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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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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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早就说过，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
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
“苏联”要不要加个“前”字？
“跷大拇指”还是“翘大拇指”？
“树阴”能否写成“树荫”？
“1990年代”可以说吗？
⋯⋯这些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让人不堪其扰。
《咬文嚼字》曾邀集各路高手，对其中不少难题集全会诊。
来吧，让我们一起来诊脉开方，攻克语用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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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用字问题人名用字能否简化？
“树阴”还是“树荫”？
一“枝”铅笔还是一“支”铅笔？
“的”与“地”：此时用哪个？
引用“问渠那得清如许”，“那”要改为“哪”吗？
表达问题能否说“曾经的男女”？
“百年诞辰”还是“诞辰百年”？
如此“惊艳”行不行？
“提出质疑”对吗？
“国际间”的说法对吗？
减少能用“倍”吗？
“一直以来”的说法对吗？
“令人堪忧”对吗？
“戴保险带”的说法正确吗？
“前苏联”的“前”该不该加？
“一个词汇”可以说吗？
能说“某某是‘十大杰出青年’”吗？
“德育教育”这种说法有问题吗？
“戴上紧箍咒”，对吗？
标点问题单指标题用书名号还是引号？
报刊社名称中用不用书名号？
省略号前后的点号如何处理？
冒号究竟管多宽？
丛书名称用书名号还是引号？
不完整引用，标点如何处理？
并列的书名号或者引号之间是否用顿号？
标题中的并列成分可以用间隔号吗？
栏目名加名号还是双引号？
数字和计量单位用法问题含有月日简称表示事件的词组能否不用汉字？
20世纪90年代能否写成“1990年代”？
非法定计量单位一概不能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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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用字问题　　人名用字能否简化？
　　是“钱锺书”还是“钱钟书”？
　　是“文徵明”还是“文征明”？
　　简化没商量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人名用字能否简化，必须以国家规定的有关法规为准。
　　查《简化字总表》，无论是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发布的《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
以及《说明》，还是1986年国家语委发布的《关于重新发表的说明》，从中都找不到任何人名用字可
以不简化的根据。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倒是可以在第十七条中发现这样的规定：“有下列
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一）文物古迹；（二）姓氏中的异体字；（三）书法、
篆刻等艺术作品；（四）题词或招牌的手书字；（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经国
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
”有点关系的是（二），但这是指姓氏中的异体字，关于这一点，早在1955年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
理表》时已有规定，这里不过是重申而已。
　　总之，人名用字可以不简化，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既然如此，我的态度是：简化没商量。
（林仪辉）　　四个“钱钟书”　　人名用字能否简化，我想，肯定是针对钱锺书的“锺”字能否简
化而提出的，这确实是个问题。
据本人有限的阅读所及，至少在图书封面上见到了四个“钱钟书”：①錢锺书；②錢钟书；③钱锺书
；④钱钟书。
　　究竟提倡用哪一个呢？
　　①全部是繁体字，在一本用简化字排版的书中，封面用字如此处理，似乎不太协调；②也想全部
用繁体字，但因对繁体字的掌握有所欠缺，结果张冠李戴，“锺情”的“锺”误为“钟表”的“鐘”
，这是一个别字；③想两者兼顾，“钱”“书”两字正常简化，“锺”字则类推简化为“锺”，但如
此类推是没有根据的，“锺”字实际上是一个在任何工具书里都找不到的怪字；④是全部用简化字。
　　根据以上简单分析，我认为显而易见，应该提倡的是④。
人名用字如果例外，“推行规范汉字”便会成为一纸空文。
（杭志中）名人和法规 ．　　钱钟书之所以叫钱钟书，据说和小时候“抓周’’有关。
他抓到了一本书，于是起名叫“钟书”，意思是钟情于书也。
　　汉字简化以前，“钟情”的“钟”，自应写作“锺”；汉字简化以后，“锺情”的“锺”和“筵
表”的“鐘”，都简化为“钟”。
自此，“錢锺耆”写作“钱钟书”，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长期以来，正是这么处理的。
　　据说，钱钟书先生对此有些想法。
我之所以用“据说”，是因为听到过传闻而未见到过书面材料。
有些出版单位出于对钱先生的尊重，便把钱先生的名字采用简繁混杂的处理方法写成“钱锺书”，并
进而类推为“钱锺书”。
　　尊重名人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当名人的意见和相关的法规并不一致时，如果只一味考虑尊重名
人，那置法规于何地？
为此，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妥善的处理方法。
　　如果“钱钟书”可以写成“钱锺书”，那么“钟情”“钟爱”都应写成“锺情”“锺爱”，否则
怎么维护汉字的系统性？
如果“钱钟书”可以写成“钱锺书”，那么本人的名字“王曲”也应写成“王*”，因我出生在一家
酒厂里，父母亲又是酿酒高手，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是否可类推简化为“王趟”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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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和非名人总得一视同仁吧。
　　但这样一来，汉字的规范还从何说起！
（王曲）　　岂能例外　　在印章手稿中，钱钟书先生署自己的姓名用的都是繁体字，作为个人行为
，本无可厚非。
钱先生还创造过一种连体的写法：“（扫描字）”。
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不少的出版物喜欢“钱锺书”的理由。
　　“锺”字的流行，实际上是语言文字运用中的一种病态，即缺乏法治意识。
首先，“钟”写成“锺”，不是繁简问题，而是对错问题，繁体该写成“锺”。
“锺”一边简，一边繁，整个一“四不像”。
即使是繁体，“钱”“书”二字用简化字，繁简并用，也不符合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精神。
　　记得曾有人说这是表示对钱先生的“尊重”，照此说来，连《谈艺录》《管锥编》的编辑、钱先
生信得过的朋友周振甫先生都不尊重钱先生了？
因为他在《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钱钟书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译注》（中华
书局）等著作中，凡写钱先生的名字，全都用了简化字。
（王国锋）想当然的“使用规则”　　人名中保留异体字、繁体字，本以为是一种习惯用法，想不到
还有“使用规则”。
某考试辅导教材中这样写道：“对于人名地名中的简化字、繁体字、异体字的使用规则不明，便会出
现诸如将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扬州八怪之一李*、北宋词人晏幾道、汉末哲学家徐斡等写成‘赵孟俯
、李鳝、晏几道、徐干’的现象。
”　　恕笔者孤陋寡闻，我想问一下，这“使用规则”到底是哪里发布的？
又是怎么规定的？
在我印象中，关于人名中的简化字、繁体字、异体字的使用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法》（2000年10月30日通过，2001年1月1日施行）是这样说的：“姓氏中的异体字”可以保留。
是“可以”，不是“必须”，而且姓氏只指姓，不包括名，也就是说，上述人物的姓名，除非是特殊
需要，在出版物上就是应该印成“赵孟俯、李鳝、晏几道、徐干”。
　　另外，顺便说一下，“姓氏中的异体字”指的是“异体字”，不包括“繁体字”。
一些出版社近来出版台湾作者几米的书籍，作者姓名都一律印成“畿米”，便是犯了这个错误。
“幾”是“几”的繁体字，不是“几”的异体字，不在“姓氏中的异体字”的范围之内。
（金土）　　想起“程十髪”　　人名用字能否简化，似不宜一概而论。
常见报刊中提及当代画家“程十发”，观其画作署名却是“程十鬟”。
初见此名似乎有点怪，翻开《说文解字》则豁然有悟：“程，品也。
十髪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
”原来“髪”乃古代一种长度单位。
程先生因姓取名，以名解姓，别有意趣。
用简体，读阴平，进而繁化为“骚”，岂不大失其趣？
本人认为，像这类用名不能简化。
（王中原）　　“一脉单传”还是“两房合一”　　人名用字能否简化？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但应该看到，一个人来到世上，父母起名时往往煞费苦心，有的名字还深涵哲理，别人对此理应尊重
。
下面就《咬文嚼字》所举古今两例作点分析。
　　先说文徵明。
此人是明代的书画大家，“吴中四才子”之一。
“徵明”是他的字。
古代“男子二十冠而字”，这与呱呱坠地时起的名字又有所不同，往往更能反映当事人的人生追求。
文徵明后来改字“徵仲”，仍旧有个“徵”字，可见他对这个字还是比较看重的。
改用杀气腾腾的“征”字，笔者认为欠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会诊-攻克语用的难关>>

据查，《辞海》中的词条为“文徵明”。
广西某出版社曾出版《文徵明行书诗帖》，用的也是“文徵明”。
　　再说钱锺书。
这三个字都可以简化，但分属两种不同的情况。
“钱”和“书”简化为“钱”和“书”，可以说是“一脉单传”，不会发生误解；而“锺”简化为“
钟”，情况有点复杂，因为“锺”也简化为“钟”，这个“钟”字顶着“两房香火”，“钟书”远不
如“锺书”意义显豁。
也许正因为此，《辞海》的词条为“钱钟（锺）书”，特意加了一个括号。
　　笔者的看法：凡是“两房合一”的，以不简化为宜。
（金世华）保持姓名的稳定性　　、 不错，姓名只是个符号，但既然是符号，为了便于识别，就应该
保持稳定，不能让熟人产生陌生感。
比如过去写“文徵明”，现在写“文征明”，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
让人有点犯难。
　　《辞海》是考虑到这一因素的，所以它出现的是“魏徵”“文徵明”“陆徵祥”“柳诒徵”，“
徵”字都没有改用“征”字。
我觉得这不仅是谨慎，而且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名家个人的尊重。
　　凡是在简化中，用同音字替代的，仍用繁体为宜，不能盲目简化。
异体字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如“洪异”不能简作“洪升”，“韩斡”不能简作“韩干”，“曾幾”不能简作“曾几”，“翁同稣
”不能简作“翁同和”。
　　而且，我还认为，古今应该同一标准，不能古人一是非，今人一是非。
鉴于此，“钱钟书”应写作“钱锺书”，并可类推简化为“钱锺书”。
（雷智勇）　　教材是怎样处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使用的汉语文教材，应符合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这就是说，教材在用字方面，应该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
　　那么，教材中的人名用字是怎样处理的呢？
查2000年以前的语文教材，在沈括的《活板》一文中，出现了“毕昇”，“舁”是个异体字；在贾祖
璋的《南州六月荔枝丹》一文中，出现了“文征明”，“征”是个简化　　字。
　　2000年后推广的新教材（试验修订本）中“毕舁”改作“毕升”，“洪异”也作“洪升”，此外
也出现了“钱钟书”，三字全是简化字。
由此不难看出教材编写者的用字倾向。
他们是不主张在人名中保留异体字或繁体字的。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2002年4月版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第12页上，“钱钟书”却作“钱锺
书”。
这是偶然的疏忽，还是有意的修正，不得而知。
（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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