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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咬文嚼字》涉及的实际上是反映作者文化素质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不限于文字本身规范和不规范。
这样广义地来看待语言文字问题是符合多数人的看法的。
如果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家的公鸡下了蛋，老师不能因为这涉及知识问题，不是错别字而放过去不
改。
改革开放初期，胡乔木同志看了红学家吴世昌给《人民日报》的意见信作出批示，要《人民日报》改
进语言文字工作，而吴世昌同志提的两条意见都是知识方面的错误。
一条是报上毫无根据地说葡萄酒是中国最早酿造的；另一条是报道一位针灸军医在自己身上试针时既
扎了自己的子宫韧带，又扎了自己的前列腺，问这位军医究竟是男是女。
为此，《人民日报》召开了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改进编校工作，提高报纸的语言文字水平。
由此可见不能把历史文化知识和百科知识修养问题排斥在语言文字修养之外，《咬文嚼字》咬定这些
问题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十分有益的。
　　前几年某电视剧中一位女士称别人的丈夫为“外子”，成了大笑话，而实际生活中由于不了解过
去文人之间使用的称谓而又要附庸风雅使用，结果闹笑话的比比皆是。
有一位比我小十几岁的学者从国外给我寄来一张照片，称我为某某“学兄”，我看了别扭极了。
我和他从无同学之谊，哪来的“学”？
而特别是“学兄”，我不是他的学生，又比他年长，即使是同学，也得称一声“学长”，怎么那么放
肆地称“兄”呢？
因为过去只有师长称学生才称“兄”，如鲁迅一直称许广平为“广平兄”；而同学之间，不论年纪大
小，班级高低，一律称“学长”。
这些历史文化知识方面的错误当然要避免和纠正。
　　《咬文嚼宇》不仅批评了种种语言文字方面的错误，而且还提供了不少正面的知识。
文章短小精悍，富有趣味性，读起来很有兴趣。
可是这样一份好杂志在有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很难看到，而很多文章恰恰又是批评生活在北京的作者的
。
我希望《咬文嚼字》加强发行工作，开门办杂志，不要关门办杂志，把好文章送到全国各个地方去，
特别是应该做好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的发行工作，例如北京。
发展的地区要关注，发达的地区更要关注，因为发达地区的语文规范程度，对全国具有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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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最近在审稿时，发现有本杂志的卷首引录了朱自清先生《论百读不厌》中的一段话，原文如
下：苏东坡有《送章悖秀才失解西归》诗，开头两句是：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这里所引的两句诗，是苏东坡的名言，早已脍炙人口。
“百读不厌”这个成语，就是从中概括出来的。
我过去曾经查检过成语词典，记得东坡诗题中的秀才名叫“安悖”，而这本杂志的卷首却引作“章悖
”。
究竟应当是哪个人呢？
最可靠的办法当然是查苏诗的原文。
三种版本（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上海古籍版《苏轼诗集》和岳麓书社版《东坡诗》）查下来，
全部是“安悖”。
可以肯定杂志错了。
那么，杂志的错误是朱著原来就有的呢。
抑或转录时失校所造成？
这还得去查朱自清先生的原文。
两种版本（江苏教育版三卷本《朱自清散文全集》和十二卷本《朱自清全集》）查下来，印的都是“
章悖”。
这就基本可以肯定，将“安悖”错作“章悖”，是朱自清先生本人记忆失误造成的。
章悖（1035-1105）和安悖（1042-1104）都生活在北宋后期，章比安大七岁。
苏轼（1037-1101）与他俩都有过交往和友谊，但时间有先后。
前引苏轼诗题说“送××秀才失解西归”，“失解”是指参加乡试没有考中，而章悖与苏轼是宋仁宗
嘉祜二年（1057）同榜及第的进士，不存在失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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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咬文嚼字”是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现代社会人人必备的基本语文素养，《咬文嚼字》是
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更是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咬文嚼字》能够从众多杂志中探出头来，是因为它是一本好的杂志，好的杂志的尺度是：“有新意
，有难度，有立场，而且首先能够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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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咬文嚼字(合订本2002)》是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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