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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降价

错了就改

● 6月 24日A15版《中美
博弈 “坦率”交流有碰撞》倒
数第二段：“美国著名战略家
布热斯基的质疑提得好”，“布
热斯基”应为“布热津斯基”。

●6月24日A3版《运河边
上 ,又见捕渔人》第二段：“常
年在这里捕渔的姜师傅”，“捕
渔”应为“捕鱼”。

● 6月 24日A14版《别演
碟中谍了 ,看球吧》第二栏：

“而他老公虽略显稚嫩”，“他
老公”应为“她老公”。

●6月24日A4版《写小说
光搜集素材就用了好几年》第
二段：“他单是搜集素材就用
了几年时间”，“他把自己置身
于 明 朝 永 乐 年 间 的 大 运 河
畔”，句中“他”应为“我”。

●6月25日A4版《15岁少年
裸分714分》第一部分最后一段：

“觉得步骤不合格就剪掉一两
分”，“剪掉”应为“减掉”。

● 6月 26日A13版《同桌
姐妹花 ,一个 6 9 5 一个 6 8 8》第
一栏第四行：“两学生的成绩
即 在 情 理 之 中 , 也 在 意 料 之
外”，“即在”应为“既在”。

● 6月 26日A18版《至少
16个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变
动》第四行：“已有安徽、杭
州、无锡、天津、沈阳、广州等
至少 16个城市采取或直接放
松限购条件”，安徽是省份不
是城市。

● 6月 27日A11版《今天
我们该如何认识甲午战争》第
二段“比如将甲午战争失败归
咎于单个历史任务等”，“任
务”应为“人物”。

● 6月 29日A11版《欧美
音乐浪漫魅力》开头“如果说
世界各地各类音乐犹如天山
的 繁 星 ”，“ 天 山 ”应 为“ 天
上”。

(感谢读者潘京华、刘学
英、周欣源、周而复始、马绍
津、陶玉山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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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创刊号上，省委书
记梁步庭的题词只有四个字：良师
益友；省长姜春云的题词则翻了一
番为八个字：指导生活，振兴齐鲁。

良师益友竖排分成两行，即“良
师”“益友”。将一个成语一分为二，
两组词的内涵立刻被放大了无数
倍。报纸的定位属于“喉舌”，当然就
有引导舆论、教化民风之使命，此为

“良师”。但晚报毕竟是要办成一份
生活类报纸，它要像一棵小草扎根
于大地蓬勃向上，它要像一滴清水
融汇在江河汹涌不息。它不是人群
中的异类，而是与人相亲相爱、冷暖
相知的兄弟姊妹，此为“益友”。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衣食住
行用、油盐酱醋茶逐渐丰富多样起
来，饭怎么吃、歌怎么唱，舞怎么跳，
这一切似乎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
蜕变。作为生活类报纸，自然承担着

“指导生活”的责任。生活的发展就
是时代的发展，所以，齐鲁晚报对

“振兴齐鲁”也责无旁贷。
多年来，晚报的发展变化无论

大小多少，始终围绕着“良师益友”
这一定位，始终没有脱离“指导生
活，振兴齐鲁”这一宗旨。即使进入
互联网时代，报纸的定位和核心价
值只能不断地深化提升，而不能动
摇或自我否定。定位和宗旨的动摇
和否定，才是它衰变退化的开始。

晚报的创刊词，出自省委副书
记、省政协副主席陆懋曾之手，其中
的一段话颇为掷地有声：(晚报)要
牢记办报宗旨，把握时代主旋律，在

“新”字上用力气，在“杂”字上做文
章，在“快”字上下功夫，在“活”字上
动脑筋，真正成为广大读者不可或
缺的“座上友”“灯下客”，让读者难
舍、难忘、难放。

风吹草动

昔日热销的商品房，如
今竟把广告贴在了小区的
垃圾桶上。既降了价格，又
降了身价。

摄影 徐国维

你 说

我 说

地和底

郭鹏：6月22日A7版《方
罍之王堪比四羊方尊》第二
段：“罍身全器以云雷纹为
地”。“地”应该是“底”吧？

编辑者说：查《现代汉语
词典》，地：花纹或文字的衬托
面；底，花纹图案的衬托面。这
两种义项意义几乎完全相同，
可以相互替代。但是，在文物
收藏领域，一般说“地”而不说

“底”，例如：南宋白釉珍珠地
莲纹梅瓶，本文“云雷纹为地”
也是如此。

“公孥”有误

刘允辉：6月 26日A2版
《公开点名之后也要有公开处
理》第二段：“公众有权知道权
力是否恪守边界，有没有挥霍
和浪费公孥”。这里的“公孥”
应为“公帑”。两者读音不同，
字义也不同。“孥”读nú，指儿
女或妻子和儿女，没有“公孥”
这个词组；“帑”读 tǎng，古时
指府库的钱财，“公帑”就是公
款的意思。

编辑者说：文有一字之
误，人有一字之师。

说法不妥

刘学英：6月 23日B3版
《最“识时务”的诸城王氏家
族》，文中第一栏倒数第八行

“从而让这个家族的很多人至
今都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值得商榷。诸城王氏家族很多
成员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做
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用
颇富贬义的“至今都能躺在历
史的功劳簿上”来形容不妥，
应改为“都能铭刻在历史史册
上”。

编辑者说：这话应该是对
诸城王氏家族有深入研究的
潍坊学院教授王宪明说的。说

“铭刻在史册上”固然名副其
实，说“躺在功劳簿上”大约带
了一点个人语言特色，并无贬
义。或者，先人栽树，后人乘
凉，也许确有其人其事。

年龄不准确

刘学英：6月 24日A8版
《非法集资一亿后 35岁女子
消失》标题及导语：“从 2010
年开始 ,济南 35 岁的女子徐
某借此在全省乃至全国各地
非法集资近一亿元”和文中

“嫌疑人有六七十个账户多
数在外地”部分第三段“据办
案民警介绍,徐某今年35岁”
均涉及到了嫌疑人的年龄，
一个人的年龄在不同的年份
是不一样的，因为“徐某今年
3 5 岁”，标题和导语中所说
的年龄均不准确，两处不说
年龄更合适。该文“借款公司
和担保公司都是徐某一人
的”部分第二段“山东昕朔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法人其实
就是徐某”有误，法人是具有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
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并
不是自然人，原句中的“法
人”应改为“法定代表人”或

“法人代表”。
编辑者说：既想说她是个

女的，又想说她比较年轻，结
果是2010年35岁，2014年还是
35岁，这个肯定不行。

领导题词

颇有匠心

1988年1月1日出版的齐鲁
晚报创刊号上，诸多内容值得
回首品味，首先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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