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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正确的标点符号组合使用中$不存在逗号和省略号连用的情况$句号和省略号组合使用只有'( )*+

一种情况$而且可以用省略号替代,句号和引号的组合使用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和引文来源的标注方式联系在一起

考虑(#个书名号或引号之间应该用顿号隔开$尽管基于美观考虑$字数较少时不顿开似乎更好看一些$因为字数多

少的标准很难统一$而且美观与否涉及价值判断$不适合作为一种对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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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标点符号的组合# 也即标点符号的连用#$是

指一个标点之后紧接着使用另一个标点%

E?F

& 在学术期

刊的编辑和校对过程中# 经常会碰到一些标点符号的

组合使用#比如句号和省略号'冒号和引号'引号和句

号'引号和括号'书名号和顿号等#对于其中任何一种

标点符号的单独使用#都不会引起太多争议#但一旦组

合起来#情况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在此#笔者以所供职

的(道德与文明)杂志为文本!参照#根据自己的一些日

常工作心得#谈一些个人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句号和省略号的组合使用

一般来说# 句号和省略号都可以表示一个完整句

子的结束#所以在一个句子中#句号和省略号一般不会

出现组合使用的情况& 句号和省略号的组合使用只会

在两个以上句子的连排中出现& 比如*

@('我们将灵魂的德性分为两种$ 一种是品格德

性$一种是理智德性(**我们前面说过灵魂有两个部

分///即把握规则或理性原则的部分和非理性部分(+

!"道德与文明0#&!&年第 +期第 #*页&

D(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

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密切关系(**因

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 +!1道德

与文明0#&!&年第 +期第 !#页&

上述两例句所代表的句号和省略号的组合使用常

常在需要引用别人的原话而又不是连续引用时出现&

笔者认为上述两例句中的句号和省略号的组合用法是

正确的#但如果改成如下情况则是错误的&

@E('我们将灵魂的德性分为两种$ 一种是品格德

性$一种是理智德性**(我们前面说过灵魂有两个部

分///即把握规则或理性原则的部分和非理性部分(+

DE(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

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密切关系**(因

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 +

这里容易出现异议的是# 此处两例句恰好是要省

略句号后面的内容#如果一句话没结束#就要省略#那

么 &和 G是否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如果一句话没结束

就要省略#也就是只引用半句话的情况#仍然不能采用

$,,& %这种标注方式& 试看如下例句*

8(康德说-'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

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

目的( +!1道德与文明0#&&'年第 .期第 .&页&

此处所引原文为*$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

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

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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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己还是其他有理性的东西! 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

作目的" #

!"#笔者认为!例句 $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 也

就是说!当引用半句话时!后面直接使用省略号即可!

如果在省略号后面再使用句号!就是标点符号的重复"

有人认为$如果省略的是一句话后半部分!且在省略号

之后还有引文!省略号之前的标点符号就要保留%

!%#

!也

就是认为例句 $应该按如下方式标注&

!"#康德说!"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

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 %%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

作目的& '

我们认为这样标注有画蛇添足之嫌! 不如直接使

用省略号简明清楚&这类似于一些学者所说的$多余%!

即$在可不用或不必用标点符号的地方!硬性地使用了

标点符号%

!&#

& 另外!例句 '()也可以仅仅使用省略号&

因此!可以总结起来说!不存在逗号和省略号组合使用

的情况!省略号和句号的组合使用!只有$& '(%一种

正确方式!而且可以用$((%来代替&

二!句号!引号的组合使用

句号和引号的组合使用中所存在的争议问题比较

复杂! 往往需要和引文来源的标注方式联系在一起考

虑& 下面举例说明之&

$#市场经济高扬的是这样一种"理性的自利'$即

"强调个人及其自由的重要性(把人的个人私利看作是

自然的和善的$是能够通过理性的引导$对个人和社会

都有利& '

%&'

)*道德与文明+()&)年第 *期第 &)页,

+#其实质是$-一切价值均以人为中心$即一切价

值都是由人体验的'(-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

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一切个人在某种

意义上说道义上是平等的'&

%,'

)*道德与文明+()&)年第

*期第 &&页,

以上两个句子在结尾处都出现了引号和句号的组

合使用情况! 如果不考虑引文来源序号的标注位置!笔

者认为例句 *是错误的!例句 +是正确的& 原因是!在这

两个句子中!句号都是属于整个句子的!而不是仅仅表示

引号中的句子成分的结束&所以!句号一定得在引号的后

面!才是准确的& 如果将引文来源序号的标注位置考虑

进去!那么例句 +也是错误的&例句 +中的上标!%#标注在

句号后面!说明整句话!包括开头的$其实质是%都是来

源于上标!%#所代表的引文出处& 但这里作者的意思很明

显的是要说明引号中的部分才是来源于上标!%#所代表的

引文出处&所以!例句 +中的句号要在上标!%#的后面才准

确& 这样!例句 *和 +要改成如下样式才是正确的&

$-.市场经济高扬的是这样一种-理性的自利'$即

-强调个人及其自由的重要性(把人的个人私利看作是

自然的和善的$是能够通过理性的引导$对个人和社会

都有利'

%&'

&

+-.其实质是$-一切价值均以人为中心$即一切价

值都是由人体验的'(-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

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一切个人在某种

意义上说道义上是平等的'

%,'

&

观察例句 *和 +可以发现二者有一个共同点!那

就是二者引号内的句子成分中没有表示结束的句号或

叹号和问号&如果引号内另有句号或叹号和问号!又当

另有处理& 试看下面的例子&

/.人被置于世界的中间$-为的是使你能够自由地发展

你自己和战胜你自己& 你可以堕落成为野兽$也可以再

生如神明& '

%*'

)*道德与文明+()&)年第 *期第 0)页,

例句 ,和 *(+的区别在于引号中间出现了句号!所

以例 ,末尾引号和句号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 刚才分

析例句 *(+得出的结论对 ,是不适用的& 笔者把例句 ,

的情况看成是例句 *(+的例外情况&

上面三个例子的引文来源采用的是文后注的格

式!也就是参考文献的具体来源放在文末!文中以相应

序号标注& 下面讨论文内注的例子&

1.-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善也')*周易.系辞上+,&

)*道德与文明+()&)年第 *期第 &0页,

2#孟子以-君子三乐'发展了儒家之乐$并用类比

的方式描述了-乐'的心理体验!-礼义之悦我心$犹刍

豢之悦我口')*孟子.公孙丑上+,& )*道德与文明+()&)

年第 *期第 33页,

4#只要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就立刻-若决江

河$ 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道德与文

明+()&)年第 *期第 33页,

例句 -(.(/ 中括号及括号内的内容所占据的位置

相当于例句 *(+中以上标格式显现的序号的位置!因

此! 可以按照例句 *(+的分析结论来类推这三句的正

误)-(.的标注方式是错误的!/是正确的&例句 -(.中的

句号应该占据最后一个下引号的前面的位置! 也就是

正确的样式应该如下所示&

1-#-继之者善也$成之者善也& ')*周易.系辞上+,

2-#孟子以-君子三乐'发展了儒家之乐$并用类比

的方式描述了-乐'的心理体验!-礼义之悦我心$犹刍

豢之悦我口& ')*孟子.公孙丑上+,

有些人坚持 -(.的标注是正确的! 理由是如果像

-0(.0那样标注容易引起读者误读!认为括号内的标注

所指的是下文的引文来源& 笔者认为这种理由是站不

住脚的!因为按照正常人的阅读习惯!不会产生那样的

误读*而且!如果按照此种逻辑反推!为了不引起歧义!

采用文后注的序号也得统统放在句尾句号的前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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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很荒谬&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 &和 2的区别'二

者采用不同的句号和引号的组合方式' 原因在于 &中

的冒号& 如果将冒号改成逗号'那么 &就是正确的'当

然这种改动不如改成 &M那样更合适&

三!顿号与书名号"引号#的组合使用

关于在两对书名号之间或两对引号之间是否使用

顿号顿开' 也是一个在日常编校工作中经常困扰编辑

的模糊问题& 下面亦举例谈谈笔者的看法&

!"在!法仪"#!尚贤"#!尚同"诸篇中$墨子都以圣王

与暴王对比$ 借以说明他立圣王之治的政治理想和价

值目标% &!道德与文明"#$$%年第 &期第 '(页'

)"既然道德并不根源于老庄所谓的性$那么老庄

所谓的(上善)#(上仁)#(至仁)等从何而来* &!道德与

文明"($$%年第 *期第 &*页'

+,二#(仁)#(义)#(智)#(信)核心范畴的内在对抗

&!道德与文明"($$%年第 &期第 -&页'

对于例句 <-U-7' 有人认为书名号之间和引号之间

的顿号是多余的'也就是正确的例句应该是(

!."在!法仪"!尚贤"!尚同"诸篇中$墨子都以圣王

与暴王对比$ 借以说明他立圣王之治的政治理想和价

值目标%

)."既然道德并不根源于老庄所谓的性$那么老庄

所谓的(上善)(上仁)(至仁)等从何而来*

+." 二#(仁)(义)(智)(信)核心范畴的内在对抗

笔者认为对于这种书名号和引号之内的内容比较

少的情况'例句 <-U-7和 <M-UM-7M都不应该算错'从美观角度

来看'例句 <M-UM-7M似乎更好一些& 但对于书名号和引号之

内的内容比较多的情况'一般来说'只有像 <-U-7那样组合

使用书名号或引号和顿号才是正确的& 试看如下例句(

/"春秋时期的(无道)情状$根源在于(礼乐征伐自

诸侯出)#(陪臣执国命)之类的僭礼现象++ &!道德

与文明"($$%年第 *期第 (*页'

0"老子讲的(少私寡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

莫大于欲得)$ 庄子讲的 (小人则以身殉利)#(丧己於

物)$均是针对人陷于物欲层次而言的%&!道德与文明"

($$%年第 *期第 &1页'

笔者认为例句 :-* 中引号之间的顿号不可以省

略& 如果省略则变成如下情形(

/."春秋时期的(无道)情状$根源在于(礼乐征伐

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之类的僭礼现象++

0."老子讲的(少私寡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

大于欲得)$庄子讲的(小人则以身殉利)(丧己於物)$

均是针对人陷于物欲层次而言的%

这样既不美观'读起来也不顺畅& 所以'总结起来'

笔者认为' 两个书名号或引号之间应该用顿号隔开'尽

管基于美观考虑' 字数较少时不顿开似乎更好看一些'

因为字数多少的标准很难统一'而且美观与否涉及价值

判断'不适合作为一种对错标准& 一个例外情况是'!引

号里面如果是独立的句子'而且有了句末点号'引号间

以不用顿号)或逗号*为好'用了可能显得很难看%

WKX

"

注释$

!本文关于标点符号组合用法的观点属于作者一己之

言$不代表!道德与文明"杂志的使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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