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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临近年终，盘点日盛。各
类五花八门的图书榜单也甚
嚣尘上。其中既有十年历史的
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榜、亚马
逊“年度纸质图书畅销榜”等
老牌图书榜单，也有许多闻所
未闻的后起之秀。

图书榜单既是对图书品
质的反映，也是另一些读者得
以借鉴阅读的方向标。可文化
人推荐的书有多少真的适合
普罗大众？选出书榜的评委有
几个真的看了这些书？恐怕还
得打个问号。

榜单要不要接地气
“读书”是风雅的事，这个

概念至今还是大多数中国人
对读书的概念。可事实上，在
阅读十分普遍的现在，大多数
人读的都只是闲书，闲书当然
难登大雅之榜单，于是每年的
榜单中，总有不少风雅到高不
可攀的书。

现如今最资深图书榜之
一的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榜，
早在 !""#年就问世了，《聂绀
弩旧体诗全编》《万有引力之
虹》，还有厚厚的小说《!###》
等，该榜单历年推出的十大好
书，哪一本都不好啃。不少读
者抱怨“太小众、太高深”。

对此，创始人胡洪侠并不
为所动，他坚持榜单的创作初
衷就是：“为真正坚持人文阅
读、把读书作为生活方式的人
选书，不是为大众选的。”他透
露的选书标准是：选学术著作
注重原创和前沿性，选文学著
作注重开拓性，既不选当年诺
奖获得者的书，也不选当年茅
盾文学奖获得者的书，对市场
热门的畅销书更是紧闭大门。

“高深”的榜单是专家希冀读者攀越的阅读高峰，而大
众读者是否愿意攀登，则有待商榷。不少直白的 $"后纷纷
“抗议”：“我不喜欢各种年度好书榜单，完全不管吃瓜群众
的接受程度和层次，粗暴得近乎不近情理。希望每一本推荐
的书都带着推荐者双手的温度。”也有读者表示根本无视这
些那些榜单：“我看我的就好，管他有没有上了哪个榜单！”

有多少评委读了书
榜单可信程度取决于其真实性，而这份真实和评委们

从心出发的衡量密切相关。然而，每年有那么多书，又有几
个评委能这样海量鲸吞图书并加以消化，再评出榜单？甚至
有许多评委连榜单上的书都未及看全，只能随便翻几页，那
这样出炉的榜单又有几分含金量？

在日前举行的某好书榜单评奖现场，就有评委坦承：
“这些书没看过，参加这个会，才知道有哪些书回去得买。”
另一位评委也直言：“很多书都没有看，只能现场简单翻看
一下。”然而，由于本来要找到适合的图书评委就不易，而专
家、知识分子愿意参与大众启蒙的更少。就算有，也很难兼
顾学术高度和受众程度，更不懂“深入浅出”推荐介绍，令大
多数书榜常年来陷入自娱自乐的怪圈。
而胡洪侠也坦言，不少评书机构并不明确自身榜单标

准，也不知道到底该选什么样的书，所以觉得评委难找，“深
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榜的评委就不断被别家抢来抢去。如此，
评委就都变成老面孔了。”

怎么用榜单最实惠
榜不在多，管用则灵。既然读者的呼声难以对榜单的品

质、数量形成影响，不如让榜单为己所用。若想要提升阅读
层次的，可在传统精英媒体好书榜中选书，深圳读书月十大
好书榜、南方周末年度好榜单、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好书
榜、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好书榜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而那些只想找多些对胃口书籍的读者，与其在喷薄而

出的各名目榜单中沉浮，不如反过来，按自己的阅读审美来
挑选适合自己的榜单。若你的真爱在哪个榜单出现，那么这
个榜单里或许就能有另一些你爱看的书。反过来选，或是读
者能够受益于图书榜的最佳途径。
至于那些平时就很少读书，只是偶尔想要读读书的人，

不如就跟着畅销书走。虽然“热卖”显得有点俗，但毕竟也是
消费者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榜单”，反映的是真实口
味。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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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如今这个错别字越来越多的网络
语言环境里，《咬文嚼字》杂志恪守文心，
敬业地奋战于纠错阵地。近日，备受语文
界关注的年度十大语文差错出炉。
然而，让人觉得讽刺的是，相比数年

前引发热议，“被咬”对象第一时间认错
反馈的盛况，如今，这只“文字啄木鸟”似
乎越来越难“啄痛”咬嚼对象。

从服帖到无视
在净化语言环境的阵地上，文坛啄

木鸟成了不被娱乐圈体育圈正视的“悲
情英雄”？《咬文嚼字》的专家有着高水准
的语文分辨能力，但是人手和精力有限，
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精力，是否应该回归
到文坛热点，让有追求、有文化的读者有
所思、有所得？在娱乐圈明星里浪费经
验，收获不到掌声，说不定还会引来些无
脑粉丝不怀好意的嘲弄。

短短四年前，《咬文嚼字》“咬嚼”名
家博客，当时因为“作家韩寒被指代笔”
掐战正酣。《咬文嚼字》结论一经公布，

韩、方同时停战，对《咬文嚼字》的结论表
示信服———韩寒表示：“愿意在今后的写
作中纠正自己的不良习惯……《咬文嚼
字》的监督%让我对文字更有责任感%我很
感谢他们的工作。”方舟子则说：“谢谢
《咬文嚼字》给我挑错，以后我即使写发
在网上的文章也会更加注意。”

!"&#年《咬文嚼字》对上林丹、郭德
纲，指林丹在出轨道歉微博中把“作为”
误写为“做为”，郭德纲在家谱中将“令人
髮指”误写为“令人發指”。被咬嚼的对象
选择无视。

重选咬嚼的阵地
让我们来选取几个节点，看《咬文嚼

字》咬嚼的几大成名战役———
! !""#年至 !""$年!"咬文嚼字#

连续三年发公开信对战春晚字幕! 后成

为了春晚特聘的文字字幕顾问$

! !""$年中!"咬文嚼字%给"百家

讲坛%挑错&

! !""$年底!'咬文嚼字% 瞄准奥

运开幕式&

! !"%! 年!作家博客(热播剧"甄

嬛传%都在被咬之列&

! !"%&年!茅盾文学奖得主是)咬

嚼*的主要阵地+

可以看出，《咬文嚼字》始终努力紧
跟热点，瞄准周知的大靶子，争取得到最
大范围的关注，让正确的文字使用习惯
尽可能多地影响每个人。

今年十大语文差错中，《咬文嚼字》
在前五大差错里，关注到了神舟十一号
飞船、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美国总统
大选、英国脱欧、韩国总统亲信门等国际
热点，用心良苦。但在其后的娱乐新闻报
道、体育新闻报道、常用食品名等的捉
错，这些不起眼的差错是网络用语洪流
中的小泥沙，拿不走捉不完，挑出来后对
围观群众也没有触动。
《咬文嚼字》今年的捉错成果铁板钉

钉，但对象由“聚焦”变得“散光”。众所周
知，不同于流芳百世的严肃文学和文化
工作者，娱乐、体育明星是最易在文字上
出差错，却也最不在乎文字出差错的群
体，选择这样用字散漫的平台作为“咬嚼
阵地”不妥当，消解了《咬文嚼字》专家
“影响更多人”的努力，有点可惜了。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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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由程耳执导，葛优、章子怡、闫
妮、袁泉等一众明星出演的电影《罗曼蒂
克消亡史》正在内地各大影院上映。和同
档期的大片《长城》相比，该片票房不尽
如人意，但依然在观众中口口相传———
“这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

让观众争议最多的莫过于片中角色
的那一口上海方言。既然是全国公映，导
演为什么执意要用沪语来表演呢？对于
上海观众而言，这些“上海闲话，侬听得
适意 ？”

为发音集中训练
程耳作为该片的导演和编剧，早在

创作之初就已决定全片要用上海方言来
演绎。他解释说，老上海是民国时代不可
或缺的元素，所以一定要用上海话来体
现当时的社会环境。于是，他说服了北京
人章子怡、湖北人袁泉、陕西人闫妮……
“语言是一种相对强势的手段，使观众能
迅速进到旧上海的语境中。”程耳坦言，
“相近的价值与审美在我和演员之间建
立起信任，他们尊重我的决定。”
记者获悉，在影片拍摄时，几乎所有

的演员都经过了上海话发音的集训。但
为了精益求精，程耳还是请来了上海配
音界鼎鼎有名的金琳（曾为《东京爱情故
事》中的铃木保奈美配音）来做配音导

演，以确保上海
方言的标准性。
对此，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副教
授汤惟杰分析：
“上海话对于北方
演员是很难的。因
为普通话是四个声
调，上海话根据新旧不同
有五到八个声调，所以后期配
音是比较方便的手段。”

为配音绞尽脑汁
为了找到能说一口标准沪语、又跟

演员本身音质接近的配音演员，金琳也
绞尽了脑汁。尤其是片中日本人“渡部”
的扮演者、浅野忠信的声音非常特别，为
了找到和他本人接近，又能说一口带日
本味上海话的配音演员，金琳着实费了
一番心思。最后，她想到了日本留学归来
的战士刚（《变形金刚》译制导演战车老
师的大儿子）。
此外，除了葛优坚持用国语演绎之

外，谢添天包办了“杀手”、“赵先生”、“陆
先生的儿子”三个角色，李晔配音“吴小
姐”、刘彬演绎了上海滩一霸“王先生”。
扮演黑帮小头目的王传君本身就是上海
籍演员，他在片中用了自己的原声。而扮

演他手下的杜江凭着
在上海四年的大学生
活，也原声说了一口
“洋泾浜”。程耳认为，
这样带口音的方言反
而更符合杜江饰演的

“刚从乡下上来”的马仔的
身份。

有影评人尖锐指出：台词过慢的语
速有装腔作势的感觉，直接影响了故事
的观赏性，“每位演员全神贯注在咬字发
音，无论是章子怡演戏，还是闫妮‘教演
戏’，将所谓的上海话里的抑扬顿挫发挥
过头了。”

影片配音演员 '()(*+告诉记者，尽
管明星们都很努力地学上海话，但一两
个月的学习，真的很难说好。对于台词的
节奏问题，她解释说，原版中，那些非上
海籍的演员们一个个“咬文嚼字”，导致
语速非常慢。为了配合他们的口型，配音
演员也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台
词。而老法的上海话，一般都会有尖团
音，但影片中没有出现。'()(*+说，也许
配音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但我们真的尽
力了，至少能让观众觉得，这部戏真的是
上海人在说上海话。” 本报记者 张艺

为节奏引发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