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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套书里的文章，选之于《咬文嚼字》。
根据读者的提议，名之为“典藏书系”。
　　不过，说句实话，《咬文嚼字》不是用来藏的。
它自创刊以来，便一路冲冲杀杀，一会儿向名家“开炮”，一会儿为城市“洗脸”，一会儿叫板“春
晚”，一会儿检查商标，“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哪里有差错就“咬”到哪里。
翻开《咬文嚼字》合订本，出现在你面前的，大都是短兵相接的镜头。
说得好听一点，这是干预生活，有的放矢；说得不好听一点，那就成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一
点系统。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就是这样一本拉拉杂杂的小刊物，一亮相就获得了满堂彩；创刊十几年来
，读者热情不减，宠爱有加，好评“涛声依旧”。
它不但出版单行本，还出版合订本，产品线在逐渐延伸。
当今图书市场面临严峻挑战，《咬文嚼字》合订本却成了“热点”“亮点”，成了书市的常青树，有
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为了阅读的便利，读者又提出了分类出版精选本的要求，于是，我们有了“典藏”的编选计划。
　　是的，是读者发现《咬文嚼字》不仅能“立竿见影”，解决眼前的问题，还有重新阅读的价值。
记得德国历史学家维特克说过，时间犹如筛子，它能筛尽一切渣滓。
《咬文嚼字》是经得起筛的。
在读者的提示下，编辑《咬文嚼字》的人，也在重新审视《咬文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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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词语，是语言海洋中跳跃的精灵。
它们就像生生不息的海潮，随着潮起潮落，云定云飞，展示的是大海永不停息的脉动！
眺望语言的大海，人们脑海里也有波翻浪叠：是“想象”还是“想像”？
是“执著”还是“执着”？
是“备受欢迎”还是“倍受欢迎”？
是“明日黄花”还是“昨日黄花”？
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向着我们打来。
来吧，让我们立上潮头，一起来捕捉语词流变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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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异形词“隐君子”还是“瘾君子”？
“身份”还是“身分”？
“惟一”还是“唯一”？
“想象”还是“想像”？
“杀手锏”还是“撒手锏”？
“执著”还是“执着”？
“终身教育”还是“终生教育”“做客”和“作客”有区别吗“年轻”等同于“年青”吗？
词形变异何为“秘籍”“备受欢迎”还是“倍受欢迎”？
“入闱”还是“入围”？
“昨日黄花”对吗？
“综合症”行不行？
“埋单”还是“买单”？
“三部曲”还是“三步曲”？
“不瘟不火”能否写作“不温不火”？
“文身”可以写成“纹身”吗？
“精典案例”错不错？
词义变异“黑名单”可以这样用吗？
“问鼎”是夺冠吗？
“三甲”可否用作“前三名”？
“空穴来风”怎样用？
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的酷热对吗？
“美轮美奂”能否用于建筑物以外的对象？
“染指冠军”可以说吗？
“伸出橄榄枝”能表示邀请吗？
“首当其冲”能当作“首先”用吗？
形义易混词“惊爆”还是“惊曝”？
“期间”能单独用作状语吗？
“登陆网站”还是“登录网站”？
“拷问历史”还是“考问历史”？
营、赢、盈：花落谁家？
“制定”和“制订”如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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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异形词　　“隐君子”还是“瘾君子”？
　　应是“隐君子”　　我查阅了九种辞书，均收有“隐君子”词条，而没有“瘾君子”一词。
电脑字库里提供的也是“隐君子”。
对于“隐君子”的解释，大多有两义：一、隐士；二、借指吸毒成瘾的人。
如《辞海》的解释是：“隐士。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隐君子也。
’‘隐’与‘瘾’谐音，常借以嘲讽有鸦片烟瘾的人。
”　　正如辞书所说，因“隐”与“瘾”二字谐音，有人就借用“隐君子”这个词来嘲讽那些吸食大
烟成瘾的人，这是一种调侃、讥讽的说法。
有些书报刊把“隐君子”印成“瘾君子”，我认为那是一种想当然的误用，是不了解这个词的出典造
成的。
但并不是所有书都用错的，比如母国政《一个现代女性与窦尔墩的会晤》：“她真是一个隐君子，而
且吸得很凶一一深深吸到气管里，再徐徐吐出来。
”用的就是“隐君子”而非“瘾君子”。
（陈鹤翔）　　可以并行不悖　　“隐君子”与“瘾君子”的基本含义相同，但使用价值有差异，因
而可以并行不悖，不宜从词形规范角度去讨论孰是孰非。
称吸食毒品、香烟上瘾的人为“隐君子”，修辞色彩浓厚一点，调侃的意味比较强；而称呼这类人为
“瘾君子”，语义则更加显豁。
汉语里类似的情况还有，比如“逃之天天”与“桃之天天”的关系。
《诗经·周南·桃夭》有两句诗：“桃之天天，灼灼其华。
”其中的“桃之天天”形容桃树枝叶繁茂，桃花盛开；后来因为“桃”“逃”谐音而诙谐地指称逃走
。
明张景《飞丸记·代女捐生》：“老爷吩咐杀他，我生怕他桃之天天，悄悄张他进去，轻轻把锁连牵
。
”后人又改“桃”为“逃”，写作“逃之天天”。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蔡瑞虹忍辱报仇》：“到后觉道声息不好，立脚不住，就悄地逃之天天。
”“隐君子”写成“瘾君子”正与此相类。
（若木）　　何必多拐道弯　　“瘾君子”字形很形象，一看就能联想到一种病态现象；从词义上看
，“瘾”本来就有“烟瘾、毒瘾”的说法，引申出一个“瘾君子”，当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隐君子”（隐居的人）通过谐音再引申为“瘾君子”，反而多拐了一道弯，不如直接写作“瘾君
子”。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
既然这个“瘾君子”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这么用，且有其构词的内在理据，就应当加以认可。
决定语言是否合理的，不是某一两个语言学家、某一两本辞书，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
（吴早先）　　辞书已收“瘾君子”　　有人说辞书未收“瘾君子”，这是就《辞源》《辞海》《现
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来说的；如果我们扩大一下搜寻范围，就会发觉事买并非如此。
　　据我所见，张拱贵主编的《汉语委婉语词典》（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既收了
“隐君子”，也收了“瘾君子”。
韩明安主编的《汉语新词语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张艳华编的《现代汉语常用口
语词典》（济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德春主编的《新惯用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
出版）等都只收“瘾君子”而没收“隐君子”。
另一些词典如施宝义等编的（《汉语惯用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年）、周培兴主编
的《汉语惯用语新解》（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虽然没有把“瘾君子”收为词条，却
在“隐君子”的释义中承认了“瘾君子”的存在。
（陈昌来）　　应该一分为二　　“隐君子”原来是一身而二任，既指隐居的高人，也指吸毒或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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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者。
自从“瘾君子”问世后，“隐君子”完全可以一分为二，这样两者含义确定，而又不失“幽他一默”
的修辞效果。
我曾搜索过新浪网新闻标题，共得“瘾君子”95条，“隐君子”3条，如此巨大的反差，已能充分说明
：群众已经接受并且十分乐于用“瘾君子”。
令人奇怪的倒是工具书。
《现代汉语词典》，至今只提“隐君子”而无视“瘾君子”的大量存在，未免有点缺乏群众观点吧。
（吴利君）　　几个用例　　吸毒或抽烟成瘾的人，《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常
用辞书几乎都称为“隐君子”，但语言实际运用中几乎都称为“瘾君子”。
例如：　　①旁近之瘾君子，纷至沓来，日不暇给。
（《清稗类钞·讥讽类·呼吸相通》）　　②瘾君子还是不可一日无此君。
（《吸烟》，见《梁实秋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③即非瘾君子而登临斯土，包你
亦乐而忘倦。
（羽翎《重庆的烟哥》，见《吾乡风情》342页，上海书店）　　④他前几年和梨园界来往密切，随着
几位瘾君子，染过芙蓉癖。
（宗璞《南渡记》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⑤其友人陈先生为一瘾君子。
（徐铸成《报人六十年》151页，学林出版社）　　⑥让瘾君子断瘾是一件更困难也更重要的工作。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录》第二卷55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⑦将禁烟的目标，直接对准吸食鸦片
的瘾君子。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90页，三联书店）　　由上述例句可知：“瘾君子”一词一是出现时间已久
；二是使用相当普遍，无论作家还是学者，无论文学作品还是学术专著，都接受了这个词。
况且，有的辞书也接纳了它，如《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胡裕树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出版
）、《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相反，“隐君子”一词，现代汉语中极少使用，已属“旧时”情景。
所以，要说“瘾君子”是用错了字，实在难以服人。
（王国锋）　　一是借音，一是仿词　　称“隐君子”为“瘾君子”，愚意以为既不是用错字，两者
也不是异形词。
人有毒瘾烟瘾而称之为“瘾君子”，正是这个“瘾”，如何能算用错字？
“瘾君子”与“隐君子”本来就所指不同，又如何能算异形词？
　　“隐君子”一说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这么简单一句：“老子，隐君子也。
”或许，确实因为“瘾”“隐”音同形近，便以“隐君子”指称大烟鬼，但语用实际并未就此胶柱鼓
瑟，随后就以“瘾”置换了“隐”。
事实表明，用以指称有毒瘾烟瘾的人，“瘾君子”比“隐君子”更易为人们接受。
坦白地说，笔者就是先知道“瘾君子”，而后很晚才知道它与“隐君子”的渊源关系的。
　　从修辞角度看，“隐君子”用以指称有毒瘾烟瘾的人当属借音（参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而以“瘾君子”取代“隐君子”则可以视为仿词。
其实，“君子”与其他词组合，我们不妨视作“填空”。
该“君子”货真价实，就是“真君子”；该“君子”装模作样，就是“伪君子”。
戊戌政变在菜市口英勇就义的是谭嗣同、刘光第等六位，就称之为“六君子”；1936年遭国民党政府
逮捕的爱国人士是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就称之为“七君子”。
“君子”选择修饰词，从来就是该“真”就“真”，该“伪”就“伪”，我们何苦独独来个该“瘾”
却“隐”呢？
　　或以为，“‘隐君子’含蓄、幽默，有一种调侃色彩，径称‘瘾君子’，这种修辞效果便荡然无
存”（《咬文嚼字》2001年第4期（《应为“隐君子”》）。
诚然，这里确实有一种幽默、调侃的修辞效果，但稍加体味便不难明白，这种效果并非来自“隐”，
而是来自“君子”，是因为将染上恶习或陋习的人尊为“君子”，形成了名实落差。
所以此种修辞效果与“隐”“瘾”的替换是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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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苦选择隔了一层皮的“隐君子”，为理解设置人为的障碍呢？
（袁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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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典藏书系，选之于《咬文嚼字》杂志，集中了创刊15年来的精华。
《咬文嚼字》的作者有勇气有才情，不回避语言运动的难题，敢于挑战权威，常能碰撞出思考的火花
。
语言流逝，在《咬文嚼字》里却能听到回声，它是社会语文生活的真实记录，是语言材料资源、语言
现象、语言手段的历史档案。
　　为了满足读者提出的分类出版精选本的要求，典藏书系共分8本，《咬文嚼字文库·典藏书系：
观潮（目击词语的流变）》为其中之一，读来知识丰富，材料充足，有智慧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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