方式、语言的结构规则。所谓语法错误，是指由于语

句不符合汉语表达规则或违反思维规律，从而导致语言结构或语义出现偏差。

报刊编校中常见的句子的语法错误主要表现为句子成分残缺、搭配不当、语序

错位、重复累赘、句式杂糅、表述不清等。编校工作中出现语法错误，许多是由

作者或编者对语法认识不到位、经验不足和敏感性不够所致。多了解一些常见

语法错误，有助于我们正确判断、及时化解文稿中的语法差错，提高出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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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也是彼此沟通和

进行交际的工具。语言是由文字、词语、概念构

成的，但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按人类约定俗成

的规则来排列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规律，这

便是语法、修辞和逻辑。因此，使用语言要遵循

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来进行，要讲究语法、注意

修辞、符合逻辑，否则便会导致思维混乱，遭遇

交际困难。所谓“文理不通”，说的就是由于不

懂语言规律而造成的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言不

尽意等乱象，以致听者、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

云。惟其如此，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便被社会

公认为“人类的第一能力”。

语法，是遣词造句的方式、语言的结构规

则，包括词的构成和变化、词组和句子的组织。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句法问题。句法着眼于句子

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排列顺序。造句的基本要

求是：结构完整，搭配得当，词序合理，关系明

确。所谓语法错误，是指由于语句不符合汉语

表达规则或违反思维规律，从而导致语言结构

或语义出现偏差。编校中常见的句子的语法错

误主要表现为句子成分残缺、搭配不当、语序错

位、重复累赘、句式杂糅、表述不清等。

报刊出版旨在传播信息、传承文化，编校工

作的任务则是要在传者的编码与受者的解码之

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使二者运行在一条轨道上。

这就要求我们使用通用范式和语言对文稿进行

梳理、修饰，使之“信、达、雅”———表述正确、精

准雅致，从而切实为读者阅读扫清障碍，使我们

所要传达的信息更为迅捷有效地为其理解和接

受。基于自己近３０年的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经

历，以及１９９５年以来作为河南省报纸、期刊、图

书编校质量检测委员的观察，笔者认为，编校工

作中出现语法错误，许多是由作者或编者对语

法认识不到位、经验不足和敏感性不够所致。

多了解一些常见语法错误，有助于我们正确判

断、及时化解文稿中的语法差错，提高出版质

量。鉴于此，本文对历年来河南省报刊编校质

量检测中评委们所指出的常见语法错误予以归

类，示例评说，以例说法，以期抛砖引玉，提醒编

辑同人注意编校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进而举一

反三，以便更好地驾驭编校工作。文中所进行

的分类列举只是为了便于评说，并不能囊括报

刊编校中所有的语法问题，且有些问题因分析

角度不同或可归入不同类别。由于考察对象所

限，尤其是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之处，敬

请读者批评、专家指教。

　　一、成分残缺

句子是由词或词组遵循一定语法规则构

成、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独立语法单位。按照

词和词组在句子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句子可

分成不同组成部分，通称句子成分。一般情况

下，一个句子具备主语和谓语就能把意思说清

楚，但有时还要带宾语，在主语、谓语、宾语这些

基本成分的前后有时视情况还需要附加一些成

分———定语、状语或补语。［１－２］造句时，如果不

符合省略的条件而缺少应有的成分，就会出现

结构不完整、意思表达不清楚的成分残缺类

病句。

１．主语残缺

主语是句子的言说者，是谓语的主体，旨在

回答行为主体是“谁”或“什么”等问题。主语

多由名词、代词来担任，除副词外，其他实词和

各种词组也可以作主语；数量词在表示数量判

断的句子里，或是用来指称前面已经出现的事

物时，也可以作主语；动词、形容词作主语，则要

求谓语是形容词，或者“是”“进行”“停止”“开

始”“加强”“给予”“标志”“象征”“表示”之类

的动词。主语之前不能加介词，后面不能加

“的”字。编校中常见的主语残缺多表现为叙

述中遗漏、其他成分淹没、不当省略等。

［错例］对新旧微信作功能上的对比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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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５．０用户对微信的变化还是乐于接受的。

［评说］这是“状语 ＋谓语”类主语残缺。

其动词谓语“显示”前面的“对新旧微信作功能

上的对比后”是状语，缺主语。可改为“对新旧

微信作功能上的对比，结果显示，５．０用户对微

信的变化还是乐于接受的”。

类似的，“伴随人均劳动报酬和平均工资

报酬的提高，将带来边际产值和平均产值的提

高”。这是“状语＋动宾结构”的主语残缺。可

将“伴随”删去使其后面的成分作主语，改为

“人均劳动报酬和平均工资报酬的提高，将带

来边际产值和平均产值的提高”；或将“带来”

删去并改后面的偏正词组，变成“伴随人均劳

动报酬和平均工资报酬的提高，边际产值和平

均产值也将相应提高”。

再如，“为了跟踪产品来源、质量、售后等

环节出现的问题，会涉及标签所有权转移事

宜”，也是“状语 ＋动宾结构”的主语残缺。可

将“为了”删去使其后面的成分作主语。

［错例］对于正常经营的子公司和处在建

设期间无收入的子公司，都要考虑如何把握好

集权和分权的程度。

［评说］这是滥用介词而淹没主语的病句。

该句本来有主语（根据文意，不是母公司之于

子公司的集权与分权，而是母公司要求子公司

把握好集权与分权），由于多用了介词“对于”，

把主语变成了状语（也将谓语的主体引入歧

途），使得整个句子缺少主语。修改这类病句，

将多用的介词“对于”删除即可。

类似的，“参观后，对我们的认识水平有了

很大的提高”。这是“状语 ＋介词结构 ＋谓语”

的主语残缺。可改为“参观后，我们的认识水

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错例］由于他们带领大家同心协力……

使中小桥及涵洞的施工走在路面铺筑的前头。

［评说］这是“介词开头句 ＋动词开头句”

的主语残缺。“由于”与“使”同时出现在一个

单句中，造成主语被淹没在介语短语中。可只

保留其中之一，改为“他们带领大家同心协力

……使中小桥及涵洞的施工走在了路面铺筑的

前头”，或“由于他们带领大家同心协力……中

小桥及涵洞的施工走在了路面铺筑的前头”。

类似的主语残缺，还有“经过……才使

……”“通过……使……”“在……下，使……”

“从……中，使……”“因为……，使……”等句

式。这类病句的纠正方法有二：一是将介词及

介词连带的方位词删去，使其中心语作主语；二

是保留介词短语作状语，后边加上适当的词作

主语。

［错例］土地局党员干部……累计捐款１２

万多元、各类书籍１０００余册；举办健康有益的

活动，活跃职工文化生活。

［评说］这是在由部分转整体的叙述中主

语被不当承前省略所造成的病句。其分号前主

语是“土地局党员干部”，分号后主语是“土地

局”，此处主语不能承前省略。可改为“土地局

党员干部……累计捐款 １２万多元、各类书籍

１０００余册；该局还经常举办健康有益的活动，

活跃职工文化生活”。

［错例］就在梁山的眼圈比熊猫眼圈还黑

的那一天，老妈回来了，而且身后还跟着梁山的

女朋友安然。看着风尘仆仆出现在门口的两个

女人，呆呆发愣说不出话来。

［评说］这是前句居于状位的主体是后句

的主语被不当省略所造成的主语残缺。其句号

前的主语是“老妈”，而句号后的主语是前句状

语中的主体“梁山”，主语应当变换，不能省略。

可改为“就在梁山的眼圈比熊猫眼圈还黑的那

一天，老妈回来了，而且身后还跟着梁山的女朋

友安然。看着风尘仆仆出现在门口的两个女

人，梁山呆呆发愣说不出话来”。

［错例］风儿掠过麦田时，恰似黄河的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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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涛上下起伏。

［评说］这是前句居于宾位的主体是后句

的主语被不当省略所造成的主语残缺。其后半

句的主语“麦田”在前半句是宾语，不能承前省

略。可改为“风儿掠过时，麦田恰似黄河的滚

滚波涛上下起伏”。

［错例］有种种的限制，导致草根创业十分

艰难。

［评说］这是“动词开头句 ＋动词开头句”

的主语残缺。可将前半句的动宾结构改成主语

部分，变为“种种限制导致草根创业十分艰

难”；也可将前半部分改为条件状语、让后半部

分出现主语，变为“因为有种种的限制，草根创

业十分艰难”。

但是，不能简单类推，比如“入世后，面对

强大的竞争对手，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来实现

文化产业的集团化，无疑是一个重要举措”，是

个无主句。“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来实现文化

产业的集团化”表意重点在于强调用什么方式

实现目标，而不在于说“谁”来做，该句的句子

结构是完整的，不是病句。

［主语残缺句与无主句、主语省略句辨析］

主语残缺句、无主句、主语省略句这三种句子，

从形式上看都没有主语，但是无主句、主语省略

句都是汉语中正常的句型，而主语残缺句是病

句。所谓“无主句”，实际上是指非主谓句中由

动词短语或兼语短语加上语调构成的句子，它

根本没有主语，并且一般不能加上主语。其作

用在于描述动作、变化等情癋，而不在于叙述

“谁”或“什么”进行这一动作或发生这个变化，

多为说明自然形象的句子，泛论事理的句子，表

存在、出现或消失的句子。例如：

下雨了。

小心烟火！

所谓“省略句”，是指人们在说话或写文章

时，为了表述简洁，常常省去一些不说自明的成

分，有省略主语的，也有省略谓语、宾语等成分

的。省略常出现在对话、自述，以及可以承上或

借下的文中，离开所在语境，必须添补一定的词

语其表意才清楚。例如：

问：他上哪儿了？

答：上公园了。

无主句根本没有主语，没有主谓关系的存

在，所表达的意思完整明确，人们不会误解；正

常的主语省略句，常出现在对话、自述或上下文

中，意思也是完整明确的；而主语残缺则会导致

表意不明、句子不通，如上述错例。

２．谓语成分残缺

谓语是用来表述主语的，以回答“干什么”

“怎么样”“是不是”“有没有”等问题，与主语发

生主谓关系。作谓语的主要是动词、形容词或

表动作、性状的代词，以及以这些词为中心的词

组；名词和以名词为中心的词组不能作谓语。

编校中常见的谓语成分残缺，多为主宾之间无

关联、用介词短语代谓语、主语后加“的”变句

子为短语而成半语等。［１］

［错例］安阳县辛丫乡首届中小学田径运

动会，全乡１２所小学、３所中学。

［评说］这是“名词性短语 ＋名词性短语”

类谓语残缺。两个名词性短语缺少动词谓语关

联，不能形成语义连贯的句子。可补充谓语成

分，改为“安阳县辛丫乡首届中小学田径运动

会，全乡１２所小学、３所中学参加”，或“参与安

阳县辛丫乡首届中小学田径运动会的，有全乡

１２所小学、３所中学”。

类似的，“在培育的过程中，计划制定是一

个很关键的因素，组织管理部门必须有一个长

远的合理发展规划。计划怎么制定、规定怎么

遵守、标准怎么统一、规范怎么执行、法规怎么

约束等”。其中间的句号之后是一个联合词

组，不能独立成句，可补加谓语使之与前句关

联，改为“在培育的过程中，计划制定是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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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因素，组织管理部门必须有一个长远的

合理发展规划，包括计划怎么制定、规定怎么遵

守、标准怎么统一、规范怎么执行、法规怎么约

束等”；或在最后加谓语等成分使之独立成句，

改为“在培育的过程中，计划制定是一个很关

键的因素，组织管理部门必须有一个长远的合

理发展规划。计划怎么制定、规定怎么遵守、标

准怎么统一、规范怎么执行、法规怎么约束等问

题均应认真考虑”。

［错例］县乡换届选举也正在紧锣密鼓。

［评说］这是以状语表状态、误以介词短语

作谓语的谓语残缺句类型。介词短语是有介词

等附着在名词等词语前面组成的语言单位，可

用来修饰、限制或补充说明动词、形容词，即作

状语或补语；少数介词短语可以作定语，但不能

作谓语。修改此类以介词短语作谓语的病句，

可直接在介词短语后补加谓语动词。该句可改

为“县乡换届选举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或

变换介词，化状语为表语，改为“县乡换届选举

同样是紧锣密鼓”。

［错例］正是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得以生

存和发展。

［评说］这是“名词性短语＋复句正句”、前

后句子不整类谓语残缺。其后半部分“中华民

族才得以生存和发展”成分完整，但前半部分

因“正是”为插入语、“这种精神”是名词性短

语，不能独立成句。可将前后统筹考虑，同时补

加关联谓语动词，改为“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

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或将单句改为复句，完

善前半部分，改为“正是有这种精神，中华民族

才得以生存和发展”。

类似的，“由于保护技术，两三天，彩绘就

全部脱落”。其前半部分“由于保护技术”缺谓

语动词，不单不能独立成句，而且完全走向反

意———将“彩绘脱落”嫁祸于“保护技术”。可

改为“由于缺乏保护技术，两三天，彩绘就全部

脱落”，或“由于保护技术跟不上，两三天，彩绘

就全部脱落”。

［错例］日寇飞机的滥炸和内战炮火的轰

击，七朝古都满目疮痍。

［评说］这是“‘的’字结构＋单句”、前述对

象缺谓语而后续内容另起炉灶又有新主语的病

句。其前半部分可作为谓语的动词，因前面加

了“的”字而成为偏正词组的中心语，造成本来

有承继关系的前后句因语言结构不搭配而形成

谓语残缺的病句。修改此类病句，可在前后句

之间添加“使”“叫”“让”等使令性词语，使之成

为主谓宾完整的单句———“日寇飞机的滥炸和

内战炮火的轰击，使七朝古都满目疮痍”；也可

将前半部分“的”字结构改为短句，使之成为多

重复句———“日寇飞机滥炸，内战炮火轰击，七

朝古都满目疮痍”。

类似的，“机器制品的流行，更多的人喜用

洋布制衣”。可改为“机器制品的流行，使更多

的人喜用洋布制衣”，或“机器制品流行，更多

的人喜用洋布制衣”。

但是，并非所有的句子都必须有谓语，也有

对话省、承上省、习惯省的谓语省略，以及在一

定语境中具有表述性的无谓句，如：

半月春风，草绿了。（谢璞《二月兰》）

这么黑的天，又这么大的雨，到哪儿抓去

呀？（克扬、戈基《连心锁》）

３．宾语成分残缺

宾语是动词谓语的连带成分，表谓语所涉

及的对象、结果、处所等，回答“谁”“什么”“何

处”之类的问题，谓语动词与宾语之间是支配

与被支配关系。诸如“解决”“发展”“开展”

“采用”“扩大”“提高”“抓紧”“进行”等及物动

词必须带宾语。宾语多由名词、代词担任，除副

词外，其他实词和各种词组也能作宾语；数量词

在说明数量本身的句子里，或是用来指称前面

已经出现的事物时也可作宾语；如果谓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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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活动，或是使令意义的动词及表学习、过

程、处理的动词，那么动词、形容词在指称一种

行为、性状或者表示一种抽象事物时也可作宾

语。在对话和承上的条件下，宾语跟主语、谓语

一样也可以省略；如果不符合省略条件而无宾

语，动作就没有了对象，行为就没有了结果，意

思也就表达不清楚了。编校中常见的宾语残缺

句，多为省略不当、宾语部分不完整等类型。

［错例］要通过广泛宣传，提高……遵守

《会计法》。

［评说］这是宾语部分只有定语而无中心

语、叙述不完整的宾语残缺句类型，说话人说了

一个动词后紧接着说宾语部分，由于宾语的定

语太长而忘了说中心语，或者直接把定语当成

中心语，从而造成宾语残缺。修改此类病句，在

定语后补加中心语即可。该句可改为“要通过

广泛宣传，提高……遵守《会计法》的自觉性”。

类似的，“……整理撰写提交了《发挥林业

特殊功能，绿化美化河南城镇》的社情民意”。

可改为“……整理撰写提交了《发挥林业特殊

功能，绿化美化河南城镇》的社情民意报告”。

再如，“该乡被省科协授予‘科普示范

乡’”。可在其定语后补加中心语，改为“该乡

被省科协授予‘科普示范乡’称号”；或变换动

词，改为“该乡被省科协评为‘科普示范乡’”。

［错例］……发挥表率，自觉地把理论学习

作为政治责任。

［评说］这是对词性误解而造成宾语部分

不完整的宾语残缺。“发挥”是及物动词，必须

带宾语，尽管“表率”有时可以直接作宾语，比

如“作出表率”，但跟在“发挥”之后，只能当修

饰语，所以要在后面补加宾语。可改为“……

发挥表率作用，自觉地把理论学习作为政治

责任”。

类似的，“……发挥优势资源”。可补加其

宾语部分的中心语，改为“……发挥优势资源

的作用”；也可调整语序，改为“……发挥资源

优势”。

４．附加成分不完整

句子的附加成分包括定语、状语、补语。定

语是限定、修饰名词性中心语的，可以回答“谁

的”“多少”“什么样的”等问题，跟中心语发生

偏正关系；定语多由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

数量词来充当，少数副词、各种词组甚至复句形

式也可以作定语。状语是摹状、修饰动词或形

容词性中心语的，可以回答“怎么样”“何时”

“何地”“为什么”等问题，跟中心语发生偏正关

系；状语多由副词、形容词、代词来充当，介词介

绍的名词和各种词组也可以作状语。补语是补

充、说明动词或形容词性中心语的，可以回答

“怎么样”“多少次”“何时”“何处”“什么结果”

等问题，跟中心语发生附加与被附加的偏正关

系，多由形容词、数量词、时地名词、趋向动词来

充当，“极”“透”“很”等单音节副词和各种词组

也可以作补语。许多句子仅有主语、谓语、宾语

这些基本成分还不能尽意，必须带上附加成分

才能将意思说清楚。附加成分不完整是指定

语、状语或补语残缺，致使句子结构不完整，不

能周密、明确地表达思想。

［错例］表演一结束，家长们就过去拥抱

庆贺。

［评说］这是表对象的状语残缺的病句。

“拥抱谁”没说，表意不完整。可改为“表演一

结束，家长们就过去同孩子们拥抱庆贺”。

５．词组／短语构成残缺造成相关成分不

完整

所谓词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关

的实词按照一定规则组合，成为句子内部构成

的语法单位。词组是造句的材料，有一定的结

构方式。联合词组是两个没有主从正副之分的

词平等地联合在一起；偏正词组由两个以上的

词构成，其中一个或一组为中心、另一个或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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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在前面限定修饰它，或者在后面补充说明

它；动宾词组由两个以上的词构成，其中一个或

一组表动作、存现或判断，另一个或一组是它涉

及的对象；主谓（主宾）词组是由两个以上的词

构成，其中一个或一组表对象，另一个或一组表

述者；复句词组是两个以上主谓词组连在一起

用。短语是指由词或超词形式借助一定语法手

段构成的、比词大又不成句的语法单位［３］。鉴

于对“词组”与“短语”两术语学界认为等价、不

等价的都有，莫衷一是，所以这里一并使用。词

组／短语构成残缺，主要是指句子所用词组／短

语由于结构不完整而造成相关内容表述不清的

问题。

［错例］我盼望下次上英语课早日到来。

［评说］这是以属性代主体、词组而导致中

心语缺失、相关成分不完整的病句。“盼望到

来”的应是“时间”，“下次上英语课”只是中心

语“时间”的属性，不能取而代之。可补充完善

该偏正词组，改为“我盼望下次上英语课的时

间早日到来”。

类似的，“他们利用延河流域上马的机

会……”。其谓词“上马”的主体不是“延河流

域”，而是其治理工程。可补充完善该主谓词

组，改为“他们利用延河流域治理工程上马的

机会……”。

再如，“朱载癱精深和贡献无与伦比”。这

是由“精深”所说明的主体缺失而造成的联合

词组“精深和贡献”成分残缺。可根据文章内

容予以完善，改为“朱载癱学识的精深和所作

的贡献无与伦比”。

［错例］只有敢于把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

各个领域的突出问题提出来，才能让党委、政府

及时地“以群众的呼声”作出落实改革的应对

决策。

［评说］这是由介词短语不完整而造成的

宾语残缺。通常情况下，介词必须有自己的宾

语（它可以是名词、名词短语或代词，甚至宾语

从句），否则语义不完整。该句介词短语“以群

众的呼声”缺介词宾语。可改为“只有敢于把

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各个领域的突出问题提出

来，才能让党委、政府及时地‘以群众的呼声为

依据’作出落实改革的应对决策”。

类似的，“焦作市从场地……赛程安排、电

视转播，都进行了精心准备”。这是介词短语

“从……到……”不完整。可改为“焦作市从场

地……赛程安排到电视转播，都进行了精心

准备”。

再如，“她首次出场便和婆婆进行了激烈

的争吵，结果被丈夫毒打一顿而告终”。这是

介词短语“以……而告终”因缺少介词而不完

整。可改为“她首次出场便和婆婆进行了激烈

的争吵，结果以被丈夫毒打一顿而告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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