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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中的注释：
一个出版社编辑的视角

◎ 童根兴 

摘要：注释有很长的演进历史，有着重要的学术功能，是学术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内学术界对学术论文中

的注释的定义、分类和著录规则有了很好的讨论，但对学术著作中的注释讨论仍然很不全面。本文讨论了中文学术著作

中注释的基本类型。在编校出版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以及建议改进的措施，对于规范学术著作注释的编辑出版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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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第 4 期《音乐研究》刊发了一篇文章，讨论

了音乐学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几个问题，其中涉及注释时，

作者提到：1987 年第 4 期的《音乐研究》所刊载的论文，

不同文章的注释，有五种不同的做法，分别是“采用夹

注”“采用脚注”“采用篇末注”“夹注与篇末注并用”“不

加注”[1]。经过多年的探讨，多方的对话，以及 GB/T 7714 

的不断完善和应用，在期刊论文的写作和编辑出版方面，

尽管专业学术期刊和学报之间仍然存在差异，但同种期刊

内部此类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反而在学术著作这块，

1988 年在学术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时有体现。2012

年 9 月，原新闻出版总署针对学术著作的出版发出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强调引文、注释、

参考文献、索引是学术著作的必备要件。这个文件的颁布，

意味着对于学术规范的讨论从学界、期刊界、期刊评价界

开始扩展到学术图书出版界。这应当说是中国学术图书出

版界的一次集体自觉和自醒。此后，《GB/T 7714—2015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发布，《CY/T 121—2015 

学术出版规范 注释》制定，各出版社也纷纷针对自己的实

践制定了相关文件。但时至今日，针对本土原创学术出版，

我们仍然不能确定无误地说，当前的学术著作出版中，对

注释的理解和处理已经达成共识。不像期刊编辑部，学术

著作出版机构要面对不同学科、不同语种、不同类型出版

物（比如专著、文集、译著、研究报告等），从现实角度

出发，我们无法用一个标准对不同作者、不同学科、不同

语言的注释进行统一要求，只能在认真学习执行相关标准

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同类出版物内部形成优化统一

的体系 [2]。这是一种比较现实可行的操作。在达到这个目

标之前，需要有一个成体系的学术著作注释框架，以便图

书作者、编辑大致掌握注释的全貌，更加灵活、严肃和规

范地处理学术出版物中的注释，进一步推动学术著作写作

和编辑出版过程中注释的规范化，推动学术图书编辑出版

质量的提升。

一、注释：一个物种的简史

在中外学术界，注释都有着漫长的历史，它是历

代学者在长期的文献著述和研究过程中创造、丰富和

完善的一种文体形式，拥有着漫长的进化链条。中国

古代的注释，是一种专门的学问，重在释经，前后有

“传”“注”“疏”“笺”“解诂”等不同的称呼。这些

不同类型的注释起着注明诠释的作用，使得文献能够跨越

时间和空间、跨越新旧时代文字、跨越方言习俗而沟通交

流，传承利用 [3]。西方也存在这样一种形式的文体，主要

[1] 杨沫.我国音乐学学术文论写作中的几个问题[J].音乐研究，1988（4）：67.

[2] 在针对注释的讨论中，意见纷纭，有强调统一采用GB/T 7714的，也有强调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采用某一种学术注释体系就可

以。后者参见任东来《学术注释规范与国家权力——再与周祥森先生讨论》（《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第53-56页）、陈云豪《注引传

统与学术规范浅谈——几种注释标准之比较》（《云梦学刊》2011年第1期，第34-37页）、何朝晖《英语学术界的若干论著体例及其启示——

对建立中文学术规范体系的思考》（《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年第4期，第83-87页）。

[3] 曲静涛.注释文献的形式、功用及研究意义[J].中国索引，2013（3）：4-6.

DOI:10.19393/j.cnki.cn11-1537/g2.2020.0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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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阐释圣经 [4]。现代学术著作中的注释虽然也承担着补

充阐释的作用，但稍有不同。现代学术著作中的注释主要

源于西方，其主要产生时代已经不可考，有论者认为，它

诞生于 12 世纪、17 世纪、18 世纪，乃至 19 世纪，都不

乏有力的证据证明。但多数情况下，研究注释的人认为，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和认可的注释及其形式，具有鲜明的现

代性，是伴随着现代世界的形成而逐步成型的。自然科学

的发展，使得精确和实证成为量度知识的标尺。人文社会

科学也受到影响，开始注重实证、理性和逻辑，而不仅仅

依赖过去的辩论、阐释和言说 [5]。通常认为，注释是在 19

世纪，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大学中获得并巩固

自身的地位，并得以精确表达 [6]。我们所看到那个时候及

其后续德国学者的著作中，注释成为一个明显的标志。在

历史学中，兰克的写作开启了实证史学研究的开端，认为

对于古代的材料以及注释也要加以辨识，这推动了史学研

究的进一步拓展 [7]，形成了关于注释的自觉意识。如果没

有脚注，史学论题可能受人称赞也可能被人憎恶，但却无

法被证实或者证伪。在社会学领域，从一开始，无论是马

克思、涂尔干、韦伯等，所撰写的著作中都充满了大量的

注释，用以解释相关论点的背景、资料的来源和解释框架，

增强论证的说服力。在注释逐步成为学术论著中具有合法

和必然地位的事物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实验性的、讽刺性

的文本出现。比如，就曾出现注释篇幅长于正文的写作文

本 [8]。但不管如何，注释在不断演变过程中，获得了在学

术作品中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一点：没有注释的

作品，不能称为规范意义上的学术作品，在人文社会科学

中尤其如此。

二、学术著作为何需要注释？

学术著作是研究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学者体系

化、专门性研究成果的载体。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

科学从来不是个人的事业，它是一项集体工作，注释明确

并规范了单个人研究及其成果进入学术共同体的方式，是

尊重和保护独创性的产物。默顿就认为： 注释所明确的

优先权之争并不是人类天性或学者个人自我中心主义的

表现，而是学科建制的规范产物，科学建制把独创性定义

为最高价值 。[9]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注释自产生以来也存在不少争议，

对于普通读者以及非专业读者而言，脚注、尾注、夹注等

以及各种各样的辅助说明，不仅损坏了阅读的流畅性，破

坏了排版的美观，而且增加了写作、生产和传播的成本。

注释本身也容易产生各种错误，比如作者姓名、年份、出

版社、拼写、引文页码等，都容易出错。

但无论如何，学术共同体内部所产生的共识是， 引文、

注释与参考文献的体制化对于激励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它

在根本上体现着学术发表的公正性，而这种公正性大大促

进了知识的进步。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注释，起到了自然科

学研究中科研数据的类似作用，使得研究可以追溯，使得

论点、数据、资料有迹可循，并大致上可以复用。

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注释都已经成为学术研究成果

或隐或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术作品的重要标志，也

是其区别于一般出版物的重要特征。无论是学术图书还是

学术期刊，其出版机构都对注释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规范。

三、学术出版物中注释的定义及分类

简单而言，注释是指对作品中的某些内容所作的说

明 [10]。某些内容可以是作者、作品、字、词、词组、句

子甚至段落，也可以是表格、插图或者表格、插图中的

一些项目，甚至也可以是注释本身。说明既包括对正文

中相关内容的补充、解释、进一步澄清，也包括交代正

文中相关概念、论点、句子等出处的信息。也就是说，

按照提供的信息类型来分，注释可以分为说明注（content 

[4] 杨昌勇.学术论著注释和索引的规范与功能[J].中国社会科学，2002（2）：195.

[5] 蔺亚琼.学术规范的互文性研究——以 “引文与注释规范”为分析对象[J].高等教育管理，2010（5）：15-16.

[6][7] 安东尼·格拉芙敦.脚注趣史[M].张弢，王春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137.

[8] 比如拉贝纳在1743年发表了《辛克马尔·冯·雷普柯夫没有正文的注释》，这篇文章通篇都是由脚注构成的。脚注当时成为一种时髦

现象，从而引发关注、讽刺和批评。“脚注显然成为了成名之路，甚至也成就了那些名不副实的人”。参见安东尼·格拉芙敦.脚注趣史[M].张

弢，王春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59.

[9]默顿.科学社会学[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69.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行业标准 学术出版规范 注释》（CY/T 121—2015)，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01-29发布。笔者是此规

范的起草人之一，这里补充和扩展了一些规范中未能进一步阐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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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直译为“内容注”）和引文注 (source note，直译为“出

处注”)[11]。说明注的职责是对正文中相关内容进行解释、

校订、补充和扩展 [12]。引文注则是标明正文中引文、思想

和观点的出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为了表示该部分内容

已经获得许可。在现代学术作品中，引文注最具实质性内

容，被称为真正的注释。引文注是参考文献的一种，与参

考文献（reference）有对应之处，与参考书目（bibliography）

有交叉，但也存在一些不同。

有注释，必然有加注之人。对作品加以注释可以有不

同的主体，既可以是本部作品的创作者，也可以是作品在

出版和传播过程中涉及的其他人，比如主编、译者、校者

等。一般意义上而言，注释可以分为作者注和他人注。作

者注是作者本人所加的注释，他人注是作者之外的人所加

的注释。 

注释由于所处作品中位置不同，分为脚注，即位于本

页页末的注释，也称为页下注；尾注，即位于文章、章节、

书稿文末的注释；边注，也称旁注，是置于版心一侧的注

释，一般是作者或读者在著作出版后的读书心得、批语、

订误、校文和音注等文字，因其重要，著作再版时按照批

注的位置编排在书页边的空白处；图注，即针对图或者图

中某一内容所做的注释；表注，即针对表格或者表格中某

个事项所做的注释；夹注，即位于行文中的注释，用括号

括住，有时候也称为“括注”，夹注既可以出现在正文中，

也可以出现在其他任何类注释中。

综合注者、注释内容、注释所处位置，关于注释的分

类和组合可以如图 1 和表 1 所示。

按照图 1 所示的相应分类方式，我们可以将实际中可

能存在的注释分类为：引文性脚注、引文性尾注、引文性

夹注（分别可位于尾注、脚注、边注、图注、表注中）、

引文性边注、引文性图注、引文性表注、说明性脚注、说

明性尾注、说明性夹注（分别可位于尾注、脚注、边注、

图注、表注中）、说明性边注、说明性图注、说明性表注

等多种组合。这几种类型既可以是作者所加，也可以是作

者之外的其他人所加；引文注和说明注也可以在同一条注

释中。

由于分类太多，表 1 仅仅列举出概况，读者可以细致

体会。加入语言维度之后，注释类型又有所增加，在写作

和编辑过程中，也需要注意语言所导致的不规范现象（见

示例 1）。

示例 1：  

 2. 为 了 界 定 什 么 样 的 国 家 才 能 承 担 起 这 样 的 任

务， 学 者 又 进 一 步 提 出 了“ 嵌 入 性 自 主”（embedded 

autonomy）和“约束性自主”（bounded autonomy）等概

念（Evens，1995；Zhao and Hall，1994）。 

5. Anita Chan， “Labor Relations in Foreign-

Funded Ventures”， in Greg O’ Leary (ed.) Adjusting to 

Capitalism，Armonk： M.E.Sharpe，1998，pp.122-149. 

1998 年在广州市工联的一次访谈中，组织的一位基层负责
图 1  注释的分类维度及类别

[11]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ixth edition，2009，pp.37.

[12] 在单篇文章中，说明注也包括在文题页脚注中呈现的标题注释和作者注释。这两种注释的注码一般采用星号，区别于其他出现在脚注

中的注释的注码。因而，也有论者在讨论学术论文注释类型的时候，将注释分为标题注释、作者注释、释义性注释和引文出处注释四种。参见

杨昌勇《学术论著注释和索引的规范与功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95页。

表 1  注释类型穷举

注释类型拆解I：单一型

1.出处注+脚注 7.内容注+尾注
13.出处注+夹注

+尾注
19.内容注+夹注

+尾注

2.出处注+尾注 8.内容注+边注
14.出处注+夹注

+边注
20.内容注+夹注

+边注

3.出处注+边注 9.内容注+图注
15.出处注+夹注

+图注
21.内容注+夹注

+图注

4.出处注+图注 10.内容注+边注
16.出处注+夹注

+表注
22.内容注+夹注

+表注

5.出处注+表注
11.出处注+夹注

+正文
17.内容注+夹注

+正文

6.内容注+脚注
12.出处注+夹注

+脚注
18.内容注+夹注

+脚注

注释类型拆解II：复合型

出处+内容+位置会形成更多关系，同时产生更多规则性的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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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透露，广州非国有企业的真实联合率是 78%。他认为新

闻界和学界偏低的估计是因为基数中包含了那些已经签约

但还没有真正投资的工程。

示例 1 中注释 2 可以是尾注，也可以是脚注，注释行

文中包含夹注，三个夹注中两个是说明注，一个是引文注。

而注释 5 中是引文注和说明注的混合，其中引文注是英文，

说明注是中文，两段文字之间用的是英文点号。注释 2 涉

及括号和引号的位置、括号和句号的位置等问题。

四、引文注的分类

引文注之所以被称为具有实质意义的注释，是因为

它是学术研究可复制的重要基础，也是梳理学术脉络以及

进行学术传承的重要机制。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学

科、语言以及国别的不同，不同类型的引文注释机制被开

发出来。引文注包含文献的基本信息，是参考文献的一种

表达方式，但在位置、标注方式、著录格式上区别于我们

俗称的单独成部分、以附录形式呈现的参考文献 / 书目。

在引文注的分类中，国际标准 ISO 690《参考文献和引文

信息指南》推荐了三种类型的体例，包括著者 - 日期体例

（Name and date system），很多文献中也称著者 - 年份体

例（Author-date system），这是在哈佛体例的基础上总结

而来的；编号体例（Numeric system），也称为顺序编码

制，是在温哥华体例的基础上提炼而来；行文注释（running 

notes），是在牛津体例的基础上演变而来。每种体例下，

ISO 690 推荐了两种具体的著录格式。

为节省篇幅，这里仅呈现其中一种编号体例的例子 [13]。

示例 2：

文中引用（Citation in text）

The notion of an invisible college has been explored 

in the sciences26.Its absence among historians is noted by 

Stieg13 p.556.It may be， as Burchard8 points out， that they 

have no assistants， or are reluctant to delegate27，28. 

The notion of an invisible college has been explored in 

the sciences（26）.Its absence among historians is noted by 

Stieg （13 p.556）.It may be， as Burchard（8）points out， 

that they have no assistants， or are reluctant to delegate（27，

28）.

参考文献（References）

8. BURCHARD， J.E. How humanists use a library. 

In： C.F.J. OVERHAGE and J.R.HARMAN， eds. 

Intrex： Report on a planning conference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experiments .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3 

Sept.1965，pp.41-87.

在国际标准的框架下，各学科和出版社在实践过程

中形成了自己的引文注体例，有些出版社根据学科的不

同，给各个学科的出版物提供了不同的参考文献以及注释

体例。比如斯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针

对不同学科的特点，至少提供了 6 种文献注释体例 [14]。

国内较为常用的有中国的 GB/T 7714，英语世界较为流行

的有《芝加哥手册：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美国

心理学会出版手册》、《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写作手册》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以及专门

针对英美法系法律文献的《蓝皮书：统一引用体系》（The 

Bluebook： A Uniform Citation System，Cambridge， Mass.：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 1991)）[15]。 据 估 计， 全

世界关于引文注的体例有 3000 多种。这里仅列举几个关

于引文注具体著录格式，以及引文注和参考文献些许差异

的例子（见下页表 2）。

五、注释的原则

一部学术作品选择何种注释，有多种影响因素，其中

最主要的是两种：一是本学科的惯例，二是发表刊物或者

出版社的要求。本学科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有着路

径依赖的影响，后来者只有在遵循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改进，

[13] 具体可参见ISO 690，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bibliographic references and citation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third 

edition，2010-06-15.

[14] 斯普林格的通用手册至少提供了基本体例（Springer Basic Style）、温哥华体例（Springer Vancouver Style）、数学物理体例（Springer 

MathPhys Style）、物理学体例（Springer Physics Style）、社会心理学体例（Springer SocPsych Style）、人文学科体例（Springer Humanities Style）。

[15] 《GB/T 7714—2015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是中国发布的推荐性国家标准，有顺序编码制和著者出版年制两种形式，在参考

文献的著录符号方面有特殊要求。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the essential guide for writers，editors and publishers（16th edi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中译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芝加哥手册：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 ），提供了Notes-bibliography system和Author-

date system两种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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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学科自身的风格，这对于学科的交流也有着便利的影

响。刊物或者出版机构基于各学科惯例、出版实践、传播

便捷以及成本考量，而选择不同的注释方式。但在如此多

种注释存在的情况下，从稿件形成的角度而言，以下原则

是需要认真思考和遵守的。

1. 一致性

学术作品是一个系统整体，注释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

件。除了与正文相协调外，注释本身也有一致性的要求。

简单而言，注释不能太凌乱，尤其是引文注的选择和使用

上，只应有一种体例形式。当选择了著者 - 出版年制时，

就不应同时使用选择顺序编码或者注释 - 编号制。当采用

芝加哥手册的著者 - 出版年制的注释体例时，就不应混用

APA 体例。不同引文注包含的要件也应一致，中外文体例

之间也应协调一致。虽说这属于常识，但在中文日常学术

写作和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不一致的案例，

从而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处理。

一致性也要求注释的文体应与正文保持衔接和一致。

如果说文后参考文献出于排序和检索的需要，英文姓名可

以姓在前、名在后，可以采用不同的著录符号，但注释是

与正文紧密衔接的，其行文、相关符号应当与正文保持一

致，即应当使用人们习惯的“名 - 姓”顺序以及标点符号。

2. 可读性

注释与正文风格衔接、大体一致也是可读性的要求。

另外，作品的传播，也建立在一定的可读性基础上。注释

体系要尽量保障学术阅读的流畅性，至少不应阻碍文字通

达和观点流畅表达。或者说，注释要与行文契合，尽量避

免打断正常行文，保障读者的阅读体验。阅读视觉上的流

畅感与文字编排也有很大的关系。注释作为正文的附属要

件，在确保规范性、可理解性、准确性的基础上，要保障

文字的通达性。 

3. 必要性和相关性

必要性和相关性要求尽量避免信息的冗余。学术作

品的阅读者，一般都有相关专业背景，除非提供的内容必

不可少，否则不宜过多加注。注释内容的必要性也与时代

变迁相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刚开始大量译介国外

作品的时候，译者往往加了很多作品中涉及人物的个人信

息，以便于不通晓外文的作者的理解，但现在，随着网络

通信技术、语言学习等相关性技能的提升，此类加注变得

已无必要。注释的内容也要与被注内容紧密相关，不可偏

离行文论述的主旨。

4. 准确性和完整性

注释本身的错误、片面、遗漏等会削弱正文阐释的

可信度，降低读者对学术论证以及作者本人的信赖，也降

低了文献的价值，因而引文注的各项信息应当准确完整，

不可有讹误，这是基本的要求。对于各种注释体例要求提

供的要件，需要提供准确的信息，注释本身也不应断章取

义，提供给读者片面的信息。

六、目前学术著作出版中

关于注释的几个问题

在当下的中文学术出版环境中，学术图书在形式上

包括以章节为构成单位的学术专著、以学术文章为构成单

位的文集（包括单个作者的论文集、多个作者的合集、多

个作者的研究报告等）、引进版的翻译作品等。这些学术

著作都是依照一定的学科背景形成的，也面对着不同的读

者市场。因学术著作的构成形式、叙述语言、学科背景、

读者市场等的区别，编辑面对注释时，需要更加细致审慎，

表 2  各类引文注具体著录格式示例

顺序-编码制

GB/T 7714-2015

[1] [25]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广西自然保护区[M].北京：中
国林业出版社，1993. 
[6] BAKER S K. JACKSON M E. The future of resource sharing 
[M]. New York：The Haworth Press，1995.

注释-编号制

Chicago Manual 

脚注：⑤Geoffrey C. Ward and Ken Burns， The War： An 
Intimate History，1941-1945 （New York：Knopf，
2007），pp. 52-53.
参考文献：Ward，Geoffrey C. and Ken Burns. The War：An 
Intimate History，1941-1945. New York：Knopf，2007. 

人民/商务/三联

1脚注：②管健：《身份污名与认同融合——城市代际移民
的社会表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
页。 
参考文献：管健：《身份污名与认同融合——城市代际移民
的社会表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著者-出版年制

GB/T 7714-2015 

文内：The notion of an invisible college has been explored in the 
sciences（Crane 1972）221 
文后：CRANE D. 1972. Invisible college[M].Chicago：Univ.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Manual 
文内： （Pollan 2006：25）
文后：Pollan， Michael. 2006. The Omnivore’s Dilemma：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 New York：Penguin. 

APA 

文内：(Haney & Wiener， 2004， p.114) 
文后：Haney，C.， & Wiener，R. L. （Eds.）.（2004）. 
Capital punish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Special issue]. 
Psychology，Public Policy， and Law，10（4）. 

MLA 

文内：The aesthetic and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of jazz underwent 
considerable scrutiny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Anderson 7）.
文后： Anderson， Iain. This is Our Music： Free Jazz， the 
Sixties，and American Culture.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2007. Print. The Arts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Mod. 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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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相关原则。

1. 作者注和他人注中的问题

绝大部分学术作品的注释都为原创者即作者所加，

但在主编、翻译、注解相关作品的情况下，作品注释的来

源有可能是除原创者之外的其他人，这种情况下，就需要

对注释的来源进行说明，以示区分。基本原则如下。

（1）若一部作品有多位作者并各自加注，应作统一

说明。

（2）著作中有他人加注，无论多少，都应加以说明。

说明方式应全书统一。

（3）对其他人加注说明的方式是在他人所加注文结

束的标点后加破折号和注释者。注释者后不加点号。如

“——编者”“——译者” “——校订者” “——修订者”。

（4）著作中他人注较多而作者注较少时，可对作者

注进行说明。如，“——原注”“——作者”。

（5）可采用将注释放在不同的位置来区分不同来源

的注释。比如在翻译作品中，将原作者注统一排成尾注，

将译者所加的注释编排为脚注。加注者较多的情况下，可

以在注释之后加上注者名字以示区分。

比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

版）》中译本的注释来源于原作者马克斯·韦伯、英译者

卡尔伯格、中译者赵立玮等，全书正文内容 121 页，注释

152 页，作品全部采用尾注来处理注释，在每个后加的注

释后加上注者名字，从而有所区分（见示例 3）。

示例 3：

9. 这个术语（指经院哲学。——中译者）指的是

1000 － 1500 年间主要的神学和哲学学说。这些学说一方

面植根于基督教奠基者的权威，另一方面植根于亚里士多

德及其解释者的权威。[ 斯蒂芬·卡尔伯格注 ]

10. 卡 尔 伯 格 译 本 对 这 句 话 的 翻 译（Dwell in the 

land， and nourish yourself in a respectable manner） 与

帕 森 斯 译 本 的 翻 译（Dwell in the land， and feed on his 

faithfulness， p.208）有很大差异；从此处上下文以及我们

采用的“和合本”译文看，帕森斯的译文显然更为准确。

[ 中译者注 ] 

2. 脚注、尾注的选择问题

选择脚注还是选择尾注，是学术作品经常面临的问

题。主要原则是要考虑读者阅读的便利性以及与作品风格

的恰切性。两种选择都各有优缺点。

第一，脚注与正文联系紧密，便于阅读和查阅，但

如果脚注较多或者较长而无法在当页全部显示，会带来阅

读不便。与此同时，脚注中如果同种出处注较多，会带来

排版空间的浪费。

第二，使用尾注时，正文阅读比较顺畅，会节省排

版空间，但不方便读者查阅特定的注释。

综而言之，一部优秀的出版物都会考虑到注释的多

寡和所编排的位置对读者阅读的影响，会采用相应的处

理方式。比如近年来市场上影响较大的品牌“甲骨文”，

由于作品较为适合大众阅读，将大量的注释编排在全书之

后，处理为尾注，同时尽量减少夹注中的英文释义，这会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阅读体验。当然，在变动原著注释编排

方式，或者增加译者注释时，应统一进行说明。

3. 夹注

夹注在近年的作品中增加的趋势非常迅猛。夹注可

以处于学术图书中的任何位置，既可以是说明性的，也

可以是引文性的，还可以两者都是。夹注的使用中比如

注文用圆括号括起、紧跟被注文字、注文与被注事项之间

的标点符合惯例学界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这里不

再赘述 [16]。这里仅强调编辑出版实践中在夹注事项上需

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1）夹注的篇幅经常较短，不宜占据较大篇幅从而

割裂正文行文。如果夹注占据篇幅较多，有可能割裂连贯

的叙述，且影响阅读，此时应将夹注处理为脚注或者尾注。

当然，如果夹注确有较大篇幅甚至几个段落与正文

叙述紧密相关，不宜处理为脚注或者尾注，也不可以处理

为正文，则注文的一个自然段或几个自然段都用一对括号

标明起止。在现代学术著作中，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17]。

 （2）夹注的存在除了必要之外，也应考虑到行文的

简洁性和阅读的流畅性。在适合于大众阅读的作品中，或

者被注事项较为常见，可以省略或者将夹注处理为统一说

明性文字。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作品中有过多不必要的注

释，会影响阅读体验。比如在下面的例子中，三行文字出

现了几个大众熟知的英文名字夹注，无论在排版的美观

上，还是在阅读的体验上，都受到一定影响。

[16][17] 汪继祥.科学出版社编辑作者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45-14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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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

冷 战 中 美 国 权 力 渗 透 到 世 界， 同 时 英 国 的 影 响

力节节下降，这一术语淡出使用，通常被“美国佬”

（Yankee）取代。但当美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她的继任者领导下更坚定、更自信、更明确

地与美国结盟，陈旧术语卷土重来……

（3）注文的字体字号，一般跟行文相同，也可以与

行文不同，比如可以小或轻于行文文字。在引文注大量出

现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调整版面，或者在节选引文信息，

或者在字体字号方面有所调整，并且编排不宜过于舒朗。

下面这段文字，引文注字号调整之后，就比字号与正文同

等大小较好。

示例 5：

笔者在本章将会结合自己所参与的研究项目来介绍

几个跨文化心理学领域新出现的研究主题，包括对中国、

西欧以及美国文化下的决策风格与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

究（Roets，Schwartz，& Guan，2012）、中国大学生以及葡萄

牙大学生高峰体验的文化差异研究（Ho，Chen，Hoffman，

Guan，Iversen，in press），关于人性观的跨文化研究（Bain，

Vaes，Haslam，Kashima，& Guan，2012），关于面临灾难性事

件时的乐观性研究（Ji，Zhang，Usborne，& Guan，2004），并

探讨未来研究的方向。

（4）书名、目录、文章标题、层级标题以及摘要中

不宜有夹注。这些内容都是总览性文字，应以简洁、凝练

为主，可在正文对其中蕴含的意思做出相应说明。近年来，

对于一些从国外引介来的概念，作者经常加以外文夹注。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在正文中予以解释为宜。摘要不仅不

宜出现说明性注释，也不宜出现引文性注释。读者可以明

显看出示例 6 的注释不仅不符合注释规范，也不符合写作

规范。

示例 6：

……

3. 教育服务契约关系说（胡林龙，2002：61）

随着教育“消费”观念的兴起，……

4. 教育法律关系说（劳凯声，2002）

依常理，高校与大学生之间之所以会发生法律关

系……

（5）说明性的夹注不应重复，不宜产生冗余信息。

注释是作品的外来物，起着辅助说明学术脉络和学术观点

的作用，应尽量保持精炼，不应过多打断行文和作者的意

思表达。在目前的学术著作出版实践中，一般不会存在说

明性脚注或者说明性尾注重复的现象，但说明性的夹注重

复的现象经常存在，并且由于其跟引文性夹注夹杂在一起，

导致编辑无从应对。事实上，文字的简洁和凝练，以及信

息的非冗余性都是行文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对于针对特

定名词的说明性的外文夹注，只应在特定名词首次出现时

标示，该名词再次出现时可以省略。同一行句子中，同样

的信息不宜出现两次。示例 7 中画线部分可以删除。

示例 7：

对于族群性（ethnicity），各国学者们曾经采用了不

同的分类并使用了不同的术语，反映出他们所研究的对象

具有不同的参考群体、地理位置和时代周期。正如格德沙

尔德（Calvin  Goldscherder）所指出的那样，“族群性的表述，

其意义和形式随时代而变化” （Goldscherder， 1978：2）。

马斯特（R. H. Mast）认为“族群性的定义依赖于在特定

时间和地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状况”（Mast，1974：

63）。与苏联、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地区研究族群问题的

学者相比，美国学者更加关注国内的种族和族群问题，对

于族群性（ethnicity）有自己不同的定义，在实地调查中

所强调的方面也有所不同，例如对不同代际移民的认同意

识变迁的分析。

（6）注释与行文契合，消除冗余信息。对于这种目标，

学术界和编辑出版界已经发展出了很多处理方法，这里仅

列举几例，供大家参考讨论。比如针对引用某位作者作品

的时候，可以有示例 8 的三种表达方式，文后对应参考文

献的信息是一致的。

示例 8：

有一种自由，是在此生中学做一个陌生的人（李猛，

1999）。

李猛（1999）指出，有一种自由，是在此生中学做一

个陌生的人。

李猛在 1999 年的作品中指出，有一种自由，是在此

生中学做一个陌生的人。

另外，为了避免引用作者的数量众多影响阅读时，比

如一部作品有三个、四个和五个作者，首次出现时，无论

在夹注还是在正文中，都应当全部列出，再次出现时，可

以只列出首个作者，而用“等”（et al.）表示其他作者。

比如示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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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9：

 (Smith， Rubick， Jones， & Malcolm， 1995) 

……

Smith 等 (1995) 认为……

(Smith et al.， 1995)

APA 提出，如果一部作品有六个以上作者时，首次出

现可以只列出第一位作者，其他用“等”（et al.）代替 [18]。 

示例 10：

Peffer et al. (1997) 认为 .……

(Peffer et al.， 1997)

与此同时，在夹注中，作为外文的作者信息，仅需列

出作者的姓，不必姓与名全部列出。

示例 11：

正如亨廷顿提出当今世界的许多政治、军事冲突实则

来自文明之冲突（塞缪尔·亨廷顿，1999），通过比较进

而相互认识、理解，消弭偏见和误解，这是考古学作为人

文学科的现实责任。

可以修改为：

正如亨廷顿（1999）提出当今世界的许多政治、军事

冲突实则来自文明之冲突，通过比较进而相互认识、理解，

消弭偏见和误解，这是考古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现实责任。

或者

当今世界的许多政治、军事冲突实则来自文明之冲突

（亨廷顿，1999），通过比较进而相互认识、理解，消弭

偏见和误解，这是考古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现实责任。

4. 说明注、引文注和夹注混合使用且涉及多种语言

注释会存在注中注的情形，会有说明注、引文注、夹

注同时存在于同一部分行文中的情况，并因与外文文献交

错而产生中外文多种语言并存的现象。在这个时候，一是

要处理好说明性注释和引文性注释之间的连贯问题，二是

要处理好多种语言之间的连贯衔接问题，即处理好标点符

号的对接问题。

示例 12：

这篇论文只是针对中国城市产业工人的状况，而

不涉及农村乡镇 / 村庄企业工人。对于后者的讨论，可

见 Sally Sargeson， Reworking China’s Proletaria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9; 以 及 Minchuan Yang， 

“Reshaping Peasant Culture and Community，” Modern 

China， vol.20(2)， 1994， pp. 157-179；熊瑞梅：《性别、

个人网络与社会资本》，边燕杰、涂肇庆、苏耀昌主编

《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我们的建议是一个注释中有多项文献信息，各条文献

之间用分号隔开。如果注释中仅标注英文文献，则使用英

文标点。若注释中中英文文献夹杂使用，但凡一句话中存

在中文字符，则句末标点采用中文句号。

当然也有编辑和作者表示，应采用就近原则，即标点

临近何种语言，采用何种语言的标点符号。在这个方面没

有形成统一定规，全书统一即可，以不影响所提供信息的

准确性为宜。

在注释规范化进程中，说明注和引文注混杂作注并不

利于文献引证分析，这一需求推动了说明注和引文注分列

的趋势 [19]。有几种做法，目前国内有些杂志将说明性注释

和引文性注释分开，将引文注以参考文献标示，顺序 - 编

码制很大程度上采用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无法回避说明

注中出现引文注这种注中注的情形。另外一种较为可行的

做法就是采用作者 - 年份制，这就将说明注和文后参考文

献（reference）完全区分开，这是一种比较可行的解决两

种类型注释单列、便于文献分析的做法。

5. 译著中的说明性注释

在国内的学术翻译界和出版界，对于英文的翻译，有

一条基本达成的共识，即英文的引文性注释可不必翻译，

以便于读者查找英文原文信息，但一般要求翻译说明性注

释。并且建议翻译与引文性注释一起使用的说明性文字，

这些说明性文字包括 see，see also， cf.,  e.g. 等。比如

示例 13：

关于科学在何时变成“西方的”相关分析，参见

Chakrabarti，Western Science in Modern India，pp.4-9。

马克·哈里森认为医学是在 16 世纪通过与国家、人道

主义观念以及全球商业的联系逐渐取得现代形式。参见

Mark Harrison，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1500 to the 

Present Day（Cambridge，2004），pp.2-5。

[18]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ixth edition，2009，pp.174-175.

[19] 杨昌勇.学术论著注释和索引的规范与功能[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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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注

学术著作表格有自明性或独立性的要求，即读者不阅

读正文内容，也能理解表格自身所要表达的意思。在数字

出版环境下，作为一项重要的出版内容，对表格的自明性

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数据的准确表达之外，注释作为表

明表格来源、内容来源的要件，也是展示表格及其数据可

信度的重要部件。

表注也有引文性表注和说明性表注的区分，但也有单

独的分类维度，通常分为如下类别。

（1）资料来源注（source notes）：注明整个表格资料、

数据的来源以及表格本身的出处。注释起始文字为“资料

来源”。

（2）全表注（general note）： 其他对表格整体情况

的说明，比如对数据处理的说明。注释的起始文字为“注：”。

（3）具体内容注（specific note）：是对表格中特定行、

列以及单元格中数据的说明。

（4）概率注（probability note）： 仅适用于需要标

明 统 计 显 著 性 的 表 格。 通 常 的 标 注 方 式 是：*p<0.05，  
**p<0.01， ***p<0.001。如果需要标注出双尾检验还是单尾

检验，则标注方式为：*p<0.05，双尾检验；**p<0.01，双

尾检验。如果在同一张表格中同时需要注明单尾检验和双

尾检验，则标注符号可用其他替代：*p<0.05，双尾检验；
**p<0.01，双尾检验；tp<0.05，单尾检验；ttp<0.01，单尾检验。

概率注这部分，在现有的社会科学著作中比较混乱，即使

一本书中前后标注也有不同的格式，因而需要编辑和作者

进一步注意。

表注的内容一般排在表格的左下方，有时候也可以排

在表格最后一行的备注栏内；通常按照“资料来源”“全

表注”“具体内容注”“概率注”的顺序编排（见图 2）；

对于某个特定注释，注释符号通常用星号（*  **）、数字

（  1  2）、小写字母（比如，a，b，c）或者其他符号表示。

采用何种方式，应当视表格中的内容而定，但无论采取何

种方式，都应该全书统一。排序的原则是从左到右、从上

到下，起始点是表格的左上角。

7. 图注

插图已经在学术图书中大量使用，尤其在数字环境中，

插图的自明性和授权应引起编辑和作者的高度重视。而图

注作为重要的表明图片信息的内容，理应引起重视。图注

是指对图片的文字说明， 包括特定注释、图例和出处注三

类。目前比较容易疏漏的是出处注（credit line），即表明

授权的相关文字。这些文字可以直接以圆括号括住，直接

附在图名后，也可以位于特定注释下方，以“来源：”引领。

作者使用图片时应交代图片的来源，比如是否作者自

制、引自他人、基于其他人的图片调整和修改。如果一部

作品中的图片都是作者自己制作或拍摄的，则基本上统一

做说明即可，如果作者有两人或者多人，或者有来源于他

人的插图，则应当对图片的来源做相关说明。

引自他人的插图应当获得原作者的授权，并标明出处

信息，比如作者名、作品名、出版社信息以及出版日期以

及引用页码。

七、结语

注释是学术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图书出版专

业化的过程中，对于注释的理解和规范是一个重要维度。

注释有其漫长的演变历史，这种演变本身构成了学术发展

的一部分。注释因学科、文化、语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类

别，这种差异增加了注释的复杂度和学术出版机构以及编

辑处理的难度。中国出版界对于学术论文中的注释讨论较

为广泛，有着多年的历史，但对学术著作中注释的

讨论仍然不全面。学术图书中的注释也更加复杂，

更加难以用一种体例形式来实现大一统，只能在大

的框架下面进行学科内部、出版形态内部的统一。

本文对注释的类别以及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梳

理和说明，在内容的覆盖和细节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后续研究可以在相关框架下进行细化，从而促进学

术出版的专业化，保障学术出版高质量的发展。

（作者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社

会科学院大学）图 2  表格中的注释

表 5.2   个体层面变量均值、标准和相关系数矩阵（n=260）

资料来源：刘松博《后英雄式领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注：本次调查共涉及 80 个 R & D 团队，回收后剔除信息不完整的问卷，有效员工问卷共 260 份

和领导问卷共 70 份，
a 性别：（1）男，（2）女；b 教育程度：（1）大专或大专以下，（2）本科，（3）硕士，（4）博士。

**p ＜ 0.01，*p ＜ 0.05。

变量

1. 性别 a

2. 年龄

3. 学历 b

4. 员工创造力

5. 权力距离

均值

1.23

28.32

2.21

3.52

2.68

标准差

0.43

0.62

0.79

0.85

1.11

1

-0.04

-0.02

-0.07

0.01

2

0.36**

-0.11

0.19**

3

-0.10

0.13*

4

-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