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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确使用文字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
正确地遣词是造句、作文的前提，是学好语文的基础；正确运用词语，同样也是办好办报纸、出好图
书、办好影视媒体的前提和基础。
能否规范使用语言文字首先是正确使用词语，这体现了一个记者、编辑、语文教师等语言工作者的工
作能力，也体现了与运用文字关系密切的各行各业工作者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的文字修养水平。
　　当前，书报杂志、机关文件以及电视节目、影视剧中频频出现错词、别字，鲁鱼亥豕之谬已经不
足为奇了。
有些错词、别字，读者、观众或许会凭“前言后语”自行“纠正”并“理解”，但是还有大量的错用
词语，是读者仅凭猜测不能明白的，这些混淆的字词不仅使句子意思含混，而且往往把意思弄反了。
书报杂志、电影、电视等媒体以其昏昏，岂能使读者、观众昭昭？
记得过去，书报杂志等偶尔出了差错，会在书后或下一期报纸杂志补缀个“更正”、“勘误表”之类
的东西，并向读者致歉，然而于今，书报杂志中出了差错哪怕是特号字的大标题出了差错，也不见得
有更正或向读者道歉，倒是中央电视台原“新闻社区”节目的主持人有一次将“一石（dan）米”读
成了“一shi米”，第二天那位女主持人在节目开始前，首先向全国电视观众道歉并予以更正，着实值
得敬佩。
　　作者在阅读书报和工作中，将发现的被错用乱用的词语记录了下来，几年来竟然达几千条，痛感
错用字、词的状况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便尝试着写一些词语辨析短文在报刊上发表，有些被一些网
站转发；同时对从媒体上摘录下的词语差错，尝试着系统地写一些“差错辨析”，五六年之中竟也积
累了几十万字。
朋友、同事们认为这些文字还有些参考价值，建议作者梳理一下，编纂成书，给文字工作者提供个参
考。
这些文字，本来只是作者出于兴趣和乐趣写来与三五好友交流的，并不曾想过出书，现在翻看这些“
辨析”，自己倒也觉得，目前关于语言文字“订正”、“纠误”方面的书籍并不多，作者的这些文字
充个“补白”，或许会有一些参考的用场，遂将这些“辨析”及短文重新分类、整理，并在辨析、例
证方面作了补充、修改，七易其稿，辑成了此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词语差错考辨>>

内容概要

《词语差错考辨》收录了书刊报纸及各种媒体中易被误用的常见词语1 000余条，按照用词错误的原因
分为六大部分进行分析讲解。
作者在讲解每个词条时，对词语的含义追根溯源，从构成词语的单字本意出发，沿着字词含义的发展
脉络讲述，比较词汇用法的古今不同，并针对单字、词汇的重点含义举例说明，旁征博引，以求使读
者能够真正理解词汇的正确写法、用法。
《词语差错考辨》除了能作为编辑日常相伴的案头工具书外，还可以作为广大教师和作者随时查阅的
手边书，亦可作为学生学习汉语词汇的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词语差错考辨>>

作者简介

王鸿善，1948年出生于上海，大学学历。
曾任机械工业部（机电部）直属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国农机化报社党委副书记兼副社长、中国县
域经济报审读，从事过多年语言文字工作。
曾经担任《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前进》一书的执行副主编、参与《企业宣传十部必备》等多部作品的
编写，发表《关于词语搭配和兼类词》、《标点符号的误用》等语言文字面的文章近20篇，经济社会
评论、论文100余篇，多篇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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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安，是个会意字，金文的“安”字是室中有一女子，表示室中有女则稳。
安字具有明显的母系社会的文化色彩。
《尔雅》释“安”为“定也”，即稳定、安稳之义。
《荀子·王霸》：“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
”意思是，国家衰危就不会有安乐的君主，国家安宁就不会有忧愁的百姓。
物品放好了，也就是无忧，由此“安”又引申出安放、安置之义，把物品如机器、设备等固定在一定
的位置即安装。
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书》：“今水大而激，不得安柱。
”意思是，如今河水汹涌，不能在水中安放柱子。
　　按，本义是用手往下摁住、止住，如按辔而行、按兵不动。
“按”由往下按、压又引申出弹奏之义，如按鼓、按琴。
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倪余疆感旧诗日：‘落拓江湖有髯（“鬓”的异体字）欲丝，红牙
按曲记当时。
”’诗中“按曲”的意思就是弹奏。
前蜀花蕊夫人《宫词》之三：“夜夜明月花底树，傍池长有按歌声。
”“按歌声”就是按着伴奏的节拍歌唱。
按鼓、按琴、按曲、按歌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因而“按”又有了遵照之义，如按照、按部就班、按图
索骥。
　　例句①中经纪人与农户签订了合同，就应当遵照合同规定，即“按”合同办事，所以用“安”就
错了；例句②中“装电话”就是把电话机安置在一定的位置，所以应当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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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闻媒体和出版物要为全社会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做出榜样。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一字之正造福子孙，
一字之误贻害千古。
本书的出版，对于规范我国通用语言文字、正确使用汉语言具有积极的作用。
　　——张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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