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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维是表达的前提和基础，而逻辑是思维的形式与规律。有正确的逻辑

才有正确的思维，有正确的思维才有正确的表达。所谓逻辑错误，是指人的思

考与表达不符合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导致认识出现混乱、偏差甚至误入歧途等

错误。报刊编校中常见的文稿逻辑错误主要有不合事理、概念偏差、判断形式

错误、推理与论证错误等。这些逻辑错误，如果单从语法上看往往问题不明显，

有时各语法成分也齐全，但各成分之间的关联是错误的。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

在编校中需理性分析，仔细判断，并运用相应的逻辑知识加以修改。唯有如此，

才能使我们的编校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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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是表达的前提和基础，而逻辑是思维

的形式与规律，是对客观事物抽象与概括的反

映。有正确的逻辑才有正确的思维，有正确的

思维才有正确的表达。逻辑思维，又称抽象思

维，作为人类认识的特征，是指人们在认识事物

的过程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比

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思维方法，能动地

反映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逻辑思维要符

合思维形式，还要遵循思维规律，即形式逻辑的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以及辩证

逻辑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

律，坚持实践的观点、唯物主义的观点、发展的

观点和全面的观点。［１］所谓逻辑错误，是指人的

思考与表达不符合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导致认

识出现混乱、偏差甚至误入歧途等错误。回顾

１９９５年以来河南省报刊编校质量检测中发现

的问题，其中常见的文稿逻辑错误主要有不合

事理、概念偏差、判断形式错误、推理与论证错

误等。现就这几类常见的逻辑错误予以例析。

　　一、不合事理

所谓不合事理，是指句子表达的内容与客

观事实不符、与事理情理相悖，或过于绝对，因

有违真实性原则而不能使人信服。

［错例］台湾在人们渴望回归家庭成为趋

势后，今年更被定为“国际家庭年”，而这股“回

家”风潮也对与生活有关的各行业产生显著影

响。（１９９３年出版的某报文章）

［评说］其问题是与客观事实不符。１９８９

年召开的第４４届联合国大会确定 １９９４年为

“国际家庭年”，因此“今年（１９９３年）”不可能

“被定为‘国际家庭年’”。可改为“台湾人渴望

回归家庭已成趋势，加之１９９４年被定为‘国际

家庭年’，这股‘回家’风潮对与生活有关的各

行业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错例］该经济体的产值超过了世界生产

总值。

［评说］这显然与事理相悖。世界是一个

整体，某经济体是其中的一部分，部分不可能大

于整体。世界生产总值由各国生产总值组成，

必然包含该句述说对象“该经济体的产值”。

该句的问题在于违背常识、不合事理。

类似的，“该企业狠抓技术革新，今年比去

年产量翻了一番，成本却下降了一倍”。“下降

一倍”则成本为零，不合事理。可改为“该企业

狠抓技术革新，今年比去年产量翻了一番，单位

成本却减半”。

［错例］职业学校……尤其是学生管理不

同于普通高校，在学习和生活纪律方面，要培养

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为毕业后走上

工作岗位形成良好的职业纪律和职业素养打下

基础。

［评说］这是因表述不严谨而造成与事理

情理相悖的病句。职业学校与普通高校的学生

管理都需要让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二者的不同仅在于在这方面花费工夫的多少。

可改为“职业学校……尤其是学生管理不同于

普通高校，在学习和生活纪律方面，要花更多工

夫使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为毕业后

走上工作岗位形成良好的职业纪律和职业素养

打下基础”。

类似的，“费永健出狱了……谢琴来到狱

中向他求爱”。既然“费永健出狱了”，就不在

“狱中”了，“谢琴向他求爱”不可能、也不必“来

到狱中”进行。可改为“费永健出狱了……谢

琴来到狱所门口向他求爱”。

［错例］她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党务

工作者、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

［评说］这是过于绝对的不合事理。可以

说“（自什么时候以来）她年年被评为先进，诸

如优秀教师、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三

八’红旗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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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概念偏差

思维是人们运用概念来进行判断和推理的

过程。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抽象地反映事物

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２］１６－１７，是理解、代表和表

达事物的工具。概念明确是判断恰当、推理有

逻辑性的先决条件，概念准确是作出恰当判断

和正确推理的必要条件。［３］２１－２２

概念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给

某一概念下定义，就是用简明的语句概括地揭

示对象的本质属性。下定义要求被定义概念的

外延与定义概念的外延必须相等，不能用被定

义的概念来说明———如果定义概念直接包含被

定义概念，那就犯了同语反复的逻辑错误；如果

定义概念间接包含被定义概念，那就犯了循环

定义的逻辑错误。［２］３５－４０叙述中对相关概念的

阐释，也要求阐释的概念不能直接或间接包含

被阐释的概念。

概念划分、列举、举例、限制和概括，是进一

步明确概念的一些逻辑方法。其规则是：概念

划分必须按同一标准、按属种包含层次进行

（不能越级），种概念不相容、并与属概念外延

相等；列举必须按同一标准、按属种包含层次进

行，种概念不相容；举例要求事例概念必须是属

概念的种概念，并具体说明事例概念的内涵；限

制必须依据概念间的属种关系由外延大的过渡

到外延小的，以能准确说明对象的实际情况为

限度，极限是单独概念；概括必须依据概念间的

属种关系由种到属逐级进行，到外延最大的概

念为止，极限是类概念。［３］４９－５８

概念之间的关系有相容的同一关系、属种

关系、交叉关系和不相容的矛盾关系、对立关

系，以及可以相容、也可以不相容的并列关

系。［２］２４－３１概念之间的关系不能混淆，否则表达

就会发生错误。

所谓概念偏差，是指对词语所表达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或概念之间的关系有误解而造成的

表达错误。报刊编校中常见的文稿概念偏差问

题主要有概念定义出错、概念含混、概念并列不

当等。

［错例］检察建议是提出进行纠正违法的

建议。

［评说］这是概念内涵界定错误的病句。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在第

１条明文规定了检察建议的概念：“检察建议是

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

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

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

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

诉讼法意义上的检察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对确有

错误的裁判，向同级原审法院提出纠正建议，通

过法院系统内部的监督程序纠正相关错误的一

种监督方式。原句可改为“检察建议是提出纠

正错误裁判的建议”。

［错例］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

依托……

［评说］这是同语反复的毛病。不能用“中

国传统文化”阐释“中国传统文化”。

类似的，“笔者以平衡计分卡理论为依据，

通过确定循环经济绩效评价体系，形成以均衡、

客观为出发点的进行循环经济绩效评价体系的

构建体系”。说“通过确定循环经济绩效评价

体系”构建“循环经济绩效评价体系”，显然犯

了同语反复的毛病。可改为“笔者以平衡计分

卡理论为依据，通过确定循环经济绩效评价体

系，形成以均衡、客观为出发点的循环经济绩效

评价方案”。

再如，“采取实行机动车限行、强化机动车

污染监控、全面淘汰黄标车、加快报废车辆回收

拆解等措施，强化机动车污染管控措施”，“采

取……措施”是手段，其目的就不能再是“措

·８７·



张福平：报刊编校中常见的文稿逻辑错误例析

施”了，后半句的中心语必须用其上位词才符

合逻辑，可改为“采取实行机动车限行、强化机

动车污染监控、全面淘汰黄标车、加快报废车辆

回收拆解等措施，强化机动车污染管控工作”。

［错例］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观念有

所滋长。

［评说］这是概念含混导致的病句。概念

是词语的思想内容。如果对概念的内涵、外延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并不清晰、明确，在概念选

取与指陈时就可能出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属概念，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种概念，二者不能合并使用，更不能将

属概念变成种概念的修饰语。根据语境，可改为

“非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所滋长”。

［错例］百年不遇的灌水灾害给辽宁城乡

农民兄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评说］这是不当地将小概念大用的病句。

水灾给城乡造成损失，农民兄弟只是城乡人民的

一部分，概念选取不当。可改为“百年不遇的灌

水灾害给辽宁城乡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错例］他发表省级以上论文１００余篇。

［评说］这是概念模糊导致的表达错误。

可改为“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１００

余篇”。

类似的，“他获得市级科研进步一等奖”，

概念错误。可改为“他获得市科技进步一

等奖”。

［错例］……与语义学、文化社会学、哲学、

语用学等边缘学科相结合。

［评说］这是概念模糊导致列举不当的病

句。概念列举就是把属概念包含的部分种概念

揭示出来，以说明属概念的部分外延。［３］５２边缘

学科是从基础学科延伸出来的一种学科类别，

而“哲学”这种经典学科显然不属于边缘学科

范畴，不能作为边缘学科的种概念来列举。

类似的，“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

园》《寒夜》”。这是列举中属种概念混杂的病

例。《春天里的秋天》《憩园》是中篇小说，《寒

夜》是长篇小说，不能混为一谈。可改为“中篇

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长篇小说

《寒夜》”。

再如，“明朝经济规模在当时可称世界第

一，无论是铸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纺

织、陶瓷、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享有盛誉”。

这是将属概念放入另一类种概念中列举造成的

病句。根据我国国民经济部门划分，建筑业和

工业同属第二产业，而重工业是工业的种概

念———重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

备、动力和原材料的基础工业，包括钢铁工业、

冶金工业、机械、能源（电力、石油、煤炭、天然

气等）、化学、建筑材料等工业；与重工业相对，

轻工业是指以提供生活消费品为主的工业，如

食品、纺织、皮革、造纸、日用化工、文教艺术体

育用品工业等———所以不能将“建筑”作为“重

工业”的种概念来列举。说“铸铁、造船、建筑

等重工业”是概念错误。

［错例］本研究着眼于经学、佛学、道家、玄

学和儒家思想在陶渊明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

作用。

［评说］这是不同范畴的概念不当并列、交

叉概念不当并列导致的病句。概念并列必须具

备以下条件：并列项是同性质或同类别的，如名

词性词语与名词性词语并列、动词性词语与动

词性词语并列、形容词性词语与形容词性词语

并列；同性质或同类别的词语所代表的概念范

围大小要一致，即大概念与大概念并列、小概念

与小概念并列；概念范围大小相同的词语分类

角度要一致，并列概念之间不能是交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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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不同层次的概念，或把具有交叉或种属

关系的概念并列使用，就犯了概念并列不当的

错误。该句的问题是：其一，“佛学、玄学和儒

家思想”跟“道家”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其二，

“经学”原本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

中国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特指阐释

儒家经典字面意义及其所蕴含义理的学问，通

称“十三经”，它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所以“经

学”跟“儒家思想”是两个交叉概念；此外，在表

述上还有个顺序不当的问题，从缘起上讲应依

次为儒学、道学、玄学、佛学（魏晋时期玄学如

日中天，当时的佛学还是依附于玄学来弘扬自

家教义的）。故该句可改为“本研究着眼于儒

学、道学、玄学和佛学在陶渊明成长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

类似的，“古希腊的、文艺复兴的、英国的、

法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文化等都在这里受到热

捧”。这也是不同范畴的概念不当并列。可改

为“古希腊的、近代欧洲文艺复兴的，以及现代

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文化等，都在这里

受到热捧”。

［错例］他们认为做好学生会、社会、班级、

学生党支部等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评说］这是不同层次概念不当并列导致

的病句。“社会”可以跟“学校”并列，但跟“学

生会、班级、学生党支部”不是同一层次的概

念，不宜夹杂其中、与之并列。可改为“他们认

为做好学生会、班级、学生党支部等校内工作，

并做好社会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错例］诗歌载道、文以载道、小说载道

……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载道文体。

［评说］这是种属概念并列不当的病句。

“文以载道”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由中

唐时期的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经宋代理学

家的阐释得以完善，意思是文章是为了说明道

理的。“文”为“道”服务不但成为历代散文的

准则，而且成为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此病句

语境中也多处说“文以载道”之“文”是“文学”，

而“文学”与“诗歌”“小说”是包含关系，所以

“文以载道”与“诗歌载道”“小说载道”不能并

列。可改为“诗歌载道、散文载道、小说载道

……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载道文体”。

类似的，“这些正在被个人电脑、公共场所

触摸屏、手机、移动终端以及ｉＰａｄ等代替”。手

机、ｉＰａｄ等都是移动终端，不能将有种属关系的

“移动终端”与“手机”“ｉＰａｄ”并列。可改为“这

些正在被个人电脑、公共场所触摸屏，以及手

机、ｉＰａｄ等移动终端代替”。

再如，“法院立案后迅速着手调查，很快查

明了案情及假电报的来龙去脉”。“案情”本身

就包括“假电报的来龙去脉”，二者为种属关

系，不能并列。可改为“法院立案后迅速着手

调查，很快查明了假电报的来龙去脉和其他涉

案情况”。

　　三、判断形式错误

判断是对事物表示肯定或否定的一种思维

形式。恰当的判断是准确表达思想的一个重要

条件，它是正确的内容与适当的形式相一致的

产物。判断既要合乎事实，又要考虑全面，判断

的前后对象要搭配，运用否定句不要引起混乱，

不能自相矛盾，不能有歧义，还要讲究分

寸。［４］３３－３５报刊编校中常见的文稿判断形式错

误，主要有简单判断结构项出错、多重否定失

当、前后不自洽、关联词与复合判断前后件关系

错乱等。

１．简单判断结构项出错

编校中常见的简单判断结构项出错，主要

有量项使用不当、关系判断的关系项不搭配、性

质判断的主项与宾项联系错误等。

［错例］本书是一套很好的职业教育教材。

［评说］这是量项使用不当造成的判断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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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本书”是个体，而“一套”是集合量项，判

断的主宾项单复数不一致。可改为“本书是一

部很好的职业教育教材”。

［错例］自杀率占患者人群的４％～１０６％。

［评说］这是关系判断的关系项不搭配造

成判断不成立的病句。在“占比”关系中，分别

作为分子和分母的两关系项“自杀率”与“患者

人群”不能发生类属关系，不能构成判断。可

改为“患者自杀率为４％～１０．６％”。

［错例］休息就是工作。

［评说］这是性质判断的宾项表达失误造

成判断不成立的病句。可改为“休息就是为了

更好地工作”。

类似的，“而‘獐’呢？是一种鹿，属野兽”。

獐是獐，鹿是鹿，二者不是同一种动物。可改为

“而‘獐’呢？是一种鹿科野兽”。

［错例］春菠菜是指于早春播种，春末夏初

收获的一种栽培方式。

［评说］这是性质判断的主项与宾项无法

联系造成判断不成立的病句。通过“是”把前

后两部分联系起来的性质判断，主、宾两部分要

有必然的联系。“春菠菜”显然不是“一种栽培

方式”，联系错误。可改为“春菠菜早春播种，

春末夏初收获”，或“春菠菜是指一种于早春播

种、春末夏初收获的菠菜品种”。

类似的，“原籍是河南省舞阳县侯集乡余

庄村人”。该句主项“原籍”是指某地方，而宾

项是“……村人”，二者不具有种属关系或同一

关系，不能构成判断。可改为“原籍是河南省

舞阳县侯集乡余庄村”。

但是，基于修辞上的省略法或“是”的特殊

用法，有些看似前后成分不能发生类属关系的

主宾项，其搭配并非不当，如“那时候时髦的年

轻人都是喇叭裤”，“我是两个孩子”。

２．多重否定失当

重复否定是用多个重复的否定词来表达否

定的意思，其作用是加强语气。三重否定或反问

式双重否定，最终是表示否定；而双重否定是用

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来表达肯定的语意。所谓多

重否定失当，主要是指否定词的重复出现或多次

出现造成表意失误、“避免”“防止”“杜绝”“忌”

等否定意向的词语误用造成表达失误，以及将否

定对象表述成肯定对象造成的表达失误等。

［错例］除了整体观照之外，还有一些著作

和论文将生平作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说］这是否定词重复出现所造成的否

定失误。“除了”与“之外”都表否定，保留其一

即可。可改为“除了整体观照，还有一些著作

和论文将其生平作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除整体观照之外，还有一些著作和论文将

其生平作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类似的，“这难免不停留于空洞的呼唤”。

“难免”就是不容易避免，加上“不”再次否定，

表意完全相反。可改为“这难免停留于空洞的

呼唤”。

［错例］在孩子眼里，世界是奇妙无穷的，

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充满着为什么。

［评说］这是否定意向的词语误用所造成

的表达失误。“无时无刻”表达的是否定，与句

意相反。可将“无时无刻”改为“时时刻刻”。

类似的，“在没有摆脱财务自由之前，现实

中的人还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该病句也属

于否定意向的词语误用所造成的表达失误。可

将“摆脱”改为“获得”。

［错例］该企业更新了部分先进的医疗

设备。

［评说］这是否定对象表述成肯定对象所

造成的表达失误。用有去除意向的谓语“更

新”接正向表述的宾语“先进的医疗设备”，意

思相左。可改为“该企业更新了部分陈旧的医

疗设备”，或“该企业换上了部分先进的医疗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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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前后不自洽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同一时间、同一条件

下，从同一方面，对同一事物，两个互相矛盾或

互相反对的思想不能都是真的。也就是说，一

个概念不能前面说是它，随后又说不是它；一个

命题不能一边肯定某一对象，另一边又肯定一

个与之相矛盾或相反的对象。思维和表述首尾

一贯，这是形式逻辑中矛盾律的要求。自己否

定自己，违反矛盾律要求而出现的逻辑错误，称

为“自相矛盾”。［４］８２比如，在表达相同或类似意

思，前后用的是相反或相对的词，相互抵触；把

表示对立数量的词用在同一类事物上，前后的

多、少不一致；把表示不同指向、不同程度、不同

时间、不同语气的词放在一起，有时也会造成矛

盾，不自洽。［５］编校中常见的前后不自洽主要有

意思自相矛盾，两面词前后不一致，以及数据、

时间前后不自洽等。

［错例］当年林县人民修建的红旗渠，是以

血肉之躯向巍巍大山挑战，１８９人血祭太行，战

胜了不可违抗的大自然的雄壮结果啊。

［评说］这是表意自相矛盾导致的逻辑错

误。该例句“战胜了不可违抗的大自然”自相

矛盾，既然“战胜”了，那就说明大自然不是“不

可违抗”的。

类似的，“以上是舞钢市森林公安局保护

森林资源、打击涉林违法犯罪的缩影，它充分展

示了该局保护生态环境的丰硕战果”。既然是

“缩影”，就不能“充分展示……丰硕成果”，逻

辑上不一致。

［错例］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四有”新人，是

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也是教

育战线的根本任务。

［评说］这是最常见的“是否（能否、有无）

……是……”两面词前后不一致的病句。有些

词汇仅有一面的意思，或是正面的（如“好”“顺

利”），或是反面的（如“坏”“不顺”），有些词汇

兼有正反两面的意思（如“是否”“多寡”），造句

时如果把一面性的词语跟两面性的词语搭配，

就会造成前后表意不对等。该句子前面用两面

词的选择形式（肯定＋否定），后面只用一面词

的唯一形式（肯定），前后不一致。为使前后意

思对应，可改为“培养出‘四有’新人，是关系到

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也是教育战线

的根本任务”。

［错例］我们要总结正反经验。

［评说］这是“二对一”的前后表意不一致，

“经验”为正面的，此句没有给出反面的宾词。

可改为“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

教训”。

［错例］这对乱倒垃圾起到了一定作用。

［评说］这是前置介词结构与后续表达意

思不一致造成的病句。理论上讲，“一定作用”

既包含“整治作用”，也包含“推波助澜作用”，

一般用作正向意义。这样，“一定作用”如果作

双向意思解读，则原句是“一对二”的前后意思

不对等；如果作单向正面解读，则原句是前负、

后正的表意不一。原文意指垃圾治理，可改为

“这对乱倒垃圾起到了一定整治作用”，或“这

对整治乱倒垃圾起到了一定作用”。

［错例］香港的环保团体环保触觉调查发

现，香港５份免费中文报纸发行量近３００万份，

推算出５天用纸量达２１８７吨，如果以１吨纸需

要１７棵树计算，便需砍伐３．７万棵树，１年则

需要砍伐近２００万棵树。

［评说］这是计算数据前后不自洽的逻辑

错误。按句子前半部分给的数据计算，１年需

要砍伐１７棵每吨×（２１８７吨／５天）×３６５天＝

２７１４０６７棵树，已超过２００万棵，而句子最后

说“近２００万棵树”，显然不耦合———如果是每

周用纸量达２１８７吨，则１年需要砍伐近２００万

棵树用于造纸。

［错例］白细胞减少与剂量有关，治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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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３～１２周出现，以１０～３０日最显著。

［评说］这是时间上前后不自洽的逻辑错

误。“１０～３０日”不全在“３～１２周”范围内，这

两个时间区间至少有一个是错的。

４．关联词及复合判断前后件关系错乱

复合判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在意义上有密

切联系的单句组合而成，其间通常用一些关联

词语来连接。作为连接分句、标明关系的词语，

关联词语多是用来标明抽象关系的，可以作为

某类复合判断的特定形式标志。比如，“虽然

……但是／却……”“尽管……还是／但是……”

“……却／然而／但是……”表转折关系，“如果／

倘若……就……”“要是……那么／就……”“即

便／即使……也……”“倘若……便……”表假

设关系，“一边……一边……”“一会儿……一

会儿……”“既……又……”“又……又……”

“一面……一面……”“有……有……”表并列

关系，“不仅……而且……”“不光……也……”

“不但……还……”表递进关系，“是……还

是……”“要么……要么……”“或者……或

者……”“与其……不如……”“宁可／宁愿……

也不／决不……”表选择关系，“因为……所

以……”“之所以……是因为……”“由于……

因此……”表因果关系，“先……再……”“首

先……接着……然后……再……又……”

“先……然后……”“接着……最后……”

“一……就……”表承接关系，“只要 ……

就……”“只有……才……”“无论／不论／不管／

任凭……都／还……”表条件关系。同一个句

子，运用不同的关联词，表达的意思不一样，造

句时究竟选用什么关联词，要根据表达的需要

而定。常见的有单个词语的关联词，也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词组成、成套使用、表特定语法关

系的关联词，其搭配是固定的，不能随意调换。

关联词应分别置于复句的两个分句之中；两个

分句用同一主语时，关联词语应在主语后边，主

语不同时，关联词语应在分句主语前面。该用

关联词的地方不能缺少关联词，有一部分配对

使用的关联词，可根据情况省略其中的前一个，

如“不但……而且……”可省去“不但”，“虽然

……但是”可省去“虽然”，但是一般不能省去

后一个的“而且”和“但是”；如果只用前一个关

联词语，而省去了后一个关联词语，句子间的关

系就会不明确，句子的意思便表达不清。编校

中常见的关联语及复合判断前后件关系错乱主

要有关联词位置不当、关联词不配套、关联词残

缺、关联词误加、关联不当等。

［错例］楚子越是使自己的事业和天地拓

展得越开阔，就不会回到农村老家。

［评说］这是关联词未能分别置于复句的

两个分句之中的病句。可改为“楚子越是使自

己的事业和天地拓展得开阔，就越不会回到农

村老家”。

［错例］这个王子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

不只是那种有一点儿本事的投机者，而是一个

旷世奇才。

［评说］这是关联词不配套造成关联不到

位的病句。该句将不相容的选言判断关联词

“不是……而是……”误为“不只是……而

是……”，从而造成关联不当。可改为“这个王

子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不是那种有一点儿本

事的投机者，而是一个旷世奇才”。

类似的，“只要有功法为基础，内外合一，

才能发挥出拳法的强大威力”。这是将表必要

条件关系的关联词“只有……才能……”误为

“只要有……才……”（“只要有……就……”表

充要条件关系）造成的关联错误。可改为“只

有以功法为基础，内外合一，才能发挥出拳法的

强大威力”。注意，不能采用“只要有……

就……”的关联形式，将必要条件改为充要条

件是不对的。

［错例］我不仅在校内的语文竞赛中屡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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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绩，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小学生作文比赛，曾

获得第二名的殊荣。

［评说］这是关联词不齐备造成前后关系

不明朗的例子。像“不仅……还（而且）……”

这种配对使用的关联词，可根据情况省略其中

的前一个“不但”，但不能省去后一个“还（而

且）”；否则句子间的关系就会不明确。可将句

子改为“我不仅在校内的语文竞赛中屡获佳

绩，还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小学生作文比赛，曾

获得第二名的殊荣”。

类似的，“虽然时间短，西服大王、省自强

模范马震声答应了他们”。这是表转折的配对

关联词“虽然……但是（可是）……”不当省略

后一个造成的病句。可改为“虽然时间短，可

西服大王、省自强模范马震声还是答应了

他们”。

［错例］……所以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的８０％，在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所

占比重１９９３年降至４１．１％。

［评说］这是多重复句内部关联词残缺造

成层次关系表达不清的病句。可改为“……所

以尽管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８０％，但在全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所占比重１９９３

年降至４１．１％”。

［错例］只有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厂

一定能在国企改革中作出较大贡献。

［评说］这是在简单判断中误加关联语致

使句子不伦不类的例子。该句本为简单判断，

因误加复合判断的关联词“只有”而不伦不类，

可将“只有”去掉。

［错例］这不仅给中外学界探索秦始皇陵

之谜注入了强劲动力。因此，也为秦始皇陵披

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评说］这是在递进关系中误加表因果关

系的关联词致使表意错乱的例子。可改为“这

不仅给中外学界探索秦始皇陵之谜注入了强劲

动力，也为秦始皇陵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类 似 的，“只 有 ……。惟 有 如 此，才

能……”句式也属于此类错误。“惟有如此”与

“只有……”语义重复，且使得“只有……才

能……”的顺畅关联断裂，前面的内容变成了

不完整的句子，所以可将“惟有如此”删除。

［错例］此次行动不仅保护了野生动物的

安全，而且维护了辖区生态链的完整。

［评说］这是滥将两方面内容用“不仅……

而且……”关联的表达错误。其实前后内容之

间是承继关系，不是递进关系。可改为“此次

行动保护了野生动物的安全，维护了辖区生态

链的完整”。

［错例］任何理论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因

为理论构建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要受到种

种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限制；与此同时，现实

却是千变万化的，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穷尽现实。

因此，任何理论都存在着应用限度，倡导联盟理

论也不例外。

［评说］这是将递进关系误为转折关系所

造成的病句。可改为“任何理论都难以做到尽

善尽美，因为理论构建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

要受到种种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限制；与此

同时，现实又是千变万化的，没有一种理论能够

穷尽现实。因此，任何理论都存在着应用限度，

倡导联盟理论也不例外”。

［错例］不能滑坡，更不能停顿。

［评说］这是递进关系前后颠倒所造成的病

句。递进关系是一层进一层的，讲究先后次序，

“滑坡”比“停顿”在表现程度上更进一步，要后

说才对。可改为“不能停顿，更不能滑坡”。

［错例］随着中国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不断

被媒体披露，越来越多的优质水源地在逐渐消

失，人们对饮用水的关注度空前提升。

［评说］这是因果无据的判断错误。可改

为“随着中国水污染的加重，越来越多的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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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逐渐消失，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不断被媒

体披露，人们对饮用水的关注度空前提升”，或

“随着中国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不断被媒体披

露，以及越来越多的优质水源地在逐渐消失，人

们对饮用水的关注度空前提升”，或“随着中国

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不断被媒体披露，越来越多

的优质水源地在逐渐消失的消息逐渐被曝光，

人们对饮用水的关注度空前提升”。

［错例］由于西医在近代的迅速崛起，中医

学显得萧条和滞后。

［评说］这是将对比关系误为因果关系所

造成的病句。可改为“相对于西医在近代的迅

速崛起，中医学显得萧条和滞后”。

［错例］只要我们兵是精的，将是强的，我

们就能创造出高速度。

［评说］这是将必要条件误为充要条件造

成的病句。可改为“只有我们兵是精的，将是

强的，我们才能创造出高速度”。

　　四、推理与论证错误

推理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导出

一个新的结论的思维过程。推理须遵循形式逻

辑提供的一套形式结构。任何一个推理都是由

已知判断、新的判断和一定的推理形式构成的。

推理中的已知判断叫前提，根据前提推出新的

判断叫结论。前提与结论的关系是理由与推

断、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要确保推理有效，必须

保证前提内容真实、推理形式正确。［３］１４４－１４８

论证就是用一个或一些真命题推导出另一

真命题的思维过程。任何论证都是由论题、论

据和论证方法三要素构成的。论题是要通过论

证确定其真实性的判断，它所要回答的是“论

证什么”的问题；论据是用来确定论题真实性

的判断，它是使论题成立并使人信服的理由或

根据，它所回答的是“用什么来论证”的问题；

论证方法是指论据与论题之间的联系方式，即

论证过程中所采用的推理形式，它所回答的是

“怎样用论据论证论题”的问题。推理是一种

重要的论证方法，它是结论的产婆。一个论证

过程可以只包含一个推理，也可以包含一系列

推理。论证必须遵守推理的规则，违背推理规

则的论证就是诡辩，其结论是不真实、不正

确的。［２］２３６－２３９

思维是人类大脑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

一种抽象概括活动。要正确地运用概念、作出

判断、进行推理与论证，必须按照一定的逻辑规

律进行，遵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

律、充足理由律，以及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质

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不犯逻辑错误，方

能正确认识事物、准确表达思想。编校中常见

的推理、论证错误主要有违反同一律、层次关系

错乱、论证不足、内容重复等。

１．违反同一律

在同一论断过程中，同一思想（概念、判

断、推理）要保持一致，一以贯之，这是正确思

维的基本条件。同一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之一，它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在同一意

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不能在不同意义上使用

概念和判断；要求同一立场和同一时空前提下，

思维对象同一、概念同一、判断同一。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如果不是在原来意义

上使用某个概念，而是把不同的概念混为一个

概念或者改换同一概念的含义，不保持概念内

涵和外延的确定和同一，就会犯混淆概念或偷

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如果不是在原来意义

上使用某个判断，而用另外的判断代替它，或者

在论证某个论题时，中途改变讨论的对象或论

述中心，就犯了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的

错误。［３］１１４－１１８

编校中常见的违反同一律的错误，主要有

所言对象、时空、立场、数据等前后不一致，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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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题、前后不照应等。

［错例］设任一对夫妇中之夫为 Ａ，妇小４

岁为Ｂ……

［评说］这是同一论证中概念分类角度不

同一的问题。“一对夫妇中之夫”跟“妇小 ４

岁”不是在同一分类角度上的两个对象，述说

中心中途改变，后者不再是在原来思维路径上

的对象。可改为“设任一对夫妇中之夫为Ａ，妇

为Ｂ（妇小夫４岁）……”。

类似的，“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

斯大林模式，以及随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和经历了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苏联这个超

级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带给人们无尽的思索”。

该句“从……到……”中“以及”连接的前后内

容不是一条思维路径上的概念；后面讲“崛起

与崩溃”，跟前面的“政策”“模式”也是不在一

条思维路径上的内容对象，并且“崛起与崩溃”

的过程是分阶段演进的，要有进一步的关联语

方能更明确地表达言说意图。可改为“从列宁

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斯大林模式，再到随后

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经历了苏联解体的

戈尔巴乔夫等推行的政策，苏联这个超级大国

崛起与崩溃的历史带给人们无尽的思索”。

［错例］该集团在管控总体思路的基础上，

逐渐构建了系统的人力资源管控体系，实现了

集团总部与下属子公司在人力资源战略协同和

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运作。……对于下属

子公司我们制定了子公司工资管理办法，实行

员工工资总量控制，给各子公司发放工资起到

指导作用。

［评说］这是叙述人称前后不一致、未能保

持概念的确定和同一导致的病句。该文阐述某

公司集团化转型中人力资源管控体系构建的做

法与经验，前文一直使用第三人称“该集团”，

其分述中却改成了第一人称“我们”（这是常见

的做软文广告时使用对象单位所提供的材料修

改不到位的表现），前后不一致。后句可改为

“……该集团制定了子公司工资管理办法，对

下属子公司实行员工工资总量控制，对各子公

司发放工资起到了指导作用”。

［错例］（《辣妈正传》中）元宝和明道争取

孙俪，但孙俪没有选明道，元宝到底是怎么逼走

明道完成逆袭的？

［评说］这是用现实人物姓名与影视角色

姓名混杂在一起讲述影视角色关系的病句。其

问题是未能保持思维对象、时空的确定和同一。

可改为：“（《辣妈正传》中）元宝（张译饰）和鲍

帅（明道饰）争取夏冰（孙俪饰），但夏冰没有选

鲍帅，元宝到底是怎么逼走鲍帅完成逆袭的？”

［错例］我在出国之前，一直在县文化馆工

作……在县文化局群艺馆就是歌舞演员。

［评说］这是所言处所前后不一致的问题。

“文化馆”和“文化局群艺馆”并非一个概念，前

后不一致。

［错例］洛、鏶两河流经城中，伊、洛、鏶、涧

（即谷水）尽为所用，水源极其丰富。洛水以北

主要靠谷水、鏶水、涧水、泄城渠、漕渠供水。

［评说］这是同时陈述多个对象时其相互

关系前后不一致的病句。句中“谷水”与“涧

水”前面是同一事物，后面是两并列事物，前后

不一致。

［错例］本次教育活动生动活泼，培养了幼

儿的爱国主义情怀，使爱国的种子在孩子幼小

的心灵中生根发芽。

［评说］这是所言时态前后不一致的问题。

既然后面说“使爱国的种子在孩子幼小的心灵

中生根发芽”（一般现在时），那么前面就不可

能是“培养了幼儿的爱国主义情怀”（完成时），

前后时态不一致。可改为“本次教育活动生动

活泼，旨在培养幼儿的爱国主义情怀，使爱国的

种子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或“本次

教育活动使爱国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灵中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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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类似的，“媒体的分析解读越专业，它们就

越有市场，也就进一步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越……就越……”是一般现在时，后面不

应接“也就进一步创造了”这种完成时用语。

可改为“媒体的分析解读越专业，它们就越有

市场，也就越有可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再如，“布热斯基预测：１９９２年美国国债已

达４万亿美元”。既然是预测，后面就不能“已

达”。可改为“布热斯基预测：１９９２年美国国债

将达４万亿美元”。

［错例］一个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一个

政党也好，其知名度、毁誉度和社会地位的高

低，取决于他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贡献的

大小。

［评说］这是对同一对象修饰感情色彩前

后不一致造成的病句。可改为“一个人也好，

一个单位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知名度、美誉

度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他对社会、对国

家、对人民贡献的大小”。

［错例］这次行动遭到市场管委会和安阳

市开发区个别领导的百般阻挠，并拿出“挡箭

牌”与执法人员理论，３００多商户也都关门溜

号，此举让这次大规模的执法检查行动

“卡壳”。

［评说］这是叙述对象来回跳跃造成思维

主线不能一以贯之的例子。句子开头的动作主

体是“这次执法检查行动”，“拿出‘挡箭牌’与

执法人员理论”的应该是“市场管委会和安阳

市开发区个别领导”，后面又出现“此举”作主

语，思维对象来回跳跃，不确定。可改为“这次

行动遭到市场管委会和安阳市开发区个别领导

的百般阻挠，他们还拿出‘挡箭牌’与执法人员

理论，３００多商户也都关门溜号，致使这次大规

模的执法检查行动‘卡壳’”。

类似的，“邵元克在戏曲上的天赋，如果加

以正确的引导和扶持，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天

地”。这也是思维对象不确定造成的病句，“邵

元克在戏曲上的天赋”与“邵元克”混为一谈。

可改为“邵元克在戏曲上很有天赋，如果得到正

确的引导和扶持，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

［错例］他最能刻画的就是变化发展的心

理：从原先那个单纯善良、小心翼翼的石小猛，

到后来凌厉老辣和无法愈合的伤痛，将一个让

人又爱又恨又心疼的凤凰男形象表现得很

惊艳。

［评说］这是叙述角度来回变换、思维主线

不能一以贯之造成的病句。冒号前后内容、“从

……到……”连接的前后内容均不在一条思维主

线上。可改为“他最能表现与刻画的就是发展变

化的人物及其心理：从石小猛原先的单纯善良、

小心翼翼，到后来的凌厉老辣和无法愈合的伤

痛，他都演绎得活灵活现，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

又心疼的凤凰男形象表现得很惊艳”。

［错例］国内政府在管理中责任文化也受

到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一书中就

要求提高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公民

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主体包括家庭、

学校、机关和社会各方面，其中学校是进行系统

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第一责任文化的重要地

位。责任文化作为高职学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构成要素，是区别于人才、学历、技术等传统要

素的另一种社会存在形式，其中相当一部分内

容又是高职院校长期发展中形成的重要无形资

产。第二，有具体的实施措施。制度文化是落

实责任的重要依据。

［评说］这是论证跑题、前后文关联不够、

违反同一律的例子。该段论题是“责任文化教

育”，但其从头到尾问题不断：（１）首句“国内政

府在管理中责任文化也受到重视”即语序不

当，喧宾夺主；（２）第二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一书中就要求提高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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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美德等公民道德素质”，没跟主题关联起

来；（３）接下来“教育是基础”及“其中学校是进

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没说出跟主

题的关系；（４）然后“第一责任文化的重要地

位。……第二，有具体的实施措施。……”莫

名其妙；（５）再下来“责任文化作为高职学生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区别于人才、学

历、技术等传统要素的另一种社会存在形式，其

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又是高职院校长期发展中形

成的重要无形资产”，前提与结果颠倒；（６）最

后“制度文化是落实责任的重要依据”，也没有

明确回应其跟主题“责任文化建设”的直接

关系。

围绕“责任文化教育”这一主题，该段落可

改为：“责任文化以其特别的重要性也受到政

府的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一书中要

求提高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公民道

德素质，责任文化建设就内涵其中。教育是基

础，教育的主体包括家庭、学校、机关和社会各

方面，其中学校是进行责任文化教育的重要阵

地。责任文化是区别于人才、学历、技术等传统

要素的另一种社会存在形式，培育学生的责任

文化，既是高职院校在长期发展中形成重要无

形资产的源泉，也是构建高职学生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组成。制度是落实责任的重要依据，建

设责任文化必须从制度建设抓起。”

［错例］某文章小标题“治本一：加快推进

供热供暖”，其下文：“工作目标：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底前平顶山市建成区内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２７４．４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６０％以

上。全市建成区范围内严禁新建燃煤锅炉，严

禁燃煤散烧。在未实现集中供热的区域应加快

集中供热管网延伸，优先发展集中供热，其余供

热管网无法覆盖区域，按照宜气则气、宜电则电

的原则，完成‘气代煤’‘电代煤’改造工程。”

［评说］这是由思维前后不同一而导致的

文题不符问题。因为本文并不是在讲“供热供

暖”问题，而是在讲“集中供热供暖”问题。小

标题应改为“加快推进集中供热供暖”。

类似的，某文章小标题“严防有法不依现

象，规范执法行为”，但其下文是：“规范执法主

体。……强化证据意识。……规范办案程

序。……”其标题跟后文也不照应，且标题的

前半句前后不搭配。可改为“规范执法，严防

有法不依”。

［错例］《省政协召开十一届十次主席会

议》一文的导语为：“省政协十一届十次主席会

议１月３日在郑州召开，研究关于召开省政协

十一届四次常委会议有关事宜。”但后文一半

篇幅说会议研究关于召开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

议的有关事宜。

［评说］这属于导语失偏类前后不照应问

题。可将导语改为：“省政协十一届十次主席

会议１月３日在郑州召开，研究关于召开省政

协十一届四次常委会议和召开省政协十一届二

次会议的有关事宜。”

类似的，有些学术论文的摘要往往存在因

表述要素不完整导致前后不照应的问题。比如

内文讲实验条件有五个，可是其摘要中只讲三

四个，就说会得到相应结果；还有的给出的数据

跟内文实验所得、结论总结不一致。这些均有

违同一律。

２．层次关系错乱

一篇文章要有一个主题思想。要明确地表

现主题，必须根据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合理安

排段落。哪些先说、哪些后说，哪些处于平等地

位、哪些处于从属地位，层次要清清楚楚，不能

杂乱无章。同样，一个段落要明确表达中心意

思，也必须合理安排句子，不能语无伦次。在一

个句群里，一般句子之间要有某种内在联系，或

有时间先后，或有因果联系，或有条件关系等。

如果在表达中不考虑时序，或因果无据，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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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或表关系的连词阴差阳错、张冠李戴，就

会出现层次关系错乱的问题。［６］

［错例］他对我们旗的每条道路、沟壑，散

布于近四千二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水井深度、

湖泊大小、水量多少、流经每户人家水流的粗细

情况，适宜高寒地带种植的各种农作物的生长

期和收成，畜牧业的原始形态和再生性发展，每

个聚居点的地理、历史、宗教、民族风俗，对山

地、丘陵、荒漠化草原、半荒漠化草原的每寸土

地所能生长的植物群落，对历史的、现实的各种

疑难问题，了如指掌。

［评说］这是多项并列成分列述混乱造成

的层次关系错乱。可将该句内容分地理、种植

和人文三个层次依次叙述，分别用一个介词

“对”引领：将“每个聚居点的地理、历史、宗教、

民族风俗”后移，与“历史的、现实的各种疑难

问题”放在一起，使种植类内容相对集中，可改

为“他对我们旗的每条道路、沟壑，散布于近四

千二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水井深度、湖泊大小、

水量多少、流经每户人家水流的粗细情况，对适

宜高寒地带种植的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期和收

成，畜牧业的原始形态和再生性发展，山地、丘

陵、荒漠化草原、半荒漠化草原的每寸土地所能

生长的植物群落，对每个聚居点的地理、历史、

宗教、民族风俗，以及历史的、现实的各种疑难

问题，了如指掌”。

［错例］愚公，一直居住在这片土地上，这

是对故乡的一种热爱，对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热

爱，年且九十，不离不弃。

［评说］这是因果混杂的层次关系错乱。

该句第一层次应是对愚公本身及其状况的交

代，第二层次是对其的评价。可改为“愚公，年

且九十，一直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不离不弃。这

是对故乡的一种热爱，对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热

爱”，或“愚公，一直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年且九

十，不离不弃。这是对故乡的一种热爱，对这片

土地上人民的热爱”。

［错例］这种责任不仅表现为科研人员在

科研活动中要自觉遵守伦理原则，对生命、环

境、基本人权和社会正义等表现出尊重、无害、

关怀，实现科技风险最小化，在科技实践中不仅

要求真与善，而且还要对人类负责；更重要的

是，科技管理决策者和有关管理部门要把控制

科技风险、保障科技朝着对人类有益的方向发

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评说］这是多层次逻辑关系错乱的例子。

该句表递进的内容分三部分，可用“……不仅

……而且……更重要的是……”关联，但第一

部分里的关联词“而且”缺失，而第二部分内部

非递进关系的分句之间又不恰当地使用了关联

词“……不仅……而且……”，层次关系错乱，

影响了思想的准确表达。可改为：“这种责任

不仅表现为科研人员在科研活动中要自觉遵守

伦理原则，对生命、环境、基本人权和社会正义

等表现出尊重、无害、关怀，实现科技风险最小

化；而且在科技实践中还要求真与善，对人类负

责；更重要的是，科技管理决策者和有关管理部

门要把控制科技风险、保障科技朝着对人类有

益的方向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３．论证不足

在认识的各种场合，经常需要确定某一判

断的真实性，为此，人们往往引用某个（或某

些）真实判断作为根据，从这个（或这些）判断

中推出所要确定的判断的真实性，这就是论证。

如果只有论题，而没有论据和论证，这个判断便

没有存在根据的说明，那么它就缺乏说服力。［７］

比如，某刊《论“三个代表”的科学精神》一

文的原稿第三部分谈到如何贯彻落实“三个代

表”思想，提出“第一，深化改革，健全法制，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下文谈的全是要

改革、要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对健全法制的阐述

就一句“经济管理体制仍保留着某些人治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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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痕迹”。这就使得上述论题在其下文中不能

完全找到依据，从而不能使人产生共识、认同其

观点。为使文章前后呼应，要在此句之后再加

一些诸如“尚未走上法制化轨道。法制建设是

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先行官和助推器。没有

相关法律保驾护航，改革的深化便会沦为一句

空话。因此，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从而有利于

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保障经济秩序和

社会秩序，促进改革开放”之类的内容。

４．内容重复

比如，某报刊文章，其“五、近代化市政设施

的发展”最后一段结语为“……将原来服务于帝

王的城市空间改造成服务于市民的空间，显示了

王权至尊性的意识形态向市民生活的重要性意

识形态的转变”，而“六、都市规划结构演变特

征”最后一段结语跟上一层一样，内容重复。

此外，有的新闻报道开头写某位领导“宣读

讲话”，结尾时又补缀他“出席会议”，显系重复。

综上，本文所谈到的这几类常见逻辑错误，

如果单从语法上看往往问题不明显，有时各语

法成分也齐全，但各成分之间的关联是错误的。

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在编校中需理性分析，仔

细判断，并运用相应的逻辑知识加以修改。唯

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编校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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