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视点

这些词你都用对了吗
一、“差强人意”到底怎么用？

2019 年 11 月， 中国男足在世界杯
预选赛中负于叙利亚队。 赛后，中国足协
通过微博为中国男足的糟糕表现向球迷
致歉：“中国男足表现差强人意，令广大球
迷倍感失望，中国足协对此深表歉意！ ”其
中误将“差强人意”当作“让人不满意”的
意思，但“差强人意”的意思其实是大致还
能使人满意。

二、孔子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2019 年 11 月， 演员李小璐和贾乃
亮宣布离婚。 随后，李小璐在微博称自己
是一个“普通女人”，还说“孔子曰：人非圣
贤孰能无过”。 但这句话出处可追溯到《左
传·宣公二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
大焉”一语，不是孔子说的。

三、“己亥”还是“已亥”？

2019 年是农历己亥年，“己亥” 在使
用中常被误为“已亥”。 干支是天干和地支
的合称。 天干中有“己”没有“已”，干支纪

年中只有“己亥”年而没有“已亥”年。

四、“挖墙脚”误为“挖墙角”

2019 年 8 月，华为发布操作系统“鸿
蒙”，并许诺了众多优惠，力邀安卓应用程
序开发者为鸿蒙效力。媒体一时调侃：这是
在“挖安卓的墙角”。 其中“墙角”是“墙脚”

之误。

五、“主旋律”还是“主弦律”？

2019 年国庆期间 ，《我和我的祖国 》

《攀登者》《中国机长》三部主旋律影片集中
上映， 获得广泛好评。 相关新闻中，“主旋
律”常误为“主弦律”。

六、“鲇鱼”误为“鲶鱼”

2019 年 11 月，美国确认中国鲇鱼监
管体系与美国等效。 相关报道多将“鲇鱼”

误写为“鲶鱼”。

七、“不以为意”误为“不以为然”

2019 年 10 月， 大连一名 10 岁女孩
惨遭杀害，凶手蔡某不满 14 周岁。 有报道
称：其父母之前对其行为虽有察觉却“不以

为然”，未加严管。 父母不重视孩子的不良
行为，应用“不以为意”。

八、“禁渔”误为“禁鱼”

2019 年年初，多部委联合印发《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
方案》， 对长江流域分阶段实施禁捕做了
规定。 媒体报道多见把“鱼”和“渔”混淆。

“鱼 ”是名词 ，即鱼类 ； “渔 ”是动词 ，即捕
鱼 。 “禁渔 ”是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在一定
时期或一定水域内禁止捕捞 ， 不能写成
“禁鱼”。

九、“令人堪忧”用错了？

2019 年 3 月， 埃塞俄比亚一架波音
737-8 飞机发生坠机空难。 当时不少媒体
报道：波音飞机的安全性“令人堪忧”。 其
实，“令人堪忧”是一种不正确的用语结构。

“堪”是值得的意思；“堪忧”即令人担忧。因
此，可以说“波音飞机的安全性堪忧”，也可
以说“波音飞机的安全性令人担忧”，而将
“堪忧”与“令人担忧”杂糅成“令人堪忧”是
错误的。

十、“令人不齿”误写为“令人不耻”

“不齿”指不与同列，表示鄙视。 “不耻”

指不以为有失体面，如“不耻下问”。对挑衅
行为表示鄙视，应用“令人不齿”。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陈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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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上海文学艺术翻译奖 （以下简称

“翻译奖”）昨天正式宣布推出。作为中国首

个既包括文学翻译， 又包括舞台和影视表

演艺术翻译的奖项，“翻译奖” 将对标国际

最高水平，旨在积极打造一个立足上海、服

务全国、面向世界，高规格、高品质、高影响

力的文学艺术翻译奖项， 推动新时代上海

文学、艺术翻译事业的发展。

奖项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

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翻译家协会联合主办。 首届“翻译奖”

将于 2020 年正式揭晓，奖项分设“文学翻

译奖”和“表演艺术翻译奖”两个大类，各遴

选出 2014 年至 2018 年出版或展演、 展映

的“中译外”“外译中”优秀翻译作品。“翻译

奖” 的评选和表彰对象为近年来专业水平

上乘、社会影响广泛的优秀文学、艺术翻译

作品。

“翻译奖”的创设，有望成为新时代上

海文艺翻译事业继往开来的新平台、 新引

擎。在今年年初，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上，有五位市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设立

翻译奖， 打响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品牌的建

议”的提案，呼吁在上海成立文学艺术翻译

奖。这使得设置“翻译奖”的愿望更为迫切。

针对翻译设立的奖项， 在海内外并不

鲜见，不过，涵盖文学艺术各门类的翻译奖

项， 在全国尚属首例。 业界评价这是一种

“顺势而为”， 其将对舞台艺术等领域产生

极大的激励作用。对舞台演出来说，翻译是

我们与世界前沿作品进行对话的基础。 越

来越多的世界舞台优秀作品在中国 “零时

差”上演，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品走

向世界舞台， 高水准的翻译都能让作品的

传播影响力更进一步。 要打造亚洲演艺之

都， 上海对于优质舞台艺术的翻译需求更

急迫。

此次奖项不仅兼顾文学、 表演艺术两

大领域，同时在两大类别下又各设五部“中

译外”和五部“外译中”获奖作品名额。业内

人士认为， 眼下不管是在文学出版还是影

视舞台艺术领域，“外译中”与“中译外”的

翻译资源极不平均。 大量海外优质文学艺

术作品通过翻译赢得国内受众关注的同

时， 还有不少中国优质原创因缺少优质翻

译而在“走出去”中受阻。比如，影视艺术的

译制，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工作，更多的应该是对原作的一

种诠释和二度创作。好的译制作品不仅是不同文化、思想沟通

的桥梁，更是艺术作品在他国的延续。让我们的“好翻译”深入

更多外国友人的心，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

据悉“翻译奖”拟定每三年举办一届，将成为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的新举措。业界希望其能够提升上海作为国际文化交

流中心“码头”的能级，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优秀文艺作品更多

地来沪出版、展出、展演、展映。 与此同时，“翻译奖”也被视为助

推上海原创文艺作品“源头”建设，进一步用好用足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着力推出更多“上海原创”，推进新时

代的上海文艺创作更好地走向全国、拥抱世界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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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强人意”到底满意还是不满意
《咬文嚼字》公布2019年度“十大语文差错”，希望唤回对语言文字的敬畏

《咬文嚼字》编辑部昨天公布了 2019 年

度“十大语文差错”。 引人瞩目的是，今年 11

月， 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负于叙利亚

队，赛后，中国足协通过微博向球迷致歉时写

道“中国男足表现差强人意，令广大球迷倍感

失望……”其中，“差强人意”被当作“让人不满

意”的意思，其实“差强人意”指的是“大致还能

使人满意”。记者发现，包括足协致歉声明中的

成语误用、明星微博中的名人名言差错、科技

新闻中的词形错误等均榜上有名， 新闻事件成

了语文差错重灾区，日益引起广泛关注。

《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告诉记者，近几

年来，语文差错有上升趋势，而在文字使用上

的随意性加大， 是导致差错率直线上升的重

要根源。比如，这些年随处可见的高频错字就

有：“启事”误成“启示”，“九州”误成“九洲”，

“震撼”误成“震憾”，“青睐”误成“亲睐”，再比

如今年评选出的“主旋律”误成“主弦律”，均

是典型的语文差错。 《咬文嚼字》每年发布年

度“十大语文差错”，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最大程度激发人们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意

识，唤回对语言文字的敬畏。

值得关注的是， 新闻和热点事件传播过

程中出现的差错，以及名人明星所犯的差错，

近几年尤为突出。 2011 年 5 月，故宫博物院

送给北京市公安局的一面锦旗上，把“捍祖国

强盛”错写成“撼祖国强盛 ”；2012 年莫言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介绍他的作品时，《天堂

蒜薹之歌》多被误为《天堂蒜苔之歌》。还有一

些广泛性差错， 比如近来很多人将小说家老

舍的“舍”误读为 shè；把 “胡蜂蜇人 ”误写作

“胡蜂蛰人”；还有习见成语运用错误，如孟子

的“食色，性也”被当成孔子的名言引用等。

采样结果显示，公布年度“十大语文差

错”之后的纠错效果十分明显。比如“神州六

号”列入 2006 年度“十大语文差错”之后，有

关“神舟七号”“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神舟

十号”“神舟十一号 ”等新闻报道中 ，将 “神

舟”误写作“神州”的错误基本不太出现了。

又比如“单独二孩”曾常被误成“单独二胎”，

2014 年《咬文嚼字》将“单独二胎”列入“十大

语文差错”，此后“单独二胎”就很少在媒体

上出现了。 过去，“非营利机构”（或“营利机

构”） 常被误作 “非盈利机构”（或 “盈利机

构”），《咬文嚼字》将其列入“十大语文差错”

后，出错率也有明显降低。

据悉，年度“十大语文差错”是在刊物本

身的“错字库”基础上，经过“海选”产生的。

据黄安靖披露，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数百份

读者来稿。 一批专家、学者则会汇集工作中

遇到的用语差错。 此外，全国还有数十个“咬

文嚼字观测站”，都特聘了语文观测员，专门

搜集生活中出现的差错。

文化

英政府希望
本国买家留住“农夫赶集”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英国近日对画家庚斯博罗的《清晨

农夫赶集》发布了暂时禁止出口的限令。 今年 7 月，英国著名

画家托马斯·庚斯博罗的《清晨农夫赶集》以 796.1 万英镑的

价格在伦敦苏富比古典艺术大师晚间拍卖成交。 画作的新主

人近日提交了将画转移至英国境外的申请， 不过被英国艺术

部长驳回， 部长表示希望有英国画廊或美术馆筹集资金接手

这一画作。

庚斯博罗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的风景画画家之一， 英国艺术

部的海伦·惠特利说：“《清晨农夫赶集》便是绝佳的例子，我们希

望能找到一位英国买家将画作留在本国。 ”被估价 800万英镑，

审查委员会将其定级为“庚斯博罗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画作描

绘了一队骑马旅人路过一位贫穷的母亲和她孩子的景象。

托马斯·庚斯博罗 1727 年出生于英国萨福克郡， 早期接

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1740 年，他前往伦敦学习艺术，师从英

国版画家先驱威廉·贺加斯，日后成为乔治三世国王最推崇的

画家。 同时，庚斯博罗也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尽管托马斯·庚斯博罗的肖像画最广为人知，但他同时

也不忘刻画田园乡村的景色，其中《清晨农夫赶集》就是典范。

迷人的人物和精心设计的光线不仅描摹了诗意避世的景象，

也展现出画家对 17 世纪欧洲艺术的深刻理解。 ”审查委员会

会长克里斯多夫·贝克表示：“作品前不久刚参与了一系列高

规格的展览，同时其创作时间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英国无

疑是它最合适的安身之处。 ”

上海将成全国首个“周周有影展”的城市
2020年“周周有影展”计划发布，打造分众化、精细化的观影体系

明年 1 月开始， 上海每个星期都有电影

展。 2020 年 1 月 4 日首个周末，将率先推出

“匈牙利电影大师展”，展映七部影片。上海市

电影局昨发布 2020 年上海 “周周有影展”计

划。 主题丰富的海外展、专题展、大师展等 37

个电影展映活动， 加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

映板块，将覆盖全年 52 个星期。 这使得上海

成为全国首座每周都有电影展的城市。

记者获悉，在计划推进过程中，主办方陆

续收到不少社会资源的主动接洽，2020 年的

影展内容有望进一步扩容。 主办方希望通过

“周周有影展”计划，进一步推进上海电影放

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满足上海观众日益多

样化、差异化的观影需求，打造分众化、精细

化的观影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周周有影展”

还将通过长三角电影发行放映联盟， 将影展

辐射到长三角各重要城市， 推进中国电影市

场发展不断向更加均衡、更高层次、更高质量

迈进。

集结优势资源， 携手社会力
量，大师经典让上海银幕流光溢彩

盘点“周周有影展”计划的主题和片单，

海内外大师影人荟萃，影史经典流光溢彩，当

然也不乏一些小众类型与冷门佳作。

各国影史重磅人物代表作在影展陆续与

上海观众见面。就拿首周推出的“匈牙利电影

大师展”来说，其中囊括米克洛斯·杨索与玛

塔·梅萨罗什两位大师。 杨索是第 47 届威尼

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而玛塔·梅

萨罗什则实现了女性导演在柏林国际电影

节“金熊奖”上零的突破。 这些影人在上海不

乏知音，“匈牙利电影大师展”展映七部影片

的观影票 15 分钟就被抢购一空。 明年 2 月

推出的 “俄罗斯电影大师展 ”则将展映梁赞

诺夫、塔尔科夫斯基等为中国观众所熟知的

大师经典。 此外， 还将有黄金时代电影大师

展、格鲁吉亚电影大师帕拉杰诺夫回顾展、泰

国电影大师阿彼察邦大师展等陆续与上海观

众见面。

上海作为中国联通世界的重要窗口，使

得这座城市的观众一向有着开阔的文艺视

野。“周周有影展”集结世界各地优秀影片，使

观众可以更好地了解各国的历史文化、 风土

民情， 领略各国电影多元的文化特色以及各

国电影的发展成就。 目前已策划的海外影展

涉及 17 个国家的电影作品， 其中既有英国、

俄罗斯、日本等中国银幕“常客”，也有匈牙

利、格鲁吉亚、保加利亚等随“一带一路”为

中国所熟悉的佳作。

2020 年是中国电影诞辰 115 周年 ，国

产电影大师经典与新人新作同样在“周周有

影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据上海市电影发行

放映行业协会秘书长金辉介绍，今年“为祖

国骄傲”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上海解

放 70 周年电影展，以 70 部影片、为期半年

的规模成为上海时间最长的一次影展，引发

广泛关注。 明年，“红色电影之旅主题影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专题展”“贺岁主题电影

展”等将继续推出。 此外，越剧、沪剧两大剧

种的专题影展，都将持续十天。

作为中国电影的重镇，上海本身也有着

丰沛的电影经典值得反复品味。 “周周有影

展”计划就有“上海电影百年光影系列”三部

曲，分别通过三个影展活动回顾上海导演孙

瑜、上海演员周璇和上海文华电影公司的佳

作，展现上海在中国电影史上书写的浓墨重

彩印记。 而年末名为“上海—上海”的影展，

更是通过影像，勾勒出独特的海派文化内涵

与生活方式变迁。

能有如此丰富多元的电影国别与类型

呈现，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 “周周有

影展”计划集结上海乃至全国电影的主要策

展力量， 目前就有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上

海电影博物馆、上海电影资料馆、上海百丽

宫影城、上海万达国际电影城等多家策展单

位和影城，共同开展电影展映活动。 比如万

达就凭借自身特有的艺术馆纪录片资源，策

划了明年 1 月的“万达意大利艺术馆影展”，

巡礼意大利丰富的艺术馆藏。 金辉透露，“周

周有影展” 目前还接到了 SMG 纪实频道的

合作意向，有望推出纪录片主题影展。

从“月月有影展”到“周周有
影展”，让好电影在爆款中被看见

作为全球第二大票仓，中国电影市场规

模逐年增长，观众基数不断增加，目前全国

电影年票房突破 600 亿元。 相对应的，是电

影观众的不断成熟。 在商业电影市场繁荣的

同时， 电影消费的多样化需求也日益凸显。

不久前，上世纪末的口碑佳作《海上钢琴师》

以 4K 修复版的面貌与中国观众见面， 上映

八天票房便破亿元大关，足见好电影的长尾

效应。

目前，得益于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艺

术电影联盟的平台，上海“月月有影展”已经

成为常态。 可越来越频繁的电影票“秒杀”、

加场，让主办方意识到，影展需要进一步拓

展和丰富。 有业内人士评价，“周周有影展”

计划就是一次在电影发行放映渠道上多样

化的尝试与创新。 覆盖全年 52 周的影展不

仅通过多元化的内容满足日渐细分的观影

需求，让申城影迷的观影热情得到进一步满

足，每周都感受到电影节的狂欢气氛；与此

同时，相比于大众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尤其

是戏曲戏剧电影、纪录片等内容，虽不具备

票房竞争力， 但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

样有其固定的市场需求与忠实受众，并对于

培育观众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理应有

一方专属的放映天地，在商业电影“爆款”中

被发现、被看见，在电影和观众之间搭建起

一个长期的双向选择平台。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匈牙利电影大师展” 将

展映七部影片 ， 上图为匈牙

利电影《领养》海报。

“周周有影展” 计划推出 “上海

电影百年光影系列”， 将集结展映周璇

（左图） 及上官云珠 （下图） 等影人的

作品。 （资料照片）

英国画家庚斯博罗作品《清晨农夫赶集》。 （资料图片）

上海5项交通重大工程集中开工
（上接第一版）之后，延安东路隧道、复兴

东路隧道、外环隧道等相继建成，越江工

程从“能过江”到“安全过江”，再到“安全

快捷过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飞跃。

龙水南路越江隧道建成后， 从徐汇

区到浦东新区，车程缩短至 10 分钟。 施

工方隧道股份上海隧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 工程西起徐汇区龙水南路喜泰北路

交叉口，分南、北两线，南线至浦东新区

高青西路耀龙路交叉口 ， 全长 2.33 公

里； 北线至浦东新区海阳西路耀龙路交

叉口， 全长 1.78 公里。 隧道采用双向 4

车道规模，设计车速为 40 公里/时。

银都路越江隧道， 西起徐汇区规划

景东路银都路交叉口， 东至闵行区浦锦

路芦恒路交叉口，沿现状银都路延伸，全

线经规划景东路、龙吴路、望月路、黄浦

江、规划浦业路、浦锦路，主线隧道总长

2.7 公里， 双管双层双向 8 车道布置，设

计行车速度为 60 公里/时。 工程建成后，

将缓解徐浦大桥越江通道压力 ， 弥补

S20 南部越江的不足， 分离外环线中短

距离客运交通，平衡越江交通分布。

郊环线将形成完整环状

沿江通道位于黄浦江、长江交界处，

是市域高速干线“一环、十三射、一纵一

横、多联”中“一环”的组成部分。 其一旦

建成，将与同三国道、东南郊环、浦东郊

环等一起，使“C”形郊环线变成 “O”形 ，

形成全长约 208 公里的完整环状， 也将

成为申城最长的环状公路。

建设方上海城投公路表示， 沿江通

道作为临港新片区联系中心城区的重要

对外交通通道， 其建设将有利于支撑新

片区高质量发展。同时，尽可能创造条件

将集卡与普通乘用车分流， 有效提升道

路通行效率和安全性。

根据规划， 沿江通道浦东段 （越江

段-五洲大道） 接线工程起点为沿江通

道越江段工程，建设规模为双向 6 车道，

高速公路设计车速为 80 公里/时。

完善轨交网等交通重大
基础设施

目前，上海正努力完善区域公路网、

高等级航道网、 轨道交通网等交通重大

基础设施。

世博文化公园地下预留空间工程包

含两个地铁站———19 号线后滩站和世

博大道站的主体与附属结构预留工程，

还有与轨道交通 7 号线、13 号线换乘通

道的土建结构预留工程等内容。其中，后

滩站位于后滩路与雪野二路交口南侧，

为地下三层侧式车站； 世博大道站地处

国展路北侧、 塘子泾路与南北高架路之

间，为地下四层岛式车站。两站均按照 A

型车 6 节编组设计。

除此之外， 申通地铁集团还将加快

推进建设 10 号线二期 、14 号线 、15 号

线 、18 号线一期 、崇明线 ，计划 2020 年

内建成通车的有 10 号线二期、15 号线、

18 号线一期（航头-御桥区段），新增运

营里程 67 公里，运营车站 44 座。到明年

底， 上海轨道交通运营网络规模将达到

772 公里，459 座车站。

浦星公路跨芦恒路节点改造工程位

于闵行区， 将缓解浦星公路入城段的交

通压力，改善浦江镇区域交通拥堵状况，

提高区域路网通行效率。 工程沿现状浦

星公路走线，北起闵行—浦东区界，接济

阳路快速化工程， 南至江桦路， 全长约

1.7 公里。 改造后，主线高架为城市快速

路，地面道路为一级公路城镇段，设计速

度均为 60 公里/时；匝道设计速度 40 公

里/时。

首发经济：重塑上海“新零售之城”
（上接第一版） 阿里巴巴此前则表示，天

猫全球新品首发地放在上海， 助力上海

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之城。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正逐步成为各行业新产品、

新技术发布和交易采购的首选平台。 上

月初成功举办的第二届进博会上， 全球

或中国大陆首发新产品、 新技术或服务

达到 391 件，其溢出效应不可估量。

一个新模式的试验场

无论是首店、首发还是首展，它们不

仅为“上海购物”带来了更丰富的货品和

更充实的体验 ， 也凝聚着一种新的气

象———首发经济背后的首创精神，是“上

海购物”区别于巴黎、纽约、迪拜的特质。

如果深度剖析这些年上海的首店、

首发，创新、升级、变化是其中的一个关

键词。例如今年 9 月，兴业太古汇开出中

国内地首家娇兰精品香水概念店， 瞄准

新消费需求，为消费者定制香水，在国内

商界首开先河。

品牌愿在这里“首创”，因为这里的

监管部门也愿创新监管。 2017 年底，星

巴克海外首家臻选咖啡烘焙工坊在上海

开业， 把咖啡豆烘焙工厂开进了商场，与

之配套的《上海市焙炒咖啡开放式生产许

可审查细则》同时亮相，为全国乃至全球

提供了一套商业范本。

戴德梁行董事、 华东区商业地产部

主管魏建历认为， 上海作为亚洲最发达

购物城市之一，与全球时尚同步，在国际

和国内品牌的拓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角色，“未来‘上海购物’会更有活力，更

有领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