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2015年1月24日 星期六 读者桥
期数：341 责编：张燕萍 汪灵犀 电话：8610—65369316 邮箱：hwbdzyd@yeah.net

杜老师：
某媒体文章说：“这两个公司之间的贸易模式可能有失偏颇……”

请您解释一下这句话中“有失偏颇”的用法对吗？是否应改为“失之
偏颇”？谢谢！

湖北读者 邢淼淼

邢淼淼读者：
这牵扯到“失之”跟“有失”的辨析。

“失之”是“失之于”的意思。例如：
（1） 这篇文章的分析失之粗疏，不宜采用。
（2）他的这些说法恐怕失之片面，难以服众。
（3） 老李之所以把事情搞糟，失之盲从。他自己要多动脑子。
（4） 张先生没能避免损失，是因为他不听别人的劝告，失之固执。
（5） 这一做法最终导致公司失之短视，遭受巨大损失。
（6） 刘先生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引发不少批评，原因在于他的

意见失之偏激。
（7） 他失之大意，被特务盯梢，好不容易才摆脱。
（8） 马先生的做法失之草率，引起一场混乱。
这种说法表示，“因……而失误或失败”，“失之”后的词语表示引

起失误或失败的原因。由于导致的是“失误或失败”，因此“失之”后
表示原因的词语均指某种负面因素，故而多带有贬义。

“失”有“过失”的意思。例如：
（9）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汉书·路温舒

传》）
（10） 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责之…… （《新五代史·王殷传》）
“ 失 之 ×× ” 可 以 理 解 为 “ （有） 过 失 于 ×× ” 或 “ 失 误

于××”。表示因观念的偏颇而导致失误或失败，宜说“失之偏颇”。
例如：

（11） 他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失之偏颇，所以采信的人不多。
（12） 老郭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形势的估计恐怕失之偏颇。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在给“偏颇”一词举例时说：
（13） 这篇文章的立论失之偏颇。
“有失”是“失去”的意思。例如：
（14）今天他在球场上的表现，有失平日水准。
（15） 你如果这么说，恐怕有失公允吧。
（16） 老王今天的发言态度过于激烈，有失风度。
（17） 他从未做过有失气节的事情。
（18） 出席晚宴穿这套服装是否有失体面？
（19） 在涉外活动中的言行要谨慎，以免做出有失国格的事情。
（20） 不能信口雌黄，污蔑别人，这样做有失人格。
（21） 小刘昨天太着急了，有的话有失慎重。
“有失”后面的词语所表示的“品

质”，是应该具有的。因此，在“有失”之
后，表示这种应该具有的“品质”之
词语，多是中性或褒义的。这跟“失
之……”的说法恰好相反。而“偏颇”是
含贬义的词，因此“有失偏颇”的说法显
然不妥，宜改为“失之偏颇”。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新中国

建交内情（十七）

——与法国建交（下）

马保奉

日前，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
2014年银川航空口岸截获禁止携带物品410批，共计约262.5公
斤，同比增长近四成。检验检疫部门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为
避免出入境时物品被扣留，罚款甚至被判处监禁的风险，携带
物品切勿“任性”，需注意相关法律法规。

据了解，随着银川开通多班国际直航航班，旅客携带禁止
入境物品的品种和数量呈上升趋势。2014年，银川机场检验检
疫局共检疫查验出入境航班 636 架次，人员 6.79 万人次，截获
国家禁止携带物品 410批。入境截获物品主要来自韩国、日本
和香港、台北等国家和地区，品种主要有新鲜水果、鸡蛋、海
鲜、肉及肉制品、香蕉、牛奶等。这些物品，将于近期统一进
行焚烧销毁。

临近春节，外出旅游、回家过年的游客增多，旅客携带禁
携物品的品种和数量也将呈涨势。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提醒广
大出入境旅客，携带禁止物品将面临被扣留物品、罚款甚至被
判处监禁的风险。携带物品时需注意：出境时禁止携带中国保
护的生物物种资源，以及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禁止携带入境的动
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时禁止携带违禁物品，特别是水果、蔬
菜、动物产品等。

（据新华社）

检验检疫部门提醒旅客——

出入境慎带果蔬等物品
任 玮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在清点从浦东、虹桥两大
空港截获的旅客禁止携带入境物品及不合格的进口水生动植
物、水产品等。 新华社记者 裴 鑫摄

对外汉语教学二十载

海外版海外版海外版伴我一路同行
林 希

作者简介：

林希，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1988年至 2007
年旅居德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曾在德国多所成
人大学、语言学校及机构、中小学等担任汉语教师。
1996 年起在德国柏林华德中文学校任教、担任教务长。
1999 年国务院侨办授予“海外优秀华文教师”称号，
2007 年国务院侨办授予“华文教育优秀奖”。2007 年回
国。现在上海同济大学担任对外汉语教师和德语教师。

本文作者于上海黄浦江畔本文作者于上海黄浦江畔

●礼仪漫谈

转眼间，我离开德国柏林华德中文学校，回到
国内工作已经 7年多了，每天的教学工作忙忙碌碌，
既充实，又快乐。德国的景色已经在我脑海中逐渐
淡去，与德国方面的信件来往也日渐稀疏。

然而 2014 年 3 月，两封来自德国柏林华德中文
学校的邮件又让我与德国有了联系。第一个邮件是
两个陌生女孩给我发来的作文，附信中写道：“请林
老师帮助修改，帮我们投到 《人民日报海外版》 的

‘学中文’版。”
另一个邮件是我昔日的德国同事——这两个女

孩目前的中文老师写来的。她介绍说：“这两个女孩
都是德国柏林华德中文学校的学生，还是当年你在
该校担任教务长时招生进校的。现在她们长大了，
学会写作文了，也想给海外版投稿啦！”

算起来，我回国时这两个女孩还都是学前班里

的小不点儿哪，难怪我不记得她们了。刹那间，在
德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时的一切又鲜活起来：
每年 12月，我都要到中国大使馆教育处为柏林华德
中文学校的十几位中文教师续订 《人民日报海外
版》。每当海外版“学中文”版上发表我校学生的习
作，师生们都会在教室里朗读，家长们在走道上传
阅，全校一片喜气洋洋……

可是，毕竟我离开那里已经有7年多啦！那里的
师生应该差不多已经把我忘记了吧？

德国同事告诉我：“才不是呢！在德国，我们仍
然可以通过海外版，看到你指导留学生写的作文，
看到你写的各种中外交流活动的报道，还看到你和
留学生们的合影。你真是越活越年轻、越来越精神
啦！我们都为你高兴哟！”

随着这两个女孩的作文和照片在海外版的“学
中文”版发表，我信箱里来自德国的
学生作文越来越多，每一封都写着：

“请林老师帮我发到 《人民日报海外
版》去。”还有的孩子来信表达他们作
文发表后的快乐：“老师在班上朗读给
大家听，还把刊登我文章的那份海外
版送给我，让我带回家。爸爸妈妈看
到了很高兴，表扬了我。”

我能想象到，这些十三四岁的海
外华裔后代拿到海外版时的兴奋劲
儿。因为我在国内教的这些外国留学
生，也同样渴望能拿到刊有自己作文
的海外版。

回国后我一直在网上阅读海外
版，看到有我班外国留学生作文发表
时，就从网上下载给他们，有时候还
打印出来复印给他们。但是这远远不

能满足留学生们的需要，他们曾经跑了很多零售点
去寻找海外版，想买一份来保存，可由于海外版在
上海不零售，他们的愿望总是落空。看着他们渴望
的眼神，我从2014年1月起自费订阅了海外版。

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个印尼女孩看到我手上的
海外版时激动的样子：她先小心翼翼地抚摸登有自
己作文的海外版，又问我能不能让她拍下来？得到
我首肯后，她马上拿来照相机拍了又拍。等她拍
完，我微笑地将这份报纸送给她，她瞪大了眼睛高
兴得跳了起来！连连问：“是真的吗？真的可以送给
我吗？”她如此高兴的原因是终于可以把这份报纸带
回印尼给家人看了。虽然她的整个大家族中只有奶
奶是会讲中文的华裔。

有的留学生拿到了一份报纸还觉得不够，因为
他们在作文里写到了他们的“中国爸爸”，或者写到
了他们的中国朋友。他们想送一份刊有自己作文的
海外版给这些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好在今年同济
大学国际交流学院也订了海外版，于是我又专门跑
到办公室，多拿几份海外版来满足留学生们的需
要。还有的留学生不仅是想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来
要海外版，他们想的是把刊有自己作文的海外版带
回自己的国家去给有关政府部门看。他们说：“我们
是公费留学生，应该让我们的政府知道我们的努力
和取得的成绩。能在海外版上发表文章，就是最好
的证明。所以老师，请一定要给我报纸啊，电子版
复印的不行。”我手中的海外版就是这样一份一份地
通过留学生们飞向了世界各个角落。

海外版创刊近 30年了，它伴随我的对外汉语教
学生涯也已经 20多年。我曾以为回国后华文报刊众
多，可能不会再专一阅读海外版了，没想到现在我
与海外版的联系倒是越来越密切了。海外版就是那
割不断的文化纽带，超越时空，连接起中国与世界！

““失之偏颇失之偏颇””
还是还是

““有失偏颇有失偏颇””？？

默契

1963 年 11 月 3 日，我方将“建交方案”内容
以 《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 的书面形式送交富
尔，并说明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上述方案，是由
于双方根据富尔先生所转达的戴高乐将军不支持
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三点达成默
契：

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
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
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富尔把“不再承认在台
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删去，改为“这就
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

‘中华民国’政府”）。
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

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
权。

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
“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
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由于富尔未被授权签署正式协议，只能携带
周总理提出的中方方案，返回巴黎向戴高乐复
命。至此，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初步的，
但又是实质性的谈判告一段落。

后续

11月10日，富尔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离开北
京，绕道仰光、新德里，以掩盖其在北京进行的
政治活动。富尔在新德里将其在北京谈判的报告
连同经双方签字的 《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 封装
成密件，交由法国驻印度使馆的一名外交官，专
程送往巴黎总统府，而他却在印度悠哉游哉地观
光了两个星期，以显示他并无公务在身。

11月29日，在爱丽舍宫，戴高乐听取了富尔
关于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情况汇报以及中法建交
谈判达成的默契，获得戴高乐的首肯。

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
马歇奉命去瑞士同我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公
报内容、发布时间等具体事宜进行协商。

1964年1月8日法国内阁会议做出决定：法兰
西共和国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 月 27 日格林
威治时间 11时，北京和巴黎同时发布了简短的中
法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
国政府一致商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
定 3个月内任命大使。”5月 27日，法国首任驻中
国大使吕西安·佩耶抵达北京。6 月 2 日，中国首
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到任。至此，中法建交进程圆
满完成。

清障

富尔访华令台湾恐慌。为探听虚实，1963 年
12月24日蒋介石亲自写信给戴高乐，希望戴高乐
能看在昔日两人“友谊”的情分上，保持法台关
系，但戴高乐迟迟没有回信。1964 年 1 月 14 日，
戴高乐派遣前法国驻重庆大使潘考夫 （中译贝志
高） 作为总统特使前往台北，向蒋介石递交复
信。戴高乐明确向蒋介石表示，法国不能再实行
掩耳盗铃的政策，“世界的形势发展，促使法国不
得不走上中法建交这条道路。”2月10日，法国驻
台外交官奉命约见台“外长”沈昌焕：法国已经
与新中国建交，台湾的官员没有理由再留在巴黎
了；台湾驻法“大使馆”的馆产将按惯例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接管。2 月 11 日凌晨，台湾当局被迫
宣布与法国断交。就这样，法方扫清了中法建交
之路上的障碍。

就在潘考夫抵达台北的次日，即 1964 年 1 月
15日，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芳，也受命向美国约翰
逊政府通报了法国的决定。尽管美国“愤怒、震
惊”，强烈抗议，但法国并不为所动。美国无奈，
一面安慰蒋介石“忍耐”，同时又唆使台湾，不宣
布同法断交，让其人员赖在巴黎不走。但台湾感
到大势已去，未听从美国人的建议。美国人的阴
谋未能得逞。

意义

中法建交沉重打击了美国顽固坚持的遏制、
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
位。在中法建交后短短几个月，非洲数国相继与
中国建交，意大利和奥地利则在同年与中国达成
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新中国迎来了诞生以来的
第二轮建交高潮。

中法建交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
范围，它冲破了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推动世界
向多极化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