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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解毒》

内容概要

「陳雲的書，他是出一本而我買一本，這本當然不會是例外。文筆犀利，思路清晰，把香港文化放進
中國文化歷史以至國際氣候的大格局下拆解、檢視、批判、珍惜，硬手段，軟心腸，展現了知識分子
的功力和氣蘊。坦白說句，陳雲，是一個令我又羡慕又妒忌的人。」馬家輝
什麼時候「驕傲」變成褒義詞？傳媒竟以「苦主」形容雷曼事件當事人？簡筆字的「發」字「發」字
可以變成同一個字？本來好端端的四個字「禁喂野猴」，現在要用八個字「禁止餵飼野生猴子」；政
府官員、文書都將「問責」、「增值」、「持份」、「超標」掛在口邊，幾多句官話其實唔系人話！
從英式中文至回歸後洋化赤化俗化語文大混雜，《中文解毒》為香港文癌語病解解毒。「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身為國際大都會的管治者、傳播人和教育者，負好責任，「認真識返幾句人話，寫返好
啲中文先啦！」
摘自陳雲序：
『舊時香港官府重辭令，民間重口才，洋化俗化之餘，饒有本土特色。侵佔香港之初，港英謹慎言文
，免傷中國人的文化自尊。一九六七年暴動之後，港府驚覺官民疏離，於是改弦易轍，轉變政策，引
入一套新的公共語匯。民間則用快捷音譯或巧妙意譯，吸收巴士、T恤、冷氣、電腦、窩輪等新鮮事
物，口頭也保存「有何貴幹」、「求之不得」、「唯你是問」等格式古語。
『回歸之後，由於大陸比香港更崇洋，本身也有共產用語，於是香港洋化加上大陸的洋化與赤化，變
本加厲，大家衰埋一堆。香港民間也喪失語言自覺，同音錯亂（玩「食字」），懶音橫行，黐脷根粵
語雄霸電台。政府亂用洋化詞，取代固有雅詞，如自我增值（進修）、邀請承投意向書（招標）與持
份者（受影響人士）。洋化波及句法，污染中文，如說「我對這事有保留」（不敢苟同）、「不排
除......（的可能性）」（難保、難免）。大陸用語南下香港，劣幣驅逐良幣，如領導（首長）、超標
（過度）、達標（及格）、勢頭（趨勢）、高檔（貴格）、尖子（精英）等。
『當年國共混戰，南海陳公博口占打油詩：「國事丟那媽，心思亂如麻。」作者觀乎香港近年的言文
，亦不得不歎曰：「文事丟那媽，筆下亂如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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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陳雲 筆名，本名不傳。香港專欄作家及文化與政治評論人，文章曾見於《明報》、《信報》、《蘋果
日報》、《明報月刊》等，近見《信報》及《明報》。以黃老之道謀食，混跡江湖。
一九九五年於德國哥廷根大學獲文史學院哲學博士，專攻民俗學。
陳雲是客家人，香港土生，祖籍廣東寶安，幼居山村，長居城鎮，祖父輩在南洋落籍，走上不回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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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刀刀见血噶好书！中文解毒解毒共产中文！
2、一本旧书掉在地上，尘土飞扬
3、此书为专栏文字集结作。他认同文化价值的凝聚力，但不承认国家，因为这是党国；批驳大量内
地的语句、文字实例，有些我们已经习惯的表达，用他认为适宜的方式说出，感到过于简洁，反而“
词不达意”，可见我们的语文教育真是弱智；但是另一方面，过于简洁是否有约束力？合乎表达的语
句会不会连生命力也没有？同时，也有些略偏激的说法，自然不可能在内地出版
4、算了算了，不见不知不烦。解毒是不可能了，但求平时注意少再吸毒。
5、词汇量太低的问题还是要靠这些：增加优质阅读量，深度阅读，思维清晰，多用实义词，慎用虚
义词
6、我一边读这个一边背的考研政治。。
7、不觉得莱丝啊
8、此时读“贫道”这本毒辣的书很相宜。香港之行想的最多问题大概就是language and colonialism，也
有幸聆听了Professor Wong就相关问题的精彩讲解，虽落脚点有所不同，但矛盾核心却是一致的。
9、虽然收录的是旧文章。但确实，中国文字种子还是在台湾和香港。无论后天补读多少书，儿时学
习的那种变种中文在身上是永远挥之不去的，这是语言思维的不可逆。多少叹息。
10、不能全信，得考证
11、陈先生的笔真锋利，相较之下我的中文才到小学生水准。他写粤语俗话又特别生猛活泼：）
12、港人文章的凝练, 近半年来才见识到. 此书的确指出不少混账中文, 但政治色彩颇浓, 作为“北人”
之一, 实在立场不同, 话不投机.
13、其實作為從小受教育不嚴謹的內地人來說，對於用詞用語的嚴謹上沒有多大感觸，卻對文化差異
和為什麼現在香港人很討厭內地人有了些許了解
14、学现汉的时候怕对课程产生反面情绪只看了很少页就停了 现在学完现汉 在军事理论课上看到停不
下来 犀利 精彩 另外也是我第一次看竖版 刚看时很累 整本读下来现在看竖版已经完全没有问题XD又
开辟了一条通畅大道~
15、话题和知识性都好，其中的文化冲突纵然不习惯也值得忍受。三地分隔已久，各自习以为常，隔
阂之大，不互相比照根本无法察觉。唯一遗憾的是采用报摘的形式，时间上又前后交错，体系相对杂
乱。【荐】
16、看本書，初時是“原來如此”的醍醐灌頂，接著是對照現實後的惶恐，最後是無能力改變現狀的
歎息——清醒是錯嗎？難得糊塗？
17、手续费---->行贿 投诉---->伸冤
18、越往后读，感觉重复论调越多。应该是发在各种报刊上的合集，所以难免有重复。得到了一种新
角度。
19、點止中文咁簡單.
20、語言會影響人思考，中文本來有很多優點，但是近幾十年有很多卻被丟棄了。這本書是難得的一
個提醒。
21、學中文的都應該一看的書，可與語言學，現代漢語等科目融會貫通，以往不覺之紕漏，不曾在意
之錯誤，可茅塞頓開，筆下文字皆得益。作者功底深厚，文風犀利，談文字談政治，雖某些觀點過於
偏執，不敢苟同，孰是孰非難以判別，然看下亦無所弊。
22、我不會中文
23、哎，哎，哎。颠覆掉原有的话语体系是相当智慧的政治决策。但也只是政治决策而已。
24、某些香港人自己英文不通中文不達，又不敢去怪罪洋人，就會逼逼「要怪就怪你哋班中国人喇」
25、:H12/185-10
26、有言过其实之嫌，也有真切中肯之处。
27、看到天命一节已发现作者是个脑残 纯粹为骂而骂 批评政治正确的不规则动词还算说得过去 以死
文言为雅正 新词为粗鄙 没读过索绪尔吗
28、如沐春风
29、喜歡，說真話，懂文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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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好看
31、哈哈哈哈哈哈看完粤字复正一章就知道是怎样的垃圾了，也亏得逻辑上扭的过来，真是不容易啊
32、自己就是个二百五
33、香港人不可小看。。
34、奇书也~大开眼界
35、关心语言便是抵抗摧毁语言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由于意识形态思想家与实在脱离了关系，发展
出来的各种象征不是用来表达实在，而是用来表达脱离实在的异化状态，意识形态便摧毁了语言
36、早發覺人人皆中毒很深，洋化赤化，果真暴力不堪。絕對清腸換眼之作。力薦。
37、从实例一一批评gc官方用词，嬉笑怒骂着实引人深思，不过信或不信也完全看读者口味了。
38、 - 9/23/2013
39、左绝不该是一种摆姿，伪装公道的说风凉话的人，一边儿雌伏一边儿自大。 
40、西文、dang 八股流毒之弊~亟待解毒（中文回炉吧），第一次看港版书，小不习惯～后来使用了
知乎文言文版，笑抽了～
41、至今还记得看书时的震撼
42、受教
43、你永遠無法想想一個prescriptivist+chauvinist的腦洞有多大～
44、藉中文談政治，但夾雜地域偏見，頗為含混。加之語言文字功底不佳，稍顯民科，誠一雞肋。不
過，作為一個社會語言學案例，或不無其用。
45、post mark
46、以前没标记，好吧呀
47、看了一九八四后读的。语言本身自带的暗示性思维是如何被当做政治工具广泛用于社会中的。语
言成就思维，也禁锢思维。就是粤语梗难破。
48、反洗脑之必备佳品
49、還好有香港，香港也快沒了！

50、情绪语言过重啊，但才华亦在其内。算是扫盲之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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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此书的副标题是“从混账文字到通顺中文”，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教人们如何写出清晰可读，符
合国人阅读习惯的文字。书中，陈云鞭笞了洋化和赤化的中文，前者的典型代表是以英文文法来写中
文句子，譬如表达“需要文学馆”这一句子，却写成“香港需要一个文学馆”，英文的不定冠词a怎
么甩也甩不掉。后者的代表则是无故言重，譬如所谓“强烈谴责”和“高度赞扬”，“谴责”一词本
义语气甚重，加上“强烈”之后反而削弱了词汇的表达能力。封底的文字首句，陈云就作出质问“什
么时候‘骄傲’变成褒义词？”骄傲一词，本是贬义，今天却被当做“自豪”，殊不知还可以使用“
荣誉”、“光荣”等词。在书中，陈云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时下不合法度的“伪冒中文”。对于人们用
英文文法写中文句子，以及用中文句式写英文句子的现象，他称此为“东不成，西不就”。究其原因
，就在于脑袋僵化，思维堵塞，要解此毒，需得“语理清晰，思路通达”。先生之言，确是一语中的
。但细看之下，鄙人却发现作者犯了双重标准，对一众美言一概收下，却不考量其含混和暧昧之意。
譬如，马家辉对其的赞言“文笔犀利，思路清晰，把香港文化放进中国文化历史以至国际气候的大格
局下拆解、检视、批判、珍惜，硬手段，软心肠，展现了知识分子的功力和气韵。”所谓“文笔犀利
，思路清晰”因指向明确，因此无需作说明，其意义也甚是清晰。但所谓“把香港文化放进中国文化
历史以至国际气候的大格局下拆解、检视、批判、珍惜，硬手段”，却是语意暧昧，何为“国际气候
的大格局”？所谓把香港文化“拆解”，又是一奇怪言论，分析而已，何须拆解？“把香港文化”一
句后接“拆解、检视、批判”等词本也无大碍，但再接一个“珍惜”，就显得不伦不类了。中文何曾
有所谓“把......珍惜”的说法？这显然是英文构句的被动语态，强加于中文句子罢了。再举一例，罗
耕写道：陈云的批判就是要拨乱反正，教大家认识何谓中文。读陈云文章，得到的不单是知识，而是
学养；从陈云身上，领略的不只是道理，而是人格。从语意上看，罗耕无非是想拍马屁，称赞陈云才
华超众，品格高尚，本是递进的关系，却错用了转折关系词。“而是”当用“更是”，这样才能恰当
地表达进一步的拍马屁。然则，苏真真的的溢美之词更是用词不当，先生却对此视而不见，也实在叫
人费解。“陈云的作品，狠狠地充实了我们这些无知的最后一代香港人的语文内涵，为我们注入了一
支强而有力的文化补充剂。”所谓“狠狠地”，当属无故言重，空有花架子，却无实意。“我们这些
无知的最后一代”更是怪调，自知无知便可，何须牵连大众？“最后一代”也即“遗民”，但又不便
明说，只好硬憋个“最后一代”。“为...注入...强而有力的...补充剂”陈云在书中花费诸多笔墨来批判
此等程式中文，却又默许苏真真的推荐词，这又是怪事。上述三例，其实也并非大问题，凡人皆喜欢
听美言，这也是情理之中。然则，此书蓄意复古，却是得提防和注意的。遍览全书，之乎者也之言甚
多，以今日文化传播角度来看，甚是累赘和迂腐。陈云所称的纯正中文，特指唐文，也即所谓正统中
文。日常白话不能入文，更莫说市井之言了，凡事需“乎、焉，哉、也”一番，方可称之为中文。洋
化及赤化中文自是毒物，然而，语言复古也不见得就是良方，剂量过了头只怕是为祸人间了，所谓过
犹不及，便是此理。上述种种，并非要贬斥陈云，事实上，笔者对其作品的评价甚高，就笔者所见，
《中文解读》和《执正中文》当属佳作。只是，厚古薄今也实属不必，适当疏导便可。
2、如果不是这个“大陆外的学者，大陆人恐怕很难发现中文语言的毛病，，正所谓旁观者清，香港
同为汉文化圈，但幸在说不同的中文，甚至用的是不同的中文，又同英文世界近，比较之下，容易发
现大陆变异的中文毛病，如此系统地总结出来，不知陈云用了多少时间。作为大陆人看了深感赞同，
并且一身冷汗，语言竟可以腐化，垃圾化成这样，不看不知道，还吓一跳，可以肯定，当代白话文的
变异，与特珠的意识形态，和单一的言论环境直接相关，其实，何止词汇，现代中文的表达很有问题 
，写文章说话甚至思维，都有一种深深的思维定势和官调。一些固定的句式，往往脱口而出。脱笔而
出。完全是词不达意，。⋯。⋯。⋯。⋯好的语言应该是简洁，并口由心生，我笔写我口。
3、文字、文言、文化，浩浩荡荡几千年，字形、字体、语音、语意有几曾有过一成不变的道理？本
书说是解毒，不如说是卖弄学识兼有怀旧。怀念那个知道“回”字有4种写法就能自豪的古代。有兴
趣的不妨当文言或者“老话”来了解，多个谈资。要是信以为真，立志追随本书的立意，崇古抑今，
未免有些错位。语言为工具，与锤子镰刀无异，若是把工具当大神膜拜，强赋所谓精神文化，未免搞
笑。诸君自重。
4、正如作者所言，本人作为大陆语文教育的产物，对于语文的感受力却已有钝化，故书中提到的多
处大陆词语的使用问题和简化后的字形意义的曲解，我都无大感受。但此书还是给长时间生活在大陆
的我打开了一扇窗，有益了解除大陆外的语言环境对于汉语的使用和理解。作者极其反对共和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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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字体简化和普通话的普及，这在实行几十年后的大陆，同样遭到了各方人士的怀疑和要求改革的
呼声。而更让作者感到危机的是香港的大陆文化侵蚀，几乎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强势随之带来的。文化
语言已不再是独立的个体，它被政治经济体所控制，并且绝不带有人文气息。这确实可以同时说是成
功学的副作用，财富权力被人类崇拜和疯狂追求以致病态程度。而同时本书带来的另一个命题是：知
识的普及化与精英化。很难说明孰是孰非，本书亦是强烈的作者自身感情色彩。大众也不过是岁月长
河中的一滴水⋯⋯
5、原文http://www.bimuyu.com/blog/archives/101784608.shtml最近在香港翻书，经常看到“被污染的中
文”这种说法。在梁文道所著的书人访谈录《访问》中，有董桥的一段话：“大陆呢，老实说，文字
写得好的，真的没有几个，就像陶杰（笔者注：香港著名专栏作家）讲的，他们的文字污染了。”这
几天读香港作家陈云的《中文解毒》，该书的副标题叫《从混账文字到通顺中文》，说的却是香港本
地的中文污染。陈云认为当下港人的中文受到来自西方的洋文和来自北方的大陆用语的双重污染，令
人痛心疾首。不言而喻，在陈云看来，大陆的汉语更是被污染得一塌糊涂。《中文解毒》（以及作者
的的另一本书《执正中文》）中有不少文章其实是借着谈语文来谈政治的。该书文字犀利、例证充足
，很多地方还很幽默。书中有些观点我并不认同。然而，所谓旁观者清，听听这些说法不无益处。《
中文解毒》中不少篇幅用来讨论大陆“官方语文”的种种“罪状”，如“滥用套式语”：向⋯⋯学习
（学习）、把⋯⋯进行到底（坚持）、为⋯⋯创造条件（促成）、站到⋯⋯的对立面（对立）；又如
“滥情词”：热烈庆祝、亲切交谈；还有“滥用北方的方言词”：第一把手、抓好政策、搞活经济；
等等。同时，很多在陈云看来属于“混账文字”的大陆中文正逐渐侵入香港：香港媒体报道特首曾荫
权与学生交流，用的竟是“真情对话”、“零距离接触”这种词语，而“搭建平台”、“政策倾斜”
等大陆政词，也成了港府用语。我本人觉得体会“混账中文”最好的办法就是看CCTV的新闻联播，
那些雷人的中文被播音员用雷人的语调播送出来，有时候仔细想想，是很恐怖的。其实民间语文也难
免不受“污染”。以前读过大仙写的一篇文章，该文列举了“十大恶俗流行语”：1、谁动了我
的____？2、都是___惹的祸！3、今天你___了没有？4、亮丽的风景线。5、零距离。6、我是___我怕
谁？7、我___故我在！8、打造。9、指数。10、爆笑。对于写字儿的人来说，力求自己的文字不被“
污染”是应该的。不过，话说回来，文字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容易被“污染”呢？这是个更加深刻的问
题，我自己对此尚无确定的答案。我只知道，文字是活的、不断随时代变化的，其风格是带有时代感
的。陈云认为“对毒品说不”这句戒毒口号不是好中文，完全可以用更为简单直接的“拒绝毒品”代
替，我却觉得虽然这种“对⋯⋯说不”的句型用多了也会变成恶俗句式，但至少这种说法是更有时代
感的，对于青少年来说，“拒绝毒品” 这种口号听起来肯定比“对毒品说不”更加干巴、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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