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语言文字期刊《咬文嚼字》编辑部获悉，
著名语言学家、出版人郝铭鉴于4月2日病逝。（4
月3日《大众日报》）

提起郝铭鉴，很多人耳熟能详，他不仅是一位
资深出版人、总编辑，还于1995年创办了著名的
《咬文嚼字》杂志，并因此成为读者十分熟悉和喜
爱的“捍卫语言文字纯洁性”的专家。谈及《咬文
嚼字》这本小刊物的缘起，郝铭鉴曾说：“刊物虽
小，但语文规范化‘兹事体大’。它不仅关系到信
息传递的质量，关系到城市的文明程度，而且直接
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我想，这应该成
为我们办刊的立足点。我们办的是小丛刊，但需
要的是大眼光。”

是的，《咬文嚼字》作为读者心中的“语林啄木
鸟”，多年来一直坚持独特的办刊风格，如低价、小
型、严谨、较真等，为中国出版界和语言文字界留下
了宝贵财富。尤其是，从2006年起，每年都要对外
发布年度“十大语文差错”，一直坚持到现在，这种

“咬住差错不放松”的钉子精神和持之以恒精神广
受赞誉。

《咬文嚼字》评选年度“十大语文差错”的目的，
一是为了开设“语文大课堂”，用“蚂蚁搬家”的方
式，减少语文差错；二是为了唤醒社会对母语的敬
畏之心，激发民众准确、规范使用母语的意识。因
此，它不仅力求做到权威，而且很有针对性，对于唤
起人们重视规范用语，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发挥了
很好的帮助作用。很多用语错误，完全是常识性的
错误，或许根本就不该发生，比如“一篮子货币”误
为“一揽子货币”；“黏豆包”误为“粘豆包”；“绅士”
误为“绅仕”；“作为”误为“做为”；“脱离欧盟”误为

“脱离欧洲”等，便都属于这种情况，只要平时稍加
注意，并非不可以避免。

《咬文嚼字》每次评选年度“十大语文差
错”，不仅态度严谨，而且程序规范，先后经历

“条目征集”“条目筛选”“专家审核”“征求意见”
“最后审定”等步骤，可见多么用心，多么努力。
近年来不少电视台推出了“汉字听写”“成语竞
赛”等字词类节目，在传承文化、传播知识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很多观众、网友便提出，
这样的节目不能只为了眼前的收视率竞争，而
应长期办下去。可见，《咬文嚼字》长期坚持评

选年度“十大语文差错”的做法是多么的有眼
光，有毅力！

多年来，《咬文嚼字》通过每年公布“十大语
文差错”，达到了激发民众准确、规范使用母语的
意识，减少语文差错这样的目的。比如第一年发
布的“十大差错”中有把“神舟六号”误成“神州六
号”一条，后来提到我国航天飞船时，媒体基本上
很少出现“神舟”误成“神州”的差错了。具体到
个人，很多人也通过年年阅读“十大语文差错”，
更加深了对某些词语的理解，也很少再说错、用
错了。如果不是《咬文嚼字》的引导，很多词语的
含义、来历、用法等，我们还真知之甚少，甚至稀
里糊涂。

除此以外，《咬文嚼字》还从2012年起，每年年
底公布一次年度“十大流行语”，并始终坚持“流行、
创新、文明”的三大评选原则，在积极拥抱新生潮流
的同时，也警惕社会语文生态的粗鄙化。由此可
见，郝铭鉴对汉字是多么的敬畏。

如今，郝铭鉴虽然不幸离我们而去，但其倡
导的理念及蕴含的精神，却会一直存在下去，永
远激励着我们在“捍卫语言文字纯洁性”的道路
上不断前行。由此想到，作为各类媒体，在缅怀
郝铭鉴的同时，能否也针对自身容易出现的用语
差错，认真进行“咬文嚼字”呢？如果能专门开辟

“勘误”栏目，长期坚持自我纠错，无疑就更好
了。多数媒体曾经都这么做过，对于读者指出或
自身发现的用语错误，会及时进行声明和纠正。
如果今后能这么做，经常性勘误，那么，一定会大
大减少用语错误。

继而又想到，作为政府部门，同样应该学习郝
铭鉴及《咬文嚼字》的“钉子”精神，不仅对各项工
作都要做到精益求精，对于文字工作更要层层把
关，避免出差错。而事实上，各级政府部门由于文
字差错导致公众不满，甚至被严厉批评的现象，时
有发生。

多一点“咬文嚼字”精神
◎万阕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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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时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李明写诗已有 34年了，他还在写。最近，吉
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风吹大地》是他的最
新诗集，从这本诗集中，我们读到了李明的进
步，我们高兴地看到：不再有刻板印象，不再有
风花雪月，不再有华辞丽藻；不再是自我宣泄，
不再是宣传工具，不再是惯性思维，不再是消费
文化……

李明构造了他个人的独特世界，他的世界核心
是他个人的、内在的、独一无二的个性的声音，具体
表现在一个多层次的语言结构中，包括：形式、结
构、语汇、句法、意象、语气、视角等。这个复杂的结
构即是诗的文本。

诗集《风吹大地》中有一首诗，题目是《高处》，
全诗只有四句：房子是泥土的高处/烟囱是房子的
高处/炊烟飘起来了/它是日子的高处。

我们经常在一些诗里看到房子、烟囱、炊烟，但
是没有看到“日子的高处”，而这些是独属于李明
的，他用语言把个人经验转化成普遍经验，启发和
感动了读者。李明对语言有着敏感性，这是诗人应
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当然也是诗歌读者应该具备的
基本条件。

诗应该是一种对语言的全面体会和感应，它不
满足于仅仅做一个传达信息的工具和媒介。它的
物质性和意义表述构成相辅相成的有机体，李明能
够把文字的声音、造型、组成元素及结构服务于他

想表达的主题，做到形式与内容的一体化。
这本诗集中有许多诗所表达的个人经验直指

人存在的真相，例如《平安》写到：一只蚂蚁在行人
路上跑着/奔跑的速度让我吃惊/幸好此时路上无
人/蚂蚁的小心是多余的/前面就是杂草丛了/蚂蚁
一拐弯/我就看不见它了 整个过程多么短暂/又
是那么漫长。

这首诗让读者离开蚂蚁，想到人自身存在的
短暂，而且这短暂的时间的速度又是那么飞快。
人，原来是如此活着，如此存在着。诗人的诗只有
在关注人的存在时才能与读者的内心相关联，诗
比其他艺术形式更能简洁明了地引导读者进入自
我的世界，并在那个世界里探寻人生与世界的意
义。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文学是对存在的
勘测”。

李明能够自觉地去完成文学的任务，《风吹大
地》也就比他以往的诗集提升了格调。

李明的诗越写越明白。

文学是对存在的勘测
——李明诗集《风吹大地》读后

◎李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诚如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
拿目前的抗疫诗文来说，下可关注个体所
为，中可关注群体动态，上可关注整个社
会趋势，从抗疫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全国
上下众志成城、共抗疫情的精神风貌，抗
疫诗文凝聚起了全国人民坚如磐石的抗
疫精神力量。但是，如果我们稍加留意，
就会发现，有些抗疫作品并不完美，存在
虚、俗等问题。在我看来，抗疫诗文需要
凸显以下三个要点：

一曰情。文学离不开生活。只有把
自己摆进去了，切实感受抗疫中的人和
事，发现真善美，你从中感动了，然后才能
感动他人，这就叫以情动人或让人动情。

“但如何提高诗文感情的质量，将情写大
写广写深，并在情中注入慧心与天地万物
之性灵，并不是每个诗文写作者都能做到
和意识到的。倘能将对他人的挚爱与指
向自我的性情抒发统一起来，这样的诗文
自然便是一种高格的诗文，是一种和谐澄
明的诗文。”（陈剑晖《光明日报》）

比如，丰建国发布在内蒙古丰镇市文
联公众号上的抒情诗《你们也是可敬的逆
行者》，可谓真挚动人，情深意长。它以

“昨夜寒风袭人……我猛然想起了你们/
仍在街巷、小区/还有村口、路边/经受寒
风冷雪吹打”入题，随之由远及近、以小见
大地写到钟南山、医护者、子弟兵，说他们
以坚守逆行在防控路上。最后诗人写到：

“风，你去歇歇吧……天快快亮吧……我
双手合一，泪花点点/愿时艰共克，灾情早
除/让所有逆行者早早回家……”。全诗
构思精巧，虚实结合，情到深处歌自出，真
诚地抒发了诗人对全国防控疫情人员的
由衷敬佩、感激、赞美之情，让我们见证了
新时代谁是抗疫最美的形象、最强的力
量。

这首诗虽然直接抒情，但诗人巧妙地
设计了一个寒风袭人的图景，它既指现实
中的风，又暗喻新冠肺炎。通过逆行者们
的抵抗，象征性地诠释了他们坚守的艰
辛、尽职及其意义，这就避免了直抒胸臆
可能带来的直白、浅露，“自有一种宅心仁
厚笼罩着的大爱渗透其间，加之作者是以
自己的心贴着人物的心来写，因而自有一
股感情和伦理的力量吸引着读者。”（陈剑
晖《光明日报》）一句话，至诚则深情。

我们看作家刘醒龙发表在《文艺报》
上的散文《问世间情为何物》，写的是作家
身处武汉疫区，在全国医用防护物资都紧
缺的情况下，他却收到外地作家们快递来
的口罩、护眼镜、防护服，委实解决了疫区
一些人的燃眉之急。对此，作家心存感
激。文章自始至终都在讲一个“情”字，彰
显了天地有情皆大爱的浩然正气，具有人
性之美、人生之趣的开阔意境。文末，作
家说：“封城之下的武汉正如一艘大船，这
船上的个人，即便没有可以划水的浆，危
难之际，在自己的位置上，往风帆上吹一
口气以助力前行，都是一种壮举。问世间
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天大的事情
也终归是要过去的，留在天地间，只有这
非物质的人与人互爱互助的永恒之情！”
显然，这是作家深化升华了的真情流露，
明着说患难见真情，真情贵及时，如雨润
人心，却暗指人生身外之物都是过眼云
烟、唯有真情才是维系社会的桥梁纽带、
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人文滋养。通读此文，
我们深感其情中有理、理中含情、情理交
融、意趣横生。

综上可见，情是诗文之本，情之所至
才能出手不凡。情贵在深化，唯情才能赢
得读者的心灵。

二曰识。文学是个体的反映。这个
反映也是有角度、有见识、有创造的。同
一个题材的诗文，最忌千篇一律、人云亦
云，甚喜与众不同、真知灼见。由此，创作
讲究谋划布局，讲究独辟蹊径找准与时代

对接的维度，这样方可实现文学功用性与
审美性的有机统一。

例如，李鲁平刊发在《光明日报》上的
散文《辗转的春天》，就是一篇慧眼识珠的
好文。文章分别叙述了一个基层干部和
一位女护士，他们为了防疫历尽艰辛辗转
了好几个地方，跋涉了几百、上千公里路
程终于回到各自岗位的故事，真切反映了
危难时期他们爱岗敬业、舍小家为大家的
高尚情怀，他们无疑是抗疫一线无数无名
英雄中的一个缩影。

也许该文讲述的故事很平常，但它平
中见奇，奇就奇在作家能从日常生活中找
到不平常的素材突破口，予以重新创造。
这个故事，展示出了抗疫时期每个人通往
春天的路程都是极不平凡的，通过这个故
事，让我们看清了这个时代总有一些人，
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的人性，也让我们领
略了沉甸甸的厚重人生。

同样，李瑾刊载在《光明日报》上的散
文《一个防疫一线村支书的春节》，也是篇
颇有新意的佳作，令人眼前一亮。通常，
我们写抗疫文章大多侧重具体事件，以事
来突出人物形象。然而李瑾没有随俗，他
抓住“忙”这个文眼，写了村支书忙开会、
忙播音、忙贴标语、忙摸排，唯一的一次忙
私事就是“贴春联”，结果还没贴完就去了
镇里，连回家吃饭也常常是忙的吃了一半
就走了……

透过村支书的忙，我们可以想象疫情
时期社会各个层级的忙，由此，忙无形中
成了防疫时期鲜明的特征。那么，李瑾弘
扬的何尝不是时代的主旋律？发出的何
尝不是时代最强音？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书本长知识，社
会增阅历，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形
成自己的见识，功夫更在诗文外。

三曰思。思，既是不可或缺的境界，
也是无声胜有声的留白。文学作为语言
艺术，它所蕴含的思想往往较其他艺术更
深入。它除了给我们情绪的感染外，还能
给我们以大量的、强烈的、深刻的理性认
识。

譬如，宫亦鸣发表在巴彦淖尔市文联
公众号上的长诗《这就是中国》，站位高
远，气势磅礴，由远及近，由近及远，由国
到家，由家到国，远近结合，全面、真实、细
致地展现了全民抗疫、共克时艰的中国气
象。这首诗深化了抗疫时期中国精神的
内在价值，充分显示出诗人的爱国主义思
想境界。全诗句句写实，却句句抒情，读
来回肠荡气而又温情似水，感人至深而又
颇受启迪，为抗疫诗歌格局标示出一个新
高度，值得大家借鉴。

文学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性，突出地表
现在语言最为凝练的诗里。又如，鲁若迪
基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的短诗《体温表》：

“这个时候/测量着的/不仅仅是人的体
温。”全诗虽然仅3行16个字，可是它给读
者留下的想象空间、参与空间是丰盈的、
无限的。让人联想到抗疫时期，测量的不
仅仅是人的体温，而是责任、担当；是守
护、热爱；是健康、生命……该诗的特点是
以少胜多，不尽之意于言外，启人联想、动
人心弦。

思是诗文之魂，思既在诗文之内，又
在诗文之外。

抗疫诗文只有情、识、思三者兼备，读
者才不会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
参与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者与读
者融为一体，如此诗文的审美价值也就实
现了。

抗疫诗文更需情、识、思兼备
◎常耀宗

本报记者 许素红 摄

于雪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