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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秋天，沈阳的一位友人特意传来一个网址要我看。
点开，原来是当年6月语文报刊网发布的来源于龙源期刊网的《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访谈录。
其中有一段问答是这样的：龙源期刊网：《咬文嚼字》专挑别人的错，有读者也给《咬文嚼字》挑错
，专门为此写了一本名为“咬咬《咬文嚼字》”的书。
《咬文嚼字》如何看待这件事？
作为专业的纠错官，《咬文嚼字》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正确，不误导纠错的对象？
郝铭鉴：我见过这本书，也见过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大连的一位科技工作者，我们在大连见面时，《大连日报》曾发过报道（笔者注——见后）。
有人关注《咬文嚼字》是好事。
我们要让人说话，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即使你说的不对，我们也要保护你说的热情。
所以对你提到的这本书，我们没反驳一个字。
有人曾告诉我要针对这本书再写一本书，为《咬文嚼字》辩护。
我劝他别写。
第一，《咬文嚼字》不是无懈可击的；第二，即使别人说错了，《咬文嚼字》也要沉得住气，要有接
受咬嚼的雅量。
对号入座，我就是那个被“保护你说的热情”的人，8年前的那本《咬咬（咬文嚼字）》的作者。
平心而论，作为负责任的媒体，龙源期刊网的提问是真诚的、客观的、公正的，颇有见地。
尤其是关于“《咬文嚼字》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正确，不误导纠错的对象”的提问，堪称金玉良言，
有深度有力度，高瞻远瞩，脚踏实地。
略嫌不足的是，作为访谈录，对这后一个提问，却只见“访”，未见“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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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能够在这种强势刊物中指出影响出版质量的瑕疵，如同一辆运行良好的名牌轿车从身边一过，就
能听出里面机器偶尔发出的一丝噪声。
这需要高明的师傅。
希望这样的师傅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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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维藩，语文爱好者。
自幼喜欢咬文嚼字挑错纠错，自己也常出错，知错就改。
积50年有余，就是与语言文字不规范的现象过不去，至今旧习不改变本加厉。
1968年2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当过工人、工程师、教员、公务员。
曾任大连大学常务副校长等职。
曾被多家报纸聘为特约评报员，2003年被《咬文嚼字》编辑部聘为。
特约评刊专家。
（聘书语）。
2007年获全国报刊逻辑语言应用病例有奖征集活动一等奖。
蔡维藩作品：《咬咬》2002、《鸡蛋里面挑骨头——给三大报寻个错》2005、《报纸常见语文差
错1000例》2008、《报纸编校差错点评》2009、《语文纠错之错中错》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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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两个“咬文”先生　大连相逢一笑上篇　2009年第11期《咬文嚼字》问题辨析下篇　2009年第12
期《咬文嚼字》问题辨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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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所谓“权利的报酬”，当作怎样的理解？
权利：“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跟‘义务’相对）。
”报酬：“由于使用别人的劳动、物件等而付给别人的钱或实物：种花栽树，是我应尽的义务，不要
报酬。
”（《现汉》）权利本身，并不是行使权利进行的某种活动，比如行使劳动的权利从事某项工作，是
行使劳动权利的行为，不是劳动权利本身。
如果这种劳动被他人有偿使用，使用者要付给报酬。
这个报酬，不是对劳动权利的报酬。
第二，如果权利可以有偿转让，可以有偿获取，可以获得报酬，那么，“本刊获得”的独有的权利，
与他人不再相干。
这实际上是一种自动获取，当然获取。
作为权利所有人，为什么要向他人支付报酬呢？
声明是自己的权利，自己的权利还有报酬，并且报酬已经支付给他人，这算哪儿跟哪儿啊。
第三，即使认为“权利的报酬”说法可以成立，而且报酬已经支付，可这是多项权利，你并不一定同
时全部行使，这报酬要不要按量计价呀？
是不是应该“多退少补”哇？
第四，汇编出版、网上传播权利，语意都很清晰，表示某种行为，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
可“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权利”算是怎么回事？
“汇编出版”“网上传播”是具有动词性的词组，而“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是名词性的，怎么能够
平列一起来作“权利”的定语呢？
应该是“制作（形成）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吧？
第五，作者投稿，编辑用稿，历来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投稿是作者的权利，用稿是编辑的权力。
按惯例，这中间有一种不成文的合同关系。
编者在刊物上主张权利，实际上是一种要约；作者不作异议继而投稿，实际上是一种承诺。
而如果作者提出相关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属于正常情况。
为什么非要给说成是“特殊要求”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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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文成，送当年出版《咬咬（咬文嚼字）》的大连出版社，余下的就是进入出版程序的事了。
书将出，此时此刻，却没有多少成就感，反倒平添了几分沉重，几分忧虑。
只因它属于一种计划外的“超生”，本来不应有其生存之所，只要我们的出版物都能做到精编精校，
力争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无懈可击，至少不要授人以柄，让人能够编成小册子。
回过头来想一想，鼓捣出这么一个小册子，虽然是事出有因，有感而发，有具体的针对性，但在本质
上是提出来一个如何对待编校工作、怎样提高编校质量的重大课题。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我悟出几个字：惊惊人之语。
经过自己编校的文字，即使不能惊世骇俗，也要奋力语出惊人。
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
精精益求精。
精编细校，高标准，严要求，创品牌，出精品。
要有精品意识。
井井然有序。
严格按规范、按制度、按规程、按程序办事，不漏项，不越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如临如履，步
步为营。
要有按规矩办事的职业操守。
警警惕未来。
对不规范语文高度警惕，引为警戒。
要有警钟常鸣观念。
敬敬畏文字。
对祖国语文怀有敬畏之心，不敢亵渎。
要有敬业爱岗精神。
竞竞争取胜。
取长补短，从善如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一定要让自己编校的文字比同层次同业的好。
要有质量竞争理念。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嚼嚼《咬文嚼字》>>

编辑推荐

《嚼嚼》：别迷信哥，哥只是个传说。
当年“咬咬”今日“嚼嚼”文有自有真意，越嚼越有味道。
因为爱它，所以才挑剔它，希望此书提醒编书人、写书人、读书人都来养成认真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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