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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成语制作文章标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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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成语制作文章标题还可用引伸

变更法和符号顶替法。

引伸变更法，即在成语原来的意义上

通过增字或改字等对其作顺势的变换引

伸，以制作标题。

增字的情况，如根据成语‘无理取闹”

的原意引伸出《有理不要取闹》。。
还比如：

《经济没高烧 绸缪趁未雨》（（新京

报 2007 年 11 月 8 日）

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本身仍然活跃，

热度略有下降，主要源于外界的压力。没

有发烧不等于健康，经济结构没有矫正，

通胀压力如影随行。因此，文章作者借用

成语“未雨绸缪”，制成如上标题，文题

紧扣，言筒意赅，表达妥帖。再比如：

《怀化民间有玉 且看政府抛砖》

（《 中国财政》2000年第 10 期）

2000 年，笔者赴湖南省怀化市采访，

了解到达个火车拖来的城市政府善待非

国有经济投资的态度：政府出酵粉，百姓

出面粉，以政府投资这块“砖”，吸引非国

有经济投资这块“玉”，激活全社会资本。

有感于此，笔者用成语“抛砖引玉”制成

标题《怀化民间有玉 且看政府如何抛

砖——湖南省怀化市非国有经济发展纪

实》，，
后经总编修改，主标题去掉“如何”

二字，既对称又显简洁。

《中国税务》1987年第 6 期 文章《法

真的不责众吗？》，，
题目显然是由“法不责

众”变更而来。文章指出，有的税务干部

见别人收礼受贿，便来个“你行我效”，自

以为这样的人多了，法规纪律就对他们无

能为力了，因为有道是“法不责众”嘛！文

章指出了某些人心目中的“众”，从全社会

来看实际上是“寡”。据此，作者奉劝那

些持有“法不责众”观点的人赶快醒悟，

否则终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情节

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财务与会

计》1988 年第5 期题为《亡羊应思补牢》

的文章，就是在成语“亡羊补牢”中添上

两个字而活用的。

改字的情况也不少。20 世纪末，媒

体报道某民间组织要设立一笔资金，用

于奖励在 21世纪第一声钟声敲响时出生

的婴儿。笔者闻听，顿生忧虑。姑且不说

设立这笔奖金的必要性如何，刚刚出生

的婴儿就能得到这样一笔丰厚的财富，

对其今后的人生道路未必是一 件好事，

再说，为什么 21 世纪零时零分出生的婴

儿就能得到奖金，别的时间出 生的就没

有？显然起点就不公 平。更进一步 说，

正因为要 21 世纪零时零分出生的要儿才

能得到奖金，那会不会有家长给医护人

员送个红包或找个熟人，把 20 世纪 23

时 59分前及 21世纪零时零分后出生的

婴儿的出生时间填成 21 世纪零时零分？

更有甚者，串通有关部门和人员，将婴儿

的出生时间改成 21世纪零时零分，以此

冒领奖金，该组织将如何是好？忧虑确

实不少，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忧虑又与己

何干呢？岂不是“杞人忧天’吗？于是，顿

生灵感，用成语“杞人忧天”制作标题《杞

人忧“婴”》，，
发表在《 经济日报》上。

《 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欲速则

“钱”达》，，
标题套用成语“欲速则不达”，

将“不”字改为“钱”字，形象地道出了在

市场经济中某些地方垄断行业的乱收费

行为，比如：办理身份证、准生证，欲速

达则多交钱。《 中国财政》2001年第 6期

《点“柳”成金》一文，用法与此相同。

符号顶替法，有的文章用成语作题，

常常省略文字，用各种符号临时替换，打

破或扩展传统见解，设置悬念，耐人寻味。

如《闻过则 x》显然是套用成语“闻过

则喜”。但一旦把“喜”字换成 x，x所含

内容未必是“喜”或者不只是“喜”了。作

者巧思妙想，把“喜”字换成 x，意在分

门别类地阐述社会生活中人们“闻过”后

的种种心态和表现，“闻过则喜”、“闻过

则改”自然占多数，但也保不齐有人“闻

过则怒”，或者闻过则“别的什么”。把

“喜”改成 X ，也就增添了悬念，吸引入

看个究竟。又如《闻风而“？”》显然是对

成语“闻风而动”的套用。再如：

杞人忧…… （《 财政》1993 年第 10

期）

湖北省钟样市财政局石绍平先生的

文章说，“杞人忧天”的故事是用来讽刺

那些庸人自忧、无忧造忧的人和事。但

现实生活中许多不良现象，已经到了危

及全社会的地步，足以让每个国人为之

担忧：一曰忧“地”（祖祖辈辈赖以生存

的土地被贱卖），二曰忧“诈”（不少“三

资”企业被外商欺诈），三曰忧“假”（假

药、假烟、假酒充斥国内市场），四曰忧

“公”（公款吃喝）。出此而外，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乘车有车匪、行路有路霸，便

生出“忧行”来；白衣天使要红包，新闻

记者讲价钱，便生出“忧德”……如此

等等，不一而足，确实令人堪忧。而这么

多忧虑，作者拟题时又不能一一列出，用

“……”替代，实在是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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