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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推敲句句斟酌 
 

南方壺 

我有時會看一些“咬文嚼字＂的書，如余光中的“中和

西＂，陳雲的“中文解讀─從混帳文字到通順中文＂。看後

往往心驚膽跳，覺得書中提到的缺失，也是我常犯的錯。深

感為文要避免不中不西，不贅語一堆，還真不容易。另外，

學生時代作文，若老師評語是“通順＂，那時並不會以為是

太大的讚美。如今卻戒慎恐懼，唯恐寫出的文字義理不通。

有人說“壞文章一看就知道，好文章卻寫不出來＂。真是如

此。好文章豈敢妄求，文字若能讓人讀後認為還算通順，就

該鬆口氣了。 

前幾天在網路上看到一篇標題為“誰說國文不重要＂

的文章，按進去看，已出到第 10 篇了，作者是王韜。每篇

都不太長，引述一文字有誤的實例，加以評論。最新的一篇，

是講國家地理雜誌 2011 年 6 月號，中文版封面上，將英文版

封面的“The Birth of Religion＂，翻譯成“宗教的濫殤＂。

乍看之下，翻譯者中文造詣不錯，用詞典雅。只是那兩個特

別放大的字“濫殤＂，其實應為“濫觴＂。“濫觴＂指事物

的起源，其中“觴＂本酒杯。至於“殤＂乃未成年而夭折。

我們有時在報上看到“中樞紀念國殤＂，“國殤＂就是為國

犧牲生命的人。生變成死，要談宗教的起源，居然寫成跟死

亡有關的字眼。不敢驟下斷語，說該雜誌社的編輯中文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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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只能說未免太不夠嚴謹。而連引人注目的封面，都有這

麼大的錯，難免令人聯想內容的謬誤將更不少。看來該雜誌

社會懊惱很久。 

錯別字可說處處出現。現在學校辦活動，為鼓勵參與，

常設有獎品，這時別字就開始活躍了。例如，教務處舉辦“網

路教學意見即時回饋系統使用心得＂徵稿活動，就會出現：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系統使用心得競賽獎品（圖

書禮卷），頭獎、二獎、三獎各一名，另有佳作三

名作為獎勵。 

又如學務處舉辦交通安全攝影比賽，結束後工作報告中，

“禮卷＂出現將不令人訝異： 

於 4 月 26 日截止收件，經評審後取前 3 名，

第 1 名 10,000 元、第 2 名 5,000 元、第 3 名 3,000
元獎金或等值禮卷及獎狀乙幀。 

在學校裡，可能常想到考卷，所以禮券往往成了禮卷。學校

各單位的網頁、海報、公文，或信件上，禮卷早已見怪不怪。 

前年 8 月莫拉克颱風重創台灣。去年 7、8 月間，國立

臺灣博物館舉辦“莫拉克風災特展＂。原本展覽架構中，有

一“莫拉克颱風的重建＂。在“誰說國文不重要＂(2) 裡，

指出應是“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才對。說的也是，這個因

造成重大死傷，前不久才被世界氣象組織除名的颱風，怎會

有人想去重建它？又不是拍災難片電影；也並非想看若重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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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是否應變措施會做的更好，以減小災難。在“孟子＂

公孫丑上篇，孟子曰“子路，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這是“聞

過則喜＂成語的由來。孟子藉子路的口，勉勵人們要能虛心

接受別人的指正，有則改之，無則勉之。只是大部分的人是

“聞過則怒＂，不容批評，視批評為惡聲。而“惡聲至必反

之＂，此句也是孟子講的，亦出自公孫丑上篇。結果該館兩

天後便回應，除了表示感謝，說明已進行修正外，並強調“爾

後各項展覽將以更高標準審閱展覽文案＂。不知該館是否能

聞過則喜，但至少頗有從善如流的雅量，效率也很高，令人

刮目相看。要知別人告知有錯，願意即時改正，避免貽笑大

方，受惠的其實是自己。 

6 月初收到學校的一份會議紀錄，其中“教務處推動

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近程報告＂，有些字句看了一下子才

明白意思： 

一、100 年 3 月推動事項： 

(一)確立「追求教學卓越」為本校應致力追求

之目標，以本年 9 月提報教學卓越計畫為目標，擬

訂教學卓越計畫推動期程甘特圖（附件 1），著手進

行各項討論。… 

各月份均列出推動事項。追求教學卓越，或目標為“教學卓

越＂，都還有道理。但追求之“目標＂，為“追求教學卓越＂

就不通了。據說馬克吐溫 (Mark Twain，1835-1910) 曾說“戒

煙有什麼難，我已戒了幾百次了。＂所以宣告要戒煙，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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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什麼了不起的目標，戒煙成功才是目標。聖經羅馬書早就

講了“立志為善由得我，只是行出來由不得我＂。所以連立

志追求的目標，都不見得能達成，何況如果目標只是追求某

一目標，那值得去確立？另外，在“附件 1＂中，於 8 月的

工作項目“教育部來函申請計畫＂，特別括號註明“未知

數＂。猜想乃由於根本不知今年教育部是否會來函要各校再

申請，才標示未知數。因今年初教育部核定的是 100 至 101
年獲補助的學校，補助為期兩年。因此訂一個早就知道完全

不操之在己的“以本年 9 月提報教學卓越計畫為目標＂，是

不太實際的。自己都知道能否提報是未知數，怎還以此為目

標？所以列出的兩個目標，可說都是虛無的。這就令人好

奇，推動事項中，“目標＂一詞的含意，究竟是什麼？ 

馬英九總統愛講冷笑話，而且常是同樣的笑話一講再

講，即使已沒人笑的出來仍要講。其中一個是“總統好不好

吃＂： 

冰店老闆端出紅豆牛奶冰，馬英九見到紅豆眉

開眼笑。有人問“總統好不好吃？＂馬英九說“總

統不好吃，紅豆好吃。＂ 

不過此笑話早就有了，馬英九總統應非原創。民國 97 年 4
月底，有下述一則新聞： 

任期剩下最後 3 個星期，陳水扁總統和副總統

呂秀蓮，今天一起到國軍基層部隊，展開卸任前的

畢業巡禮。陸軍今天精心安排，讓陳總統看看野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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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的山地訓練，還準備了野炊餐點，讓陳總統嚐

嚐味道。記者不免俗的問問“總統好不好吃？＂副

總統卻耍冷搶答，說“總統不好吃，東西比較好

吃。＂ 

這種笑話，乃利用口語不易顯示出標點，造成有無標點，有

時語意不一樣的特性。古時沒有標點，像“論語＂裡，便有

多則因斷句不同，導致意思差很多。沒想到現在卻有不少人

寫作時，對標點不太在意，常沒有標點，只有空格，或隨便

標一下。我審到這種稿子時常很頭痛。有人可能是習於在網

路上或以手機傳送文字，因此連排版都無所謂，遑論標點？

但差之亳釐，謬以千里，對標點的使用豈可不慎？在“誰說

國文不重要＂(5) 裡，便引用臺北市動物保護處信封上的一

句“親愛的飼主提醒您！＂，真是與“總統好不好吃？＂類

似，不知究竟是誰提醒誰？ 

論文或書籍中，常會有“致謝辭＂，感謝在研究或寫作

過程中，那些曾協助的人或單位。學術論文，一般要審查，

致謝辭中也常一併感謝審稿者。雖通常不知審稿者是誰，但

由於他們提出的意見，使作者能將其作品修改的更完善。即

使覺得審稿者有時太吹毛求疵，但畢竟讀者若對文章肯定，

有光彩的是作者，而非不具名的審稿者。審稿者乃無名英

雄，當然得好好感謝他們費心讀你的文章，幫你挑毛病。 

字字推敲句句斟酌。看到別人文字不妥處，知道此為容

易犯的缺失，慶幸這次不是自己犯的，以後則要特別留意。

這樣也算是一種聞過則喜了。 (10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