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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喜欢《语林漫步》栏目，甚至有点偏爱。
一是因为它是江苏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江苏教育电视台联合开办的一档专题节目，以贯彻
实施国家和省语言文字法规、净化语言文字环境、展示汉语言魅力、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以规范用
语用字、推广普通话、提高公民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为内核，是全省语言文字工作宣传的重要窗口和
舆论阵地；二是因为当前电视节目呈现出泛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语林漫步》栏目始终坚守高雅的
格调，强调文化品质和品位，充分调动电视艺术表现的各种元素，行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犹如一股
清风扑面而来，给人一种美的视听享受；三是因为《语林漫步》栏目內容深入浅出，形式轻松活泼，
个性特色鲜明，不是掉书袋以炫渊博，而是强烈关注现实，用生活的视角关注身边的语言文宇现象。
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由点及面，由表及里，探源溯流，鞭辟入里，追求浅显但决不浅薄，力求通俗
但决不媚俗，彰显清新高雅但决不清高自大，注重幽默风趣但决不低级无聊，给人启发，令人深思。
　　《语林漫步》栏目为杂志型版块式结构，每期节目15分钟，主要包括《语林啄木》、《正名》、
《成语探源》、《语林趣话》、《有话好好说》、《南腔北调》6个子栏目。
《语林啄木》，以纠正错字别字、规范用语用字、净化语言文字环境为重点，聚焦报刊、电视、网络
和公共场所，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可谓是语林“卫士”，汉语森林里的“啄木鸟”；《正
名》，源自于孔子的一段话：“必也正名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关注各种事物的名称和名分，考辨源流，正讹订误，可谓是缤纷世象的“观察家”；《成语探源》
，以追溯成语出处、解读历史人物、弘扬传统文化为主旨，围绕江苏地域文化特点，结合古代文学经
典作品赏析，在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可谓是文化苦旅中的“布道者”；
《语林趣话》，以语言艺术为核心，以幽默风趣为灵魂，荟萃名人趣闻和民间逸事，让精神轻松片刻
，让生活更富乐趣，可谓是生活中的精神“按摩师”；《有话好好说》，以生活中的案例为切入点，
讲情境，说事理，谈技巧，探究说话的艺术，增进人际沟通，促进社会交往，可谓是和谐社会的“调
音师”；《南腔北调》，在推广普通话的前提下，介绍我国各地特别是江苏地区的方言分布、形成和
使用情况，挖掘方言中的文化因子，透视“方言热”现象，可谓是变迁中的方言“活化石”。
　　近年来，《语林漫步》栏目围绕社会及媒体用字中的不规范现象做了大量的监督引导工作，特别
是对中山陵、夫子庙等南京重要旅游景点的纠错活动引起了相关单位的高度重视，净化了语言文字环
境，维护了汉字尊严；针对地名、人名、另类店名、怪异菜名、楼盘名称中的崇洋之风及网络语言的
流行、广告滥用和篡改成语等语言现象进行辨析点评；策划制作了南京老地名、老城门系列《正名》
节目，“南京籍”成语、《论语》中的成语等《成语探源》系列节目；运用情景短剧、动画、相声等
艺术手段制作了大量的《有话好好说》和《语林趣话》节目，让观众在笑声中领会说话的艺术和技巧
，通过专家点评告知观众说话的情、理、法，做到了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和实用性的有机统一。
《语林漫步》栏目的开办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以鲜明的教育特色、高雅的艺术品位和轻松幽默的风格
赢得了广泛好评和普遍赞誉。
2006年底，该栏目被国家广电总局评为全国优秀电视文化（文艺）栏目。
　　电视是大众媒体，深入千家万户，影响每一个人，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获取新闻、资讯、
知识和娱乐重要的渠道之一，具有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但作为现代电子媒介，受线性编排和时间特质等因素的限制，电视又具有稍纵即逝、不可重复和难以
反复观摩等局限性，这也是大家把电视比作“快餐”的主要原因。
《语林漫步》栏目把近年来制作播出的节目内容进行梳理整合，结集出版，把电视语言转化为书面文
字，这是一件大好事，对提升大众的语言文字水平和运用能力很有帮助，对宣传语言文字规范化、标
准化、法制化很有促进，同时也是对电视媒体和纸质媒介相结合，以求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有益探
索。
相信大家读完这本书以后，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开卷有益。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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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林漫步》栏目是江苏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江苏教育电视台联合开办的一档周播社
教类专题节目。
栏目为杂志型板块式结构，每期节目15分钟，主要包括《语林啄木》、《正名》、《成语探源》、《
语林趣话》、《有活好好说》、《南腔北调》、《猜字谜》等子栏目。
它以规范社会用字、推广普通活、提高公民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为内核，雅俗共赏。
　　《语林漫步》栏目开播两年来，以鲜明的教育特色、高雅的文化品位和幽默风趣的风格贏得了广
泛好评和普遍赞誉、2006年，该栏口荣获江苏电视播音与主持社教类一等奖；同年，被国家广电总局
评为全国优秀电视文化（文艺）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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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景仑：本书首席学术顾问，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
学位。
1982年至今，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执教。
出版专著《段注训诂研究》，主编《汉语》、《汉语通论》、《古代汉语和古典医籍》、《科研论文
阅读与写作》等教材。
1988年、2001年、2005年均获江苏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89年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
优秀教学成果奖；2006年被评为南京师范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和江苏省教学名师，同年9月荣获“国家级
教学名师”称号。
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导师、国家文科基地（中文）主持教授、国家和江苏省品牌专
业汉语言文学专业主持教授、江苏省精品课程《古代汉语》主持教授、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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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0.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1.逝者如斯12.三十而立13.见贤思齐1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以德报
怨16.言而有信17.见义勇为18.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四 其他成语1.金榜题名2.豆蔻年华3.司空见惯4.寸草
春晖5.金戈铁马6.蚌病成珠7.柳暗花明/15l8.抛砖引玉9.呆若木鸡10.三生有幸11.食言而肥12.板板六十
四13.“学富五车”和“才高八斗”14.闻鸡起舞语林趣话一 名人趣闻1.是狼是狗2.个个草包3.金圣叹上
当4.三十而立5.断不敢“娶”6.切瓜分客7.吃盐和吃醋8.量小不堪容大物9.“无齿之徒”10.信口开河11.
损招12.自撰墓志铭13.小处不可随便14.开口与闭口15.钱钟书的妙答16.钱钟书拒客17.作家与读者18.陆文
夫19.陈毅20.谌容21.范长江22.赵树理23.梁实秋24.张伯苓25.辜鸿铭26.王宠惠27.郭沫若28.侯宝林29.张大
千30.郁达夫31.鲁迅32.坐以待毙33.一忍再忍34.四个人二 民间逸事1.茄子和菩萨2.巧言护桂树3.买猪千
口4.“白”“日”有别5.斧头 爹头 爷头6.化石的年代7.外甥的数字信8.观棋不语真君子9.刘大请客10.聪
明的小凤姑娘11.一个字的笑话12.畅先生二三事三 域外经典1.木匠和绅士2.巧问巧答3.如此删改4.自得其
乐5.笔杆贩子6.外貌和智慧7.不值一块钱8.石头落地9.趣答问路人10.心和舌头11.歇顶者的幽默有话好好
说一 慎用歧义词二 简称有原则三 尊称和谦称四 巧妙避禁言五 “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六 亡羊补牢七
批评的艺术八 废话的力量九 《红楼梦》中会说话的典型——王熙凤十 《红楼梦》中不会说话的典型
——赵姨娘南腔北调一 我国方言概况二 江苏方言概况三 南腔与北调四 《红楼梦》中的方言附录一 话
说江苏语言学家二 考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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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是大众媒体，深入千家万户，影响每一个人，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获取新闻、资讯、
知识和娱乐重要的渠道之一，具有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但作为现代电子媒介，受线性编排和时间特质等因素的限制，电视又具有稍纵即逝、不可重复和难以
反复观摩等局限性，这也是大家把电视比作“快餐”的主要原因。
《语林漫步》栏目把近年来制作播出的节目内容进行梳理整合，结集出版，把电视语言转化为书面文
字，这是一件大好事，对提升大众的语言文字水平和运用能力很有帮助，对宣传语言文字规范化、标
准化、法制化很有促进，同时也是对电视媒体和纸质媒介相结合，以求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有益探
索。
相信大家读完这《语林漫步》以后，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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