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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记者来到了李延

良位于常州市区翠园小区
的家中。他家中比较简陋，
最惹眼的就是他床头几大
橱柜的书。今年已经73岁
的李延良，说话声音洪亮，
面色红黑。一谈到他发现的
错别字，就显得特别激动。

从2000年左右，李延
良就开始给中小学语文教
材找“茬”。每逢开学，他都
会去买一套新版的中小学
语文教材，通读之后，就会
制作一张“勘误表”，然后
用挂号信寄给出版社，“出

版社收到信后，有的会在第
二个版本中将错别字改正
过来，有的则坚持不改。这
几年，我在中小学教材中挑
出的错误，总共有几千处。”

不仅中小学教材中有这
么多错别字，在《辞海》中，李

延良也找到了很多错别字。
比如1989年版本《辞海》
365页“南通伶工学社”词条
注解中关于一处人名 “张
謇”被错误地写为“张骞”，

“张骞为汉朝人，张謇为清朝
人，前后相差一千多年。”

在1989年版本的《辞
海》中他发现了有2000多
处错，1999年的版本只更正
了一部分，出错处仍有近
2000处。曾担任《辞海》编

辑委员会委员的许惟贤教授
在1998年回信给李延良说，
“辞海中确实有不少错误，出
现这些错误，除了不细致的
原因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
因为《辞海》是集体的产物，
数百人参与，许多人非语文
工作者，用字不规范，二是

《辞海》的定位是综合性，又
古又今，又词语又百科，对内
容的规范性牵制很大。”

他挑错别字挑出了名
气。人民文学出版社曾请他
校对 26种文学名著给了 2
万元审读费，江苏教育出版

社则请他校对初中课本后
也付了2000多元钱。

李延良告诉记者，他退
休前一直从事技术工作，还

当过电工、钳工，最早对找
错别字发生兴趣是在上世
纪60年代。“那时，我在常
州一家电机厂先是当工人，
后来就做‘标准化审查’，
主要是对设计出来的图纸
啊什么的进行‘勘误’。”

他说，他起初是看一本《电
工学》 一看就发现里面有
不少错误的地方，觉得很不

舒服。就用纸和笔记录下
来，然后邮寄给出版社。出

版社很认真，将信转给作
者，作者给他回信，并承认
他指出的错误，还表示感
谢。这就是他与“字”结缘
的开始。

随后，李延良就一发不
可收拾对“字”发生了兴

趣。退休后，1989年李延良
还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
“常州文字标准化咨询

部”。“那个时候，我就到常
州大街小巷上转，看店铺招

牌、宣传标语，只要是公共
场合有文字的地方，我都会
去纠错。”但是，这个“常州
文字标准化咨询部” 成立
两三年后就宣告“破产”，
“没有人主动来咨询，都是
我主动上门，基本上也不收

费。人家还是不高兴，觉得
我多管闲事。”说到这，他
无奈地摇了摇头。

在与社会上的错别字
作斗争中遇到挫折后，李延

良改变了“战略”。他告诉
记者，我开始看那些名家的
作品，“虽然他们是名人，
但是错别字都不少。”

1998年知名作家张抗

抗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常州字痴李延良给王蒙、
萧乾、汪曾祺等一百多名作
家作品找错别字。1998年我
到常州签名售书……他给我
的书中找出了许多错别字，
逐一核对，果然发现是错误

的。每一个错误都难逃他的
法眼。”张抗抗的《作女》繁
体版出版，因为张抗抗的特
别提议，李延良被聘任为该
书的特约校对。2003年10
月张抗抗在给李延良的题签
中写道：“感谢您的校阅，作

者、读者都受益。”

而让李延良成名、其
“第一字痴”的名号在全国

叫响，则是被余秋雨尊称为
“一字之师”以及和金庸、
季羡林的“官司”。

1995年，李延良给著名
作家余秋雨去信，指出《文
化苦旅》 中的多处错误。
1996年，余秋雨专门回信致

谢，并将李延良与古代“一
字师”相提并论。 1998年
8月，余秋雨的另一部作品
《山居笔记》出版。因为余
秋雨的推荐，文汇出版社专
门请李延良担任该书第五
校的校对。 李延良告诉记

者，他校出《山居笔记》中
100多处编校质量差错，文
汇出版社一一作了改正。

早在 1998年，李延良
买回几本金庸小说回家
“研究”，发现《射雕英雄

传》 中有 200多处错字和
语法错误。随后他写信给金

庸，但金庸迟迟没有回应，
李延良急了，他要将金庸
“送上被告席”，法院虽然
没有受理，但金庸先生终于
回信表示感谢和抱歉。

记者在李延良家中见
到了金庸、余秋雨等给他的

回信。金庸写道：“阁下所
指点多数是关于文章的错误
和遗漏，校读之精，指点之
细，为所有来信之所仅有，如
此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为
拙作做出重要校改，实不胜
感动，而感谢之至。”李延良

还曾指出《季羡林自传》中
有20多处错误，季羡林没
有认错。于是，李延良把季羡
林推上法庭被告席。尽管败
诉，但他认为自己的“挑刺”
是事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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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精力放在
教材和 《辞海》的纠错
上。教材是影响孩子们，
影响下一代的事，《辞
海》作为工具书，影响更
广泛。

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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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我感到很自豪，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不仅古老而又美丽，同时
又具有生命活力。汉字一
代代延续，如果谁写错
字、用错字，那是一种犯
罪行为。名人带头写错别
字，更不应该。我做的工
作就像打苍蝇一样，看见
一只打一只，见错打错，
不要因为人人视而不见，
而不去管。

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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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 大多时候，我

的工作得不到理解，这是
最让我伤心和难过的。我
几乎是免费和义务做这
些事情。很多出版社拿到
我的勘误表后照着改了，
但口头上就是不承认错

误，一封信都不回给我。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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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真的不在乎那
钱，只要改过来了，比什
么都好，我就感到满
足”。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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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是因为觉得自
己的工作得不到普遍理
解，1991年 5月，我自费
进行了首次 “全国文字

质量万里行”。当年我57
岁。到目前为止，已经开
展了 5次 “全国文字质
量万里行”。这次是第 6
次了。

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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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10月 13日 出
发，经扬州、南京、济南、
天津、北京，行程大约 25
天左右，到了各城市后，
主要与教育部门、学校、
出版社见面，向他们宣传

纯洁文字的重要性。在北
京呆的时间最长，可能会
有 10几天，主要宣传
“消除汉字谬误，迎接北
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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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行，家人
并不是很支持，他们担心
我的身体，毕竟是我一个
人出门，而且费用也不
够。但不管怎么样，不管
遇到多少困难，我还是对
这次出行充满信心。我就

是每天吃馒头，打地铺，
也要将行程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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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一早，72岁的仇金

生老人就来到快报。仇老告诉
记者，今年2月26日，他在
无锡图书中心买了由中国公
文写作研究会编、中国言实出
版社出版的 《最新实用公文
范本大全》和《最新公文格式
与写作规范》。阅读后，他却

发现这两本“范本”本身不合
规范，甚至错漏百出。

仇老翻开2006年1月第

1版的《最新公文格式与写作
规范》一书，除了主编名字错
了以外，记者还看到上面密密
麻麻标出了很多错漏之处，如
“贯彻落实”写成了“贯彻结
实”，“宏观调控体系”写成了
“宏观调查体系”，“尽可能”

写成了“进可能”等等；汉字
与阿拉伯数字运用也有误。粗
略一数错误有60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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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老告诉记者，关于这些
错误，他曾多次向中国言实出

版社、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等反
映，希望出版商能尽早 “召
回”书籍，更正错误，以免误
导广大读者。

此外，他还向无锡市消协

投诉，消协相关人士认为，这
两本书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
益，书店应立即撤柜停止销
售。经多方关注，那两本书也
从书柜上撤下。记者从无锡市
图书中心的负责人那里证实，
2006年1月第1版的这两本
书当初确实从书柜上撤下，书

已全部退还给出版商。
最近，中国言实出版社将

2006年6月第2版的一本《最
新公文格式与写作规范》寄给
了仇老。仇老说，接到新版的本
书后，他非常高兴，但翻开仔细
一看，发现他提出的许多错别
字，以及主编的名字仍旧没有进
行修改。如352页倒数第三行

“建立排查掉处机制”应该是
“建立排查调处机制”等等。

仇老说，“之后，我也与
该出版社的负责人联系过，但
对方说已经做了修改，还觉得
我是有意刁难他们出版社，当
时差点把我气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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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仇老提供的资料
里看到，4月 20日中国言实
出版社给仇金生的一份回信，
基本内容为：出版社出版的
《最新公文格式与写作规

范》、《最新实用公文范本大
全》重印时一定仔细修改，非
常感谢提出的宝贵意见，他们
将不断改进工作。

近日，记者与中国言实出
版社编辑部的詹红旗主任取
得了联系，詹告诉记者，2006

年 6月第 2版上的发文字号
不规范的地方已全部修改
好，但校对的过程中确实存
在一些疏忽之处，按规定，差
错只要不超过万分之一，就
算合格书籍。同时他希望仇
金生能与出版社联系，或者由

快报把仇老反映的差错之处
提供给他们出版社，鞭挞出版
社不断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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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和《辞海》被他挑出几千处错
■作家余秋雨尊称他为“一字之师”
■13日他又开始了文字质量万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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