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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字里行间》

前言

　　编辑改稿子，有人俏皮地描述为画“红气球”。怎么会是画气球呢？原来，编辑每天的工作便是
在一篇篇稿子上找毛病，找到毛病，就把它圈起来，随后扯出一条线，把线拉到空闲处，再画一个气
球一样的圈圈，把纠正的内容写在气球里面。改罢的稿子退回印刷厂，排字工人把气球里面的东西移
植到有错的地方去，这个活儿便叫做“退改”。编辑为了醒目，改稿子往往使用红笔，气球自然就是
红的了。　　不过，这比喻如今有点过时了。现在，编辑们直接在电脑上改稿，根本用不着画什么“
红气球”。但对于我们这些画了大半辈子“红气球”的人来说，“红气球”毕竟是伴随自己若干年的
亲密伙伴，对它很有感情，见了它颇感亲切。我甚至想建议本书封面的设计者，也把带格子的稿纸和
红气球作为重要设计元素表现出来。　　其实，说现在“画气球”完全过时了，也是不准确的。当编
辑时间长了，都会有点职业病：无论是看书还是看报，读着读着，就当起编辑来，找到问题，信手就
取笔过来，把错处圈住，拉出一条线，画上一个气球。因为红笔不在手边，所以气球就不一定是红的
了，可能是蓝的，也可能是黑的，但气球必须有，错处必须改正过来。这就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编辑职
业病。我的一位学长，1964年从北大中文系一毕业，就在《红旗》杂志（后来是《求是》杂志）服务
，一干就是一辈子。他的职业病是属于“病入膏盲”型的。经他看过的书籍、刊物、报纸，难免要画
上几个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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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字里行间》

内容概要

《趣说字里行间》主要分为字词品味，语文漫谈，编辑心得和翻译乱弹四大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到
底谁才能使用“最”？说“整”的力度，说“涵养”、“修养”和“教养”，陈原老人的敏感，咱汉
语也有了大传播的良机，广告文化面面观，从“拉稿子”说到“想当然”，无知却有胆，快去编词典
，大胆猜测的习惯十分可怕，从潘基文“姓潘，不姓文”说开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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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字里行间》

书籍目录

前言一、字词品味  到底谁才能使用“最”？  应该用“压”，还是用“轧”？  “花拳绣腿”是中国文
化么？  关于“前苏联”  “穿帮”与“穿煲”  说“整”的力度  说“的士”和“打的”  从“零距离”
到“零容忍”  也说东北话中的“贼”  “雄关漫道”大行其道  你知道“呛声”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
想“支持”“不便”  “本书”如何如何：一个常见的初级错误  “令人堪忧”还真有点堪忧  “可吸入
颗粒物”到底可吸不可吸？  “正经”与“正儿八经”  是“云山雾罩”还是“云苫雾罩”？  且慢“哇
噻”、“爽歪歪”  “毛主席在苏联逗留二个月以上⋯⋯”  什么叫“不知所踪”？  “各地”不等于“
任何一个地方”  是“比对”，而不是“对比”  “字字玑珠”在这里用得不妥  “服法”被频繁地写成
“伏法”  说“涵养”、“修养”和“教养”  “生前”怎么就等于“死前”了呢？  “三急”考  “授
权”乎？“受权”乎？  “大连”这个地名的来历  李敖不知道什么是“轨靴”  “小针扎”到底是什么
东西？  于丹的“何其人”  说“粉丝”二、语文漫谈  陈原老人的敏感  汉语能火过英语么？  英国人说
，德国在反击英语的侵略  看法国人的“法语情结”  大可不必因噎废食  新“字盲”现象值得重视  咱
汉语也有了大传播的良机  网络文章一大抄  “世界语”又来了？  关于“因病医治无效”种种  普通话
的儿化现象漫谈  汉字简化回头看  字母“V”与我们的关系  “你好”和汉语中的问候语  人类要“委婉
”到什么时候？  错字商标的责任人在哪里？  垃圾广告跟你“刻意相逢”  广告文化面面观  重名的困
扰  取名用字应该立法了  青岛有3 305个王秀英  关于感谢的“预付”  171个新词发布以后  “老外”能
说是贬义词吗？  原来“她”活下来如此不易  “先父”到底是指谁的父亲？  一句套话留下的破绽  面
对“配偶”称呼的失语  叫人无奈的荧屏字幕  标点符号是怎样诞生的  规范汉字表：一项早该出台的规
定  公共场合的汉语拼音用不用严格规范？  五彩缤纷的网语新创造  从“猪流感”到甲型流感三、编辑
心得  从“拉稿子”说到“想当然”  我为什么要向青蛙道歉  对有些“错误”要手下留情  到处都是臭
烘烘的“奶酪”  魏明伦的作文不得分  “老八路”能不能常“回来”？  一份有趣的老舍自写小传  沟
通的难度  名作家有语病不足为奇  无知却有胆，快去编词典  想起了韬奋先生  董存瑞死前到底说了什
么？四、翻译乱弹  大胆猜测的习惯十分可怕  到底是“拉登”还是“拉丹”？  “雅鲁江江”之类  “
西伯利亚”，你让我捉摸了几十年哪！  日、韩特有的汉字需不需要翻译？  天下独一份的“国务卿”  
找毛病是件叫人扫兴的事  那匹可怜的老马是我  外文字母能不能进入汉语？  从潘基文“姓潘，不姓文
”说开去  翻译趣闻种种  “广场”啊，你在哪里？  “哈日”、“哈韩”的“哈”是什么意思？  你知
道什么叫“嘉年华”么？  一个德国人眼中的Chinglish  宅男、宅女、御宅族  “不折腾”折腾起一场翻
译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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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字里行间》

章节摘录

　　近几年，陆续有几家出版社出版了“年度最佳作品系列”之类的丛书，从销售的情况看，挺受读
者欢迎。但还是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的意见。其中有一篇文章对“最佳”中的“最”字最不以为然，
论述到后来，“最”字简直就没法儿轻易使用了，理由是“大凡标榜为‘最’的东西，都是有点水分
，有点靠不住，因为世界上称得上‘最’的东西少之又少，同类中就只有一个”。这样一来，不仅“
最佳”的书不能编了，连我们平时说话也不得不格外小心，以免一不留神犯了滥用“最”字的错误。
　　我想了一下，觉得大可不必自寻烦恼，自设藩篱，把“最”字戒除。原因十分简单：谁也没有天
真到把每一个“最”绝对化。用英文举例，英文中一旦使用了形容词的最高级，句子的后面总会有一
个介词结构跟着，告诉你这个“最”只在这个范围里有效，谁也不会误会，把“最”的适用范围泛化
开去。汉语何尝不是如此？大家每天都在说“最”，听话的人谁都知道交谈语境中的限制范围，所以
也不会跟说话的人较真，问：“你这个‘最’是全国的，还是全世界的？调查过吗？公证了吗？有吉
尼斯的证书吗？”　　从逻辑上说，世界上每一同类事物，只能有一个“最”。但诉诸观察实践，想
做绝对了也难。因为人的认识能力总是受到各种限制，你认为“甲物”是个“最”，是因为还没有见
到“乙物”。以发现化学元素为例，“最轻”和“最重”的原子，也是随着人们对物质认识能力的增
强而不断变化着的。现在的“最”，就敢说是最后的“最”了吗？也不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上化
学课时用肯定的语气告诉学生：氢的原子量最小。这肯定不算错，因为反映的是现在人类对物质的认
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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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字里行间》

编辑推荐

　　到底谁才能使用“最”?　　“花拳绣腿”是中国文化么?　　“穿帮”与“穿侥”　　说“整”
的力度　　说“的士”和“打的”　　从“零距离”到“零容忍”　　也说东北话中的“贼”　　你
知道“呛声”是什么意思吗?　　“《趣说字里行间》”如何如何：一个常见的初级错误　　“可吸入
颗粒物”到底可吸不可吸?　　且慢“哇噻”、“爽歪歪”　　什么叫“不知所踪”?　　“服法”被
频繁地误称“伙法”　　“生前”怎么就等于“死前”了呢?　　李放不知道什么足“靰鞡”　　于丹
的“何其人”　　汉语能火过英语么?　　英国人说，德国人在反击英语的侵略　　新“字肓”现象值
得重视　　关于“因病医治无效”种种　　“你好”与汉语中的问候语　　人类要委婉到什么时候?　
　广告文化面面观　　青岛有3305个王秀英　　“老外”能说是贬义词吗?　　原来“她”活下来如此
不易　　“先父”到底是指谁的父亲?　　标点符号是怎样诞生的　　五彩缤纷的网语新创造　　从“
猪流感”到“甲型流感”　　从“拉稿子”说到“想当然”　　我为什么要向青蛙道歉

Page 6



《趣说字里行间》

精彩短评

1、多为个人观点，但看得出作者知识广博，语言很幽默，获益良多
2、书刚到，没啥插图，全是文字，看的我有点闷⋯⋯
3、很不错的一本书，提高文学水平
4、确实有些无聊
5、作者有病
6、一个老编辑底随想。
7、既有关于语言文字规范使用的，也有直击社会语言文化的*看起来有意思，也增长些常被大家误用
的语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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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字里行间》

精彩书评

1、想不到第一篇文章就使我产生异议了。《到底谁才能使用“最”》，说的是近几年一些出版社出
版了几本“年度最佳作品”的丛书，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而笔者“瓜田”的这篇文章就是驳斥这种
批评。他觉得，读者“谁也没有天真到把每一个‘最‘绝对化”，意思就是，读者会在看到每一个“
最”字的时候，自己会做一个范围的限定，如地域、类别范畴等。另外，他觉得人类的认知本来就是
有限的，所以只要是覆盖了时下能认知的范围，你可以说“XXX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XXX的文
章是最好的”等等。他认为编写这些带有“绝对”意味的导向性很强的材料，不是权威人士和组织的
专利。一则，考虑到政治、经济等影响，中国历史上权威机构的作为很多是负面的；二则，有些时候
不是非得等最好的上来后才吃的，既然饿了，粗糙点的也比没有好。出版社按照他们“最佳”的标准
来选的，你不同意，也可以捧出一套你的“最佳”选本。别没事在那指手画脚。对于第1点，我们每
天打开电视看《小强热线》和《今日关注》，见多了。案例如下：“有市民李小姐爆料，在某服装店
花199元买回一件标称是‘100%纯羊绒’的衣服，回去经懂行的人一鉴定，几乎不含羊绒！然后，记
者陪同李小姐去到该店理论”⋯⋯店员（侧目瞟了一眼事主，面带讥讽）：“199你就想买个纯羊绒，
你疯了吧，你出去问问，这个价钱能买有我们这个羊绒含量10%的已经是很实惠了！大家都知道的啦
，你自己不懂别怪我。” 这次有记者撑腰，李小姐当然是旗开得胜，但如果只是她一个人上去理论呢
？她听到这句话后，第一想法就是：“cao,都怪自己不懂⋯”自己底气就不足了。最后只能灰头土脸
的回家去，只怪自己不懂这个“潜规则”。他们和那些把阿婆的棺材老本都骗走的人有什么区别？被
人识破后，还找个理由给自己遮羞，说什么“零风险50%的年利润，你信吗，她这样都信，活该她被
我骗。” 商人最喜欢的言辞：“咱们行业都是这样的啦，你来光顾，我们就默认你是知道这些的了，
有什么损失不关我们事。” 狡辩的性质是一样的，一样让我恶心！而一帮本身就是搞文字工作的人，
明知道用的“最”字根本不严谨（这样说我是客气了），居然还执意踩文字的“红线”，这就是瓜田
说的“没什么不妥之处”？！我看他们应该罪加一等！因为毒奶粉虽然会出人命，但起码有迹可循，
能亡羊补牢，而毒文章无色无味，毒害的人却一生都不知其所毒，祸害的严重性深及社会的骨髓。他
们手握这么敏感、关键的媒介资源，编撰出对群众有误导性的资料后，这老编辑还来补上这个无耻的
注脚。这让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对于第2点，他应该也自觉不妥吧。“最富有”、“最快”、“最多
”这些都可以通过数据收集、分析而得到某个值，这些都是经得过验证的。而“最佳”本身就是不可
能存在的，这个对于他们做文字工作的人是肯定知道的。你可以说“网上最多点击”、“最长”、“
最短”、“最多评论”，甚至“最感动我的”，你就是不能用“最佳”！因为你误导了我们。你明知
道“最佳”极具误导性，你就用了，好让我们在书店看到这书时，会受这两个字蛊惑而拿起来看或买
。这时候，又有人说了：“是你自己傻B,我写最佳你就信啊？！”，这些人请参照上文第一点。对于
第3点，他把书籍知识比喻为米饭。我赞成这个比喻，问题是如果一个作者含辛茹苦数载，终于写就
的书才能被称之为有营养的米饭的话，你们这样加个题目，然后抽调别人文章而成的“书（真不该叫
书的）”只能算是一个饭碗。饭碗某些时候确实方便了一些要吃饭的人，但绝不能称之为“饭”，本
身更是没有营养可言。而且你只是其中的一只碗，别把自己的使命说得这么重要，更需要你关心的是
，你这个饭碗是不是干净的，别胡乱掺杂了劣质成分，把一些另一部分纯洁的米饭给弄脏，弄有毒了
。对于第4点，我又要讲脏话了。只是看到第2点、第3点的话我肯定不会写这篇又长又臭的文章，但作
者最后又提到了我最痛恨的一句话：“你不同意，也可以提出你的‘最佳’标准，捧出一套你的‘最
佳’选本⋯⋯总是指手画脚的多，埋头苦干的少⋯⋯” 这句话让我想起罗永浩砸冰箱事件。西门子极
力否让冰箱的质量问题，当时就很拽的说了类似的话（没考证）：“说这有问题，那有问题，这么厉
害，你们自己做一台冰箱出来啊”。以事论事的话根本没必要扔出这句话，话说到这个份上，实在是
理屈词穷的泼妇之为。明明自己处在强势的位置，占据着社会的优势资源，这就是一种风凉话！我没
做过，我做不了，我就不能评判？如果这样的话，历史学家全部吃西北风去吧，因为历史出现过的很
多角色现代早就不存在了，他们自然没有“做”过，那他们都不能评论了，剩下的都是现代都有的，
自然也不需要他们来“指手画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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