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守护语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守护语林>>

13位ISBN编号：9787208066267

10位ISBN编号：7208066264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金文明

页数：2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守护语林>>

内容概要

德国语言学家史莱赫尔说，语言是一棵大树。
他认为语言是有自己的生命的。
我国散文家秦牧先生则把语言比喻为一座森林，生机勃发，气象万千。
他在脍炙人口的《艺海拾贝》之后，又写出了一本语言随笔：《语林采英》。
金文明先生看来是认同这些比喻的，他把自己的新作命名为“守护语林 ”。
不过，第一次见到这四个字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它留给我的印象如果用一个词来
形容，那这个词便是：悲壮。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出现过三次语言文字混乱现象。
第一次是在建国初期，大量工农干部走上政治舞台，但他们毕竟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语文生活
中出现了一些“不可容忍的混乱现象”。
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
斗争》。
第二次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语文生活随着政治生活一起出现了激烈的动荡，“中华民族一些美好的语
言传统遭到了破坏与践踏”：文字书写不讲规范，语言暴力横行无忌。
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语言的“伤痕”才逐渐愈合。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三次语文混乱之中，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大面积的混乱：错别字泛滥成灾，语言
使用随心所欲，语言的“游戏规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面对着“昨夜西风凋碧树”留下的一地狼藉，金文明先生发出了内心的呼喊：守护语林！
这该有多大的勇气和决心！
它表现的是一种文化的良知，承担的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这四个字是庄严的承诺，每一个字都力重千钧。
     金先生是一位勇者，更是一位智者。
他的大勇是建筑在大智的基础上的。
他曾经做过老师，以后的几十年则以编辑为业。
要欣赏荷马，必须把自己提高到荷马的高度；同样，编辑要驾驭书稿，也要具备和作者对话的能力。
金先生正是这样一位称职的编辑。
他把每一次的审稿实践都当作是一个研究过程。
为了准确地判断书稿，他钻研了训诂学、音韵学、版本目录学，以及职官典章、舆地方志、金石碑刻
等有关的知识，成了一位典型的学者型的编辑。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金先生不仅有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且有严谨的编辑态度。
当他偶然听到一位专家批评某编辑不知道元遗山就是元好问时，立即引以为戒，精心搜集资料，编制
了一份《唐宋作家姓名字号生卒年表》，供自己审稿时查检使用。
此表长达2.5米，唐宋名家悉数搜罗在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正是因为付出了这样的心血，金先生对书稿能作高屋建瓴的把握，对其中的语言文字差错，特别是文
史知识差错，具有特殊的职业敏感。
现在，上海正在筹建出版博物馆，我想在此郑重建议，金先生制作的这张表，可作为藏品收入。
此表不仅展示了金文明个人的编辑态度，更折射出一代出版人的文化精神。
     我曾经想，以金先生的学术功底，如果在大学里任教，那肯定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他的
货真价实的学问，会让那些空头大师汗颜；如果在研究所里做学问，那肯定是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
凭借他的钻研精神和文化眼光，一定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金先生在业余时间完成的《金石录校正》《中华古汉语字典》，已足以证明他在学术上的开拓能力。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学养深厚的专家，却是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尽心尽力地做着编辑工作。
不少大型文化工程如《辞海》《汉语大词典》等，都有金先生付出的心血。
这是中国出版的幸事，也是中国文化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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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包括金先生在内的一批编辑高手，中国出版写下了新的辉煌的篇章。
今天，金先生又以极大的热忱，关注语言文字的运用，成了一位真诚的语林守护者。
收入本书的文章，也许只是一字一词的探讨，但言之有物，见解独到，材料详尽，分析透彻。
没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很难达到这种境界。
随着语林守护者的队伍不断壮大，第三次语文混乱，一定能早日结束。
     文化需要延续，语林需要守护。
在读完本书以后，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向金文明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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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文明，编审。
上海市人。
1936年生。
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
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1996年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
现任上海新闻出版局特聘图书质量检查组审读专家、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
委。
 早年酷爱古典诗词，曾师从著名词学前辈胡云翼先生，终身服膺其严禁治学的精神。
中年转攻《春秋左氏传》，兼及音韵训诂之学，于清代朴学中高邮王氏父子、桐城马瑞辰、瑞安孙诒
让诸家尤致意焉。
现代文学则散文、话剧、传记、诗歌、小说无所不窥，尤喜关系民瘼、切中时弊之杂文，近贤佳作，
讽诵殆遍，独推鲁迅先生为第一圣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主要著述有《金石录校证》、《语林拾得》、《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中差错百例老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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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啄木声声  辨词析义    是“瓢饮”还是“壶浆”？
    谈“鸡口牛后”    “志学”怎能称“晚年”？
    说“臭”字    “供璧”应作“拱璧”    “碧落黄泉”是什么意思？
    “致仁”不是获得官职    今日又见“白肚皮”    莫名奇妙的怪词    “籍籍” “无名”拉郎配    让人糊
涂的“陬尔”    “如聆謦欬”是什么意思？
  辨音正读    “仁者乐山”的“乐”究竟该怎么读？
    “鸟人”“鸟事”的“鸟”不读niǎo    “陈寅恪”的“恪”应当怎么读？
    “王莘”的“莘”该读什么音？
    “嬷嬷”为什么读作mó mo？
    “鬓毛衰”的“衰”不宜读cuī    《永遇乐》的“乐”读yuè吗？
    “种”作姓时怎么读？
    引书纠错    引用古人诗文，不能张冠李戴    孔子这句话应当怎么理解？
    王濬何曾下扬州    东关西关 何事何时    “太史”和“太子”，不是一码事词语探源  不要给俗语乱编
出典  ——读潘启雯《“乱七八糟”的来历》  “狼狈”二源试探  “首当其冲”的释义和语源考辨  关
于“黄猫黑猫”  “上海”何由称“海上”？
  从“射柳”到“穿杨”  “韦编三绝”一枝独秀小考  说“侃”  从“深更半夜”谈起  “名副其实”和
“名符其实”  “何首乌”是怎样得名的？
  “守望相助”的新生  也谈“寿比南山”的由来  再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炎黄子孙”的说法是
怎么来的？
文史杂考  “执著”还是“执着”？
  “触詟”应是“触龙”  标点本《史记》中的一个错字？
  也说《天方夜谭》为何用“谭”  “ 丘”与“丘”“邱”之辨  唐朝为何一度以“载”代“年”？
  如何辨别戍戌戊  古代帝王的谥号  “毛之将附”和《四书改错》  县名“爱辉”今何在？
  夔是坏人吗？
  《醉翁亭记》“射者中”解  试释《桃花源记》的一个疑点  朱自清记错一个人  “歌器”是什么东西
？
  谁说只有三足鼎  何首乌让头发变黑还是变白？
  苏轼生在公元哪一年？
  诸葛亮跟莱阳搭什么界？
  张冠李戴说“三川”  孟子的母亲姓“倪”吗？
  王磐何曾注《通鉴》  陕西状元知多少  孔子卒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大文化思考”不能离开基本的
史实——关于孟效所处的年代  西汉国史馆里能看到甲骨文吗？
  王妹妹何来李哥哥？
  秦二世是被李斯杀掉的吗？
  乾隆是历史上第二个实行内禅的皇帝吗？
  孔门两弟子，如何成四人？
  羊祜怎么成了汉、晋两朝的宰相？
  雷峰塔异名小考  对新编历史人名大词典的一点建议争鸣求是  白璧微瑕说《管锥》——谈《管锥编》
 也谈“左券”和“右券”  “剑及履及”不能用吗？
  “芾”字的读音  “痛心疾首”再辨  也说“终于”  “籁”在古代可以指声音  由“宁馨”“落霞”的
解释引起的讨论  关于香港咬文嚼字前辈容若先生的论辩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守护语林>>

编辑推荐

　　“志学”怎能称“晚年”？
“鬓毛衰”的“衰”不宜读cuī？
“何首乌”是怎样得名的？
也说《天方夜谭》为何用“谭”？
诸葛亮跟莱阳搭什么界？
乾隆是历史上第二个实行内禅的皇帝吗？
孔门两弟子，如何成四人？
⋯⋯《守护语林》收入关于语言文字的文章近80篇，言之有物，见解独到，材料详尽，分析透彻，具
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是“瓢饮”还是“壶浆”？
“仁者乐山”的“乐”究竟该怎么读？
王濬何曾下扬州？
“上海”何由称“海上”？
“炎黄子孙”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何首乌让头发变黑还是变白？
⋯⋯本书为“世纪论语丛书”中的一本，由“ 啄木声声”、“词语探源”、“文史杂考”、“争鸣求
是”四部分近80篇短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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