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 同 学

语言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语言既是思维与交际工具，又是

精神文化的家园。为了进一步提升大家的语言应用能力，加深对祖国语

言文字的理解和热爱，我们编写了这本《语言规范与创新》。本书内容主

要包括两部分：如何遵守语言规范（包括话音规范、文字规范、词汇规范、

语法规范）；如何运用语言手段（包括语音手段、词汇手段、语法手段）进行

语言创新。每个专题由导语、文本、资料链接、阅读与探讨、积累与应用５

个部分组成。我们希望与你一起迈上语言学习的新台阶：严格遵守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的各项规范，做到文从字顺；熟悉语言创新途径，充分挖掘

并调动语言的各种潜力，大胆创新，让你的语言能力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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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正确有效地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有利于维护

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

和运用规律，有利于增强语言文字运用的敏感性，感受祖国语言

文字的魅力，加深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理解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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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经济性和艺术性①

杨小翠

一、汉语的经济性

汉语的经济性指的是它的简约和简明。

首先，汉语语音的基本感知单位是音节，“声、韵、调”是构成汉语音

节的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结合紧密，不可分离。现代汉语只有４００多

个声韵组合（即声母和韵母组合成的语音单位），即使加上声调，总共也

只有１３００个左右的音节，它们一般都表示一定的意义。汉语语音没有

另辟蹊径增加音节，只在这４００多个声韵组合的基础上，仅仅利用声带

的细微变化造成不同声韵组合的音高（即声调）变化，就能形成另一个表

义或辨义的音节。比如一个声韵组合犿犪就通过声调变化构成了犿ā

（妈）、犿á（麻）、犿ǎ（马）、犿à（骂）四个不同的音节。这在别的语言里是极

其罕见的：４００多个声韵组合，声调稍作变化就形成了１３００个左右的

音节。由此可以看出，汉语对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的利用是极其简

省的。

其次，汉语仅仅用１３００多个音节来表达词义，当然要造出许多同

音字（词）和近音字（词）。在口头交际中，由于有语境的帮助，双方容易

理解，一般不会造成误会。书面语交际时，要达到准确交流的目的，本质

上是表意的汉字符号就有了用武之地。汉字音同而字形不同，书面语交

际时有可能产生的障碍就迎刃而解了。表意文字形态方方正正，具有极

强的视觉辨别性和观赏性。更重要的是，它们负载的信息量大，节省

书写材料，同样内容的文章，汉语所使用篇幅都远远少于英文。据统

① 选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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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在联合国同一内容的５种文本中，中文最薄，汉字的简省性由此可

见一斑。

再者，古代汉语的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而一个汉字几乎也只能

记录单音节，所以一个汉字就等于记录一个词。现代汉语的词则是以

双音节为大多数。古代汉语中汉字记录的词，就变成了现代汉语的构

词语素，成为创造新词的材料，这样就形成了以单音语素为基础的合

成构词法。这表现出汉字对词语具有强大的统摄力。只要掌握了高

频汉字，就很容易学会一大片字群和词群。比如以“语”为例，它就可

以统摄“语文、语音、语法、语言、语调、语气”等词，“车”可以造出“汽

车、火车、电车、自行车、班车”等词。这些词由于其中都使用了同一个

汉字记录大体同一个语素，在意义上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稍作分

析，即可理解；略作努力，便可记忆。这就为学习者节省了宝贵时间，

带来了极大便利。

汉语构词的简洁还表现在大量短小精悍的“四字格”里浓缩了丰富的

语义，可谓字少而义丰。“山花烂漫”、“山清水秀”、“天寒地冻”、“天高云

淡”……虽然只是简简单单四个字组合，却具有丰富的内涵。有时候，当

我们把两个构词语素变换一下位置，常常又构成了不同的词。比如“牛

奶”、“奶牛”，“网球”、“球网”，“语法”、“法语”等等，虽然两两之间都有内

在的联系，但词义却大相径庭了。

最后看看汉语语法的特点吧。众所周知，汉语实词不依靠形态作为

区别意义的语法手段，而以词序和虚词为主要的语法手段；不少虚词的使

用富于弹性，只要不妨碍意义的表达，虚词能省则省。这就决定了汉语的

句子决不斤斤计较于形式的有无，从而显得干净利落、简洁灵活、长短自

如、伸缩随意。比如“你来的时候”可以说成“你来时”，“我们的学校”可以

说成“我校”，“鱼被放到冰箱里了”中的“被”字可以省去不用。有些句子，

即使不用主语也同样成立，如“下雨了”，“出太阳了”等等，不用主语丝毫

无损于句子语法的正确性。印欧语言的复句往往必须使用连接词，而汉

语复句缺少了连词也照样可以成立，语义关系依旧明确清晰。“他因为病

了，所以没来上课”这句话，如果说成“他病了，没来上课”，不仅语法上依

然正确，而且表达上更加纯熟、朴实、干净。外在表现形式尽量从简，内在

思想内容力求丰实，这是汉语句子追求的上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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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语的艺术性

语言学家王力说过：“语言和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汉语的声调是可

以用五线谱描写出来的，研究汉语的人应该懂得音乐。”是的，汉语的语音

和音乐的确结合得浑然天成。比如，汉语中富有变化的声调，加之语音中

元音占优势，自然构成了汉语语音的美感要素。“万紫千红”、“一泻千

里”、“莺歌燕舞”、“山欢水笑”……这些词语的声调抑扬高下，起伏波动，

确实给人以音乐的美感。

汉语语音的音乐美特性好像非常适合作诗。古汉语的四声是平、上、

去、入，因而有平仄之分。从《诗经》中的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押韵，到格律诗

刻意追求平仄、对仗和押韵，古代诗人在诗词创作中充分运用汉语的音乐性

要素，以增强诗歌的吟诵音乐美感。比如李白的七言绝句《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　　　　平平仄仄仄平平

千里江陵一日还。　　　　仄仄平平仄仄平

两岸猿声啼不住，　　　　仄仄平平平仄仄

轻舟已过万重山。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起首句起韵，句与句之间讲究押韵，每句之内平仄相间，朗诵起来

既音韵铿锵，又抑扬顿挫，大有一唱三叹之妙。

不仅诗歌追求押韵、平仄，充分体现出汉语的语音美，古典散文也是

如此。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一部古典文论，它以诗的语言，评点千

古文坛，好像信手拈来，其实都对仗精美，琅琅上口，每一篇都是优美隽永

的佳作。现代汉语承接古代汉语，在各种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无论是诗

歌、散文还是戏剧作品，也都极易造成排比、押韵、平仄相间、对仗工整的

效果，读起来富有音乐美感。

汉语词汇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叠音词、拟声词、双声叠韵词特别丰

富。比如“依依”、“慢慢儿”、“老老实实”等叠音词，“丁冬”、“轰隆”、“哗

哗”等拟声词，“伶俐”、“仿佛”、“高贵”等双声词，“演变”、“迷离”、“隆重”

等叠韵词……，如此美妙的音乐效果，在西方语言中常常需要把几个单词

加以组合才能产生，而在汉语许多词语中原本就自然天成。有些词语还

可以在后边加上有音无义的叠音词缀，使之更为生动、形象。比如“光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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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颤巍巍”、“笑眯眯”、“甜丝丝”等等。文学家们常用叠音词和拟声词

来描写意境，抒发情感，以增强艺术效果。比如朱自清的散文《绿》中：“走

到山边，便听见花花花花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

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声音和水的质感本来难以描画，但通

过叠音词“花花花花”和“湿湿”而完全凸现了出来。叠音词不仅形象，而

且音韵铿锵，旋律动听，体现出声情并茂的音乐美。

汉语的艺术性，还表现在很多形象、生动的词语上，它们大都是采用

修辞造词法形成的。比如，“鲸吞”、“雪白”、“杏黄”、“蜂窝煤”、“大头针”、

“冰释”、“推敲”、“万事通”、“笑面虎”……不仅指称清晰，质感强烈，读之

令人联想起许多具体可感的形象。

汉语的颜色词更是异常丰富，分辨细腻入微。仅以常用的红和绿两

色为例，就有“深红、大红、粉红、紫红、桃红、暗红、橘红、枣红；深绿、淡绿、

暗绿、翠绿、草绿、苹果绿”等等。同时，颜色词又可以重叠，给人以舒适优

美的感觉，比如“绿绿的、黄黄的、白白的、红红的”等等。在古代，骚人墨

客就酷爱用颜色词来写景状物，刻画形象，烘托意境，寄托情思。如白居

易的《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张志和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朱自清的散文《春》：“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

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色调美丽，意境优美，读来令人

有目睹其色、身临其境的感觉。

就词类而言，汉语比印欧语多出了一类量词。不同的量词实质上是

人们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方式来观察、认识事物的结果的记录，也是汉语

表现事物的艺术性手段之一。汉语时常连同物体的形状一同说出，而不

仅是单独说明何种物体。“一粒米、一滴水、一片云、一捆柴、一条蛇、一叶

轻舟、一轮明月……”这里的“米、水、云、柴、蛇、轻舟、明月”，因为有“粒、

滴、片、捆、条、叶、轮”这些量词的介入，给人以形态实足、可触可见的形象

与想象。再如，“走了一趟、打了一顿、想了一遍、瞎吹了一气、乱侃了一

通”等等，既表示了事件的时间因素，又含有说话人对所说事情的态度。

又比如，“一串笑声、一线希望、一团漆黑、一峰骆驼”，由于使用了“串、线、

团、峰”这几个量词，所描写的物体就显得愈发清晰了。正因为如此，古今

文学家在文学创作中都十分注重，刻意锤炼。晚明张岱在小品文《湖心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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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雪》中写道：“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

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几个量词凸现出远

山近景，把雪中西湖勾勒得清疏有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写道：“这时

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

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丝”、“带”、“点”等起到了

渲染场景、强化诗情画意的作用。

汉语语法的艺术性还表现在形容词可以直接充当谓语。如“外面的

小雨细了下来。”“细”是形容词作谓语，起到了动词的作用，形象地刻画了

小雨越下越小，渐入尾声。“灯光亮了一夜”里的“亮”字也是如此，用来显

现灯光持续的状态，增强了动感的效果。

一言以蔽之，汉语具有简明、简约、以少胜多的经济性，具有“意美以

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的艺术性。经济性和艺术性珠联璧合，意

蕴美、语音美、语法美三美兼备，这绝非其他语言所能达到的。

资 料 链 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摘编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根据

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条　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第四条　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

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

第五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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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六条　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管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社会应用，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

范、丰富和发展。

第七条　国家奖励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

第八条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我们的精神文化的家园①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

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学习语言，通过自主的语言实践活动，积累言语经

验，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加深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理解与热爱，

培养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不仅是语言课程的学习目标，更是当代青年学生

的使命。

青年学生的语言素质不仅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也是他们走向社会生活的重

要基础。基础教育阶段的语言教育在教书与育人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学好

语言、用好语言的过程，是增长知识、提高认识、丰富感情、陶冶情操、启发想象、展开

联想、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也是促进人际沟通、社会交往，培养健康个性、良好习

惯和合作精神的过程。祖国的语言文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我们的精神文化家园。

在现代社会，听、说、读、写、算、信息技术是每一位能正常生活的公民必须具备

的生活技能。特别是前四种能力与语言关系密切，直接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基

本素质。因此，一个人如果学不好语言，就很难在社会中和谐地生活，更谈不上发展

了。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提高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是培养中华

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基点之一。我们要从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

上，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构上，更要从未来人类发展的本质上去看待、去思考语

言学习，充分认识学好祖国的语言文字对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

创造力的重要作用。

①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文玺。以下凡不注明者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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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探讨

１．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新时期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核心任

务。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第一章总则部分，写一篇短

论，谈谈你对自觉遵守国家语言文字法规的有关内容，增强规范意识，学会辨析和纠

正错误，提高语言文字运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的理解。

２．阅读《汉语的经济性和艺术性》，谈谈你对汉语在语音、文字、词汇和语法等方

面的特点的认识。

３．阅读《我们的精神文化的家园》，谈谈你对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看法。

４．文化自信是国家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

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提

高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是培养中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

豪感的重要基点之一。请你结合专题文本，并查找资料，说说你对这一论断的

理解。

积累与应用

１．有同学发现，在班级同学汇编的各学科学习资源库中，有些句子的表达不符

合语言规范，请你和同学讨论这些句子的问题在哪里，并说明理由。再联系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学习，思考并举例说说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

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还存在着哪些语言文字的使用不符合国家法规的地方，并讨

论青年学生能为推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加强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的监督

检查和服务做哪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１）晋文公当上了晋国国君后，发展生产，整顿政治，训练军队，成为北

方一大强国。

（２）他用寓言揭露旧社会政治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成为富有战斗特

色的讽刺文学。

（３）陆游的诗留存至今的有９０００多首，是我国古代作品最多的诗人。

（４）宋是南朝疆域最大的朝代，由于刘裕比较注意发展生产，减轻农民

负担，使宋初３０多年里，南方出现了东晋以来少有的安定局面。

２．现代汉语中的四字成语浓缩了大量的语意，体现了汉语构词的简洁。请你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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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出一组四字成语，分析其丰富的内涵，体味其简洁的特点。

３．南宋词人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词中有“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

芭蕉”句，其中表颜色的词“红”与“绿”运用得极有韵味。请阅读全词，查找相关资

料，说说其韵味所在。

４．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开头三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戚戚。”连用叠词，富有语音美。请阅读全词，查找相关资料，说说词人运用叠词表达

了什么样的思想和情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效果。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

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

话”。因此，了解普通话的语音特点，掌握本地方言和普通话的

语音对应规律，了解读错字音的原因，准确认读和标注汉字，是

普通话语音学习的主要目标和内容。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公民，

说标准普通话，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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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语音的特点

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

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只就语音而论，普通话突

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特点：音节结构简单，组合系统性强，声调是音节

的不可缺少的成分。

一、音节结构简单

普通话音节结构简单，首先表现为，元音是一般汉语音节中必不可少

的成分，而且一个音节内部最多可以连续出现三个元音（如犻犪狅、狌犪犻、

犻狅狌）。其次，辅音主要出现在音节中元音的前面（即音节的开头），只有少

数辅音（如犿、狀、狀犵）才可以出现在元音的后面（即音节的末尾），而且不论

辅音出现在元音前面还是后面都只能有一个。相对于印欧语言而言，汉

语不存在狊犽、犳犾、狊狋狉、狆狊之类的复辅音。再者，汉语每一个音节都必须有一

个声调。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汉语音节不仅结构简单，而且乐音成分占

优势，（元音成分多，辅音成分少，有声调）具有很强的音乐性，读起来既响

亮又有高低起伏变化。

二、组合系统性强

汉语传统语音学习惯于把音节分为声、韵、调三部分。这种三分法能

很好地反映汉语音节结构简单的特点，也反映出汉语语音组合的系统性

特点。

声母是汉语音节开头的辅音，如犱á（答）、犽ǒ狌（口）、犫ā狀（班）、犾犻à狅

（料）、狊狌à狀（算）中的犱、犽、犫、犾、狊等都是声母。如果音节开头没有辅音怎

么办呢？传统语音学就称这种音节叫“零声母音节”，如à狀（暗）、狔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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狑ū（屋）、狔ú（鱼）等都是。

其实，汉语的声母自身就表现出很强的系统性。２１个辅音声母可以

排列成如下矩阵图：

辅音声母表

发音方法

发音部位　　　　
不送气爆破音 送气爆破音 不送气塞擦音 送气塞擦音 鼻音 擦音 边擦音

双唇音／唇齿音 犫 狆 犿 犳

舌尖前音 狕 犮 狊

舌尖中音 犱 狋 狀 犾

舌尖后音 狕犺 犮犺 狊犺 狉

舌 面 音 犼 狇 狓

舌 根 音 犵 犽 狀犵 犺

　　上面声母表实际上是从两个角度对声母进行描写和分类的，所以可

以从两个角度观察其系统性、规律性。首先，表中六个横行，从发音部位

角度把声母分成六个小类，体现出发音部位从前到后的排列顺序；其次，

七个竖行，从发音方法的角度把辅音声母分成七个小类。

韵母是汉语音节中声母后面的成分。韵母可以是一个元音，如犵ū

（姑）里的狌；也可以是多个元音的组合，如犵狌ā（瓜）里的狌犪；或者一个或

多个元音和辅音的组合，如犵狌ā狀（关）里的狌犪狀。

对于韵母，传统语音学还把它进一步划分为韵头、韵腹和韵尾三个部

分。如韵母犻犪狀犵里的犻是韵头，犪是韵腹，狀犵是韵尾。韵腹是一个韵母

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也叫主元音，如狋ā（他）、犺狌ā（花）、犱犻ā狅（雕）、犽狌ā狀

（宽），都是主元音犪作为韵腹。但是，韵头（犻、狌、ü）和韵尾（狅、狌、狀）却不是

每个音节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汉语的３５个韵母内部也整齐有序。３５个韵母可以排列成如

下的矩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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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母 表

犻 衣 狌 乌 ü 迂

ɑ　　　 啊 犻ɑ 呀 狌ɑ 蛙

狅　　　 喔 狌狅 窝

犲　　　 鹅 犻犲　　　 耶 ü犲　　　 约

ɑ犻　　　 哀 狌ɑ犻　　　 歪

犲犻　　　 欸 狌犲犻　　　 威

ɑ狅　　　 熬 犻ɑ狅　　　 腰

狅狌　　　 欧 犻狅狌　　　 忧

ɑ狀　　　 安 犻ɑ狀　　　 烟 狌ɑ狀　　　 弯 üɑ狀　　　 冤

犲狀　　　 恩 犻狀　　　 因 狌犲狀　　　 温 ü狀　　　 晕

ɑ狀犵　　　 昂 犻ɑ狀犵　　　 央 狌ɑ狀犵　　　 汪

犲狀犵 亨的韵母 犻狀犵　　　 英 狌犲狀犵　　　 翁

狅狀犵 轰的韵母 犻狅狀犵　　　 雍

　　对于上面的韵母表，我们也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其系统性、规律性。

从竖行看，可以将普通话韵母分成四类：

１．犪行韵母都没有韵头；２．犻行韵母的韵头或韵腹都是犻；３．狌行韵

母的韵头或韵腹都是ｕ；４．ü行韵母的韵头或韵腹都是ü。

汉语传统语音学把犪行韵母称为开口呼，意思是第一个元音发音

时嘴张得大、舌位都很低；犻行韵母称为齐齿呼，意思是第一个元音发

音时上下牙齿很靠近，舌位都很高；狌行韵母称为合口呼，意思是第一

个元音发音时嘴唇拢圆并突出，舌位都很高；ü行韵母称为撮口呼，意

思是第一个元音发音时嘴唇要拢圆并撮起来，舌位也都很高。普通话

这四组韵母既可以分别简称为“开”、“齐”、“合”、“撮”，也可以合称为

“四呼”。

从横行看，可以把普通话韵母分成三组：１．最上面４行韵母都没有

韵尾，可以称之为零尾韵；２．中间４行韵母都有元音韵尾犻或狌，可以称之

为元音尾韵；３．最下面４行韵母都有鼻音韵尾狀或狀犵，可以称之为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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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韵。

此外，普通话韵母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儿化现象。所谓儿化现象，就是

当“儿”音节紧紧跟在其他音节之后时，往往和前面音节里的韵母合成“儿

化韵”，例如“花儿”由犺狌犪与犲狉合成犺狌犪狉。韵母儿化以后，有些原本读音

不同的韵母，就会变成同音。如普通话“（小）罐儿”儿化以后读成犵狌à狀狉，

韵母狀不再发音，就变得和“（小）褂儿”犵狌à狉相同了。

除了声母和韵母各自的系统性之外，声母和韵母之间的组合规律也

有着严格有序的规律性。普通话声母和韵母之间的组合主要表现出两者

发音部位互相靠近、互相适应的规律。让我们看看以下两组声母与韵母

组合规律吧。

１．犵、犽、犺组声母，只能跟两组韵母组合：以犪开头的开口呼韵母和

以狌开头的合口呼韵母，从而组合成犵ě狀犵犵à犻（梗概）、犽ā狀犵犽ǎ犻（慷慨）、

犺狌á狀犵犺狌á犻（黄淮）等音节。

２．犼、狇、狓组声母，也只能同两组韵母组合：以犻开头的齐齿呼韵母和

以ü开头的撮口呼韵母，从而组合成犼ì犼犻à狅（计较）、狇í狇ū（崎岖）、狓狌é狓í（学

习）等音节。

三、声调是音节的不可缺少的成分

声调指汉语整个音节的高低升降的变化。这些高低升降的不同声调

能区别词义，其作用相当于一个音素。如犳ā狀（翻）、犳á狀（烦）、犳ǎ狀（反）、犳à狀

（饭）等以及多音词狋ó狀犵狕犺ì（同志）、狋ō狀犵狕犺ī（通知）等，都是凭声调的不同

来区别意义的。

除了轻声之外，普通话有４个声调。如果使用传统语音学术语，

这４个声调分别称为“阴平”、“阳平”、“上（狊犺ǎ狀犵）声”和“去声”。举

例如下：

阴平调：春天花开　　　　阳平调：人民齐来

上声调：党委领导 去声调：立正致意

除了这４个基本声调以外，普通话还有一个轻声调。轻声调的音节

读得又短又轻，没有明显的高低升降的变化。例如犳á狀犵狕犻（房子）、狕ǒ狌犾犲

（走了）中的第二个音节都读轻声。汉语里的连词、助词、语气词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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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声。介词在词典里虽然都不是轻声，但在说话或朗读时都是轻声。

有时多个音节连在一起读或说时，音节的高低升降往往发生变化，这

种现象称为“连读变调”。连读变调也有极强的规律。如普通话两个上声

音节连读时，前一个上声要临时改变成阳平，如狔ǒ狌犼ǐ狀犵（有井）中的“有”

字变调以后就和狔ó狌犼ǐ狀犵（油井）变成同音了。

资 料 链 接

普通话的三个标准

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

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国家通用语言。这说明，普通话的标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

方面，推广普通话也必须兼顾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为什么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世界各民族语言的标准一般都以一个地点方

言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几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

中心。过去的官话、国语基本上都根据北京音，所以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

音”最理想。当然，“北京语音”主要指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不包括个别的土音

部分。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普通话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

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北方话的词汇是普通话词汇的基础和主要来源。普通话词汇

多数来自北方话词汇，但它又比北方话词汇丰富得多。因为它还从其他方言里吸收

了许多有特殊表现力的方言词，从古汉语里继承了许多至今有生命力的古语词，另

外还从外国语中借用了许多必需的外来词，同时又舍弃了北方话中某些过于土俗的

词语。

普通话的语法标准为什么要规定为“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首先，北方

话内部语法规律虽然大体相同，但也存在着不少差异，而且以口语而论，往往不

够充实，不够完善，所以普通话的语法不以北方话的口语为标准，而以经过提炼

加工的书面语为标准。其次，“典范”的著作是指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著作，

如国家的法律条文，有影响的报刊社论及现代著作家（不是一般作家和作者）的

作品等。第三，“现代白话文著作”是相对于早期的白话文著作而言的。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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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现代”二字，人们会认为宋元白话文和“五四”白话文也是标准。普通话以书

面语为标准这一点很重要，它说明普通话不仅是国家通用语言，同时也是统一规

范的文学语言。

不少人以为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和播音员说的话，只要说话、读文章像北京人或

播音员那样发音，就算学会了普通话，这种理解显然是片面的。因此，在推广和使用

普通话时应注意：普通话不仅有语音标准，还有词汇标准和语法标准。

字音误读两种

１．声旁异读字包括以下四类：

（１）声旁与本字的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字，如“诽
獉
谤”、“惊讶

獉
”、“殉
獉
葬”、

“杀一儆
獉
百”中的加点字不能误读为声旁的发音。

（２）声旁与本字的声母相同而韵母不同的字，如“砰”、“抨”、“怦”不能读为“平”，

“窘
獉
迫”、“纨

獉
袴”、“酗

獉
酒”、“木屑

獉
”中的加点字也一样。

（３）声旁与本字的韵母相同而声母不同的字，如“械”不能读为“戒”，“发酵
獉
”、“畸
獉

形”、“歼
獉
灭”、“岿

獉
然”、“百舸

獉
”中的加点字也同样不能读其声旁。

（４）声旁与本字的声母韵母均不同的字，如“瞠”不能误读为“堂”，同类的字还有

“停滞
獉
”、“鞭笞

獉
”等。

２．多音字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１）意义不同，读音不同。

绝大多数多音字的不同读音是和不同的字义紧密联系起来的，正所谓“音随义

定”，如：

禁：表示“承受、忍受”义，音犼ī狀，如：禁受、弱不禁风、情不自禁、忍俊不禁。表示

“不准许”义，音犼ì狀，如：禁令、严禁、禁止、查禁。

累：表示“堆积、积聚”义，音犾ě犻，如：积累、危如累卵、日积月累。表示“辛苦”义，

音犾è犻，如：劳累、疲累、又苦又累。

这类多音字只要弄清楚它们在词语或句子中的意义，其读音也就容易辨别了。

（２）词性不同，读音不同。

有不少多音字，因其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性不同，导致了读音的不同。如：

粘：作动词，读狕犺ā狀，如：粘贴、粘连；

作形容词，读狀犻á狀，如：粘液、发粘、粘性。

缝：作动词，读犳é狀犵，如：缝补、缝纫、缝衣服；

作名词，读犳è狀犵，如：缝隙、墙缝、无缝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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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多音字只要搞清楚它们在具体的语境中的词性，就可以辨析其读音了。还

可以将以上两种情况结合起来考虑，因为词性不同也就意味着词义不同。如：

殷：狔ā狀形容词：殷红、朱殷（指黑红色）

狔ī狀形容词：殷实、殷切、殷勤（丰盛，深厚，周到之意）

（３）出现环境不同，读音也不同，读音有区别用法的作用。例如：

薄：犫á狅（限于单用）薄纸、穿得太薄

犫ó（用于合成词）薄弱、刻薄、轻薄

逮：犱ǎ犻（限于单用）逮老鼠、逮蜻蜓

犱à犻（用于合成词）逮捕

明白了这类多音字应该从用法上去区别，掌握、运用起来就容易多了。

（４）语体不同，读音不同，读音有区别语体的作用。例如：

血：狓狌è（读书音）血海深仇、血压、血脉

狓犻ě（口语音）流血了、吐了两口血

核：犺é（读书音）核桃、核心、细胞核

犺ú（口语音）杏核儿、煤核儿

（５）普通用法和人名地名等用法不同而造成多音。例如：

单：犱ā狀单位、简单、菜单、单纯

狊犺à狀姓单、单县（地名）

犮犺á狀单于（古代匈奴的君主）

阅读与探讨

１．每年九月第三周是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请你参考近年来的宣传主题，查

阅资料，写一篇短论，阐述你对在当前推广普通话意义的理解，并谈谈你对在当地推

广普通话工作的建议。

２．阅读《普通话语音的特点》，说说你对普通话规范语音的理解；并尝试对比当

地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差异，查找资料，说说当地人学习普通话时在声母、韵母和声

调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与同学交流合作，编写当地方言与普通话语音对照表，请老师

组织审定后分享使用。

３．阅读《字音误读两种》，搜集一些同学容易误读的字，分析造成误读的原因，总

结读错的规律。

４．注意当地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的发音，把他们的读音错误记录下来，分析造成

误读的原因，看看与同学的误读情况有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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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应用

１．运用绕口令练习普通话发音。

（１）粉红墙上画凤凰，黄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２）稀奇稀奇真稀奇，蟋蟀踩死大母鸡，气球碰坏大机器，蚯蚓身长七丈七。

（３）七加一，七减一，加完减完等于几？七加一，七减一，加完减完还是七。

（４）天上七颗星，地上七块冰，台上七盏灯，树上七只莺，墙上七枚钉，吭唷吭唷

拔脱七枚钉，喔嘘喔嘘赶走七只莺，乒乒乓乓踏坏七块冰，一阵风来吹灭七盏灯，一

片乌云遮掉七颗星。

２．以下各字为多音字，请认真辨析其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读音。

阿（ē）谀　　　房舍（狊犺è）　　隽（犼狌à狀）永　　丧（狊ā狀犵）事　　行（犺á狀犵）伍

挨（á犻）打 封禅（狊犺à狀） 开辟（狆ì） 刹（犮犺à）那 畜（狓ù）牧

扒（狆á）手 负荷（犺è） 坎坷（犽ě） 商贾（犵ǔ） 压轴（狕犺ò狌）

磅（狆á狀犵）礴 复辟（犫ì） 阔绰（犮犺狌ò） 哨卡（狇犻ǎ） 押解（犼犻è）

包扎（狕ā） 胳臂（犫犲犻） 累（犾é犻）赘 摇曳（狔è） 宝藏（狕à狀犵）

胳膊（犫狅） 绿（犾ù）林 牲畜（犮犺ù） 叶（狓犻é）韵 贝壳（犽é）

勾（犵ò狌）当 埋（犿á狀）怨 什（狊犺í）锦 地壳（狇犻à狅） 裨（狆í）将

古刹（犮犺à） 脉脉（犿ò） 什（狊犺í）物 应（狔ī狀犵）届

３．给下列容易误读的形声字注音。

（１）纨袴（　）（２）内讧（　）（３）箴言（　）（４）桎梏（　）（５）鞭笞（　）

（６）庇护（　）（７）徜徉（　）（８）纶巾（　）（９）联袂（　）（１０）咯血（　）

（１１）皈依（　）（１２）龋齿（　）（１３）砧板（　）（１４）翩跹（　）（１５）戏谑（　）

（１６）饿殍（　）（１７）巨擘（　）（１８）阴霾（　）（１９）狡黠（　）（２０）摩挲（　）

（２１）囹圄（　）（２２）炽热（　）（２３）蓦然（　）（２４）狭隘（　）（２５）恫吓（　）

（２６）狙击（　）（２７）嗟叹（　）（２８）信笺（　）（２９）揠苗（　）（３０）造诣（　）

４．找出下列各组词语中注音有误的字，并思考造成误读的原因。

（１）僭（狇犻ǎ狀）越　　　鸟瞰（犽à狀）　　　忍俊不禁（犼ī狀）

（２）商榷（狇狌è） 奇葩（犫ā） 戛（犼犻á）然而止

（３）沉疴（犽ē） 熨（狔ù狀）帖 渎（犱ú）于职守

（４）混淆（狓犻á狅） 碑帖（狋犻è） 余勇可贾（犼犻ǎ）

（５）尽（犼ì狀）力 癫痫（犼犻ǎ狀） 呱呱（犵狌ā）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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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汉字是指经过整理简化并由国家以《简化字总表》与

《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形式，正式公布的简化字与传承字。《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了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文字的法定地

位。《通用规范汉字表》明确了规范汉字的标准。汉字规范化就

是要求在公共交际中普遍使用规范汉字，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依

然存在着失范现象。青年学生在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过程中，

应依法规范使用汉字，体会汉字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坚持文

化自信，为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国家通用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

工作尽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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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字 规 范 化①

常延廷

一、汉字规范化

国家通用文字是规范汉字，汉字规范化就是要求在公共交际中普遍

使用规范汉字。具体说来，汉字的应用必须以１９５５年文化部和文字改革

委员会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１９６５年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

表》、１９８６年国家语委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和２０１３年６月国务院公布

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为标准，凡是不符合《简化字总表》规定的简化字，包括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简化字和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简体字，都是

不规范的简化字。此外，精简下去的异体字、错字、别字也在不规范之列。

只有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标准，加强统一，才能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

保持稳定，以利于发挥其在现代化建设中作为信息载体的社会功能。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势必给中外学习者、

使用者的认知、书写带来不小的负担。同时，和拼音文字不同，汉字是表

意文字，本身不能表音。象形字、会意字和指事字都是纯表意文字，本身

没有表音成分，要正确读出字音，就得一个一个地认读、记忆。即使是占

汉字绝大多数的形声字，虽有表音成分———声符，但它本也不是为标音而

设的，只有提示读音的作用，远远不能准确表音。再加上语音演变、方言

差异等原因，大部分形声字的声符，现在连提示功能也大大减弱了，何况，

还有一个字表示几个不同读音的多音字、多个字读一个音的同音字呢。

如此纷繁复杂的汉字在应用中的确会带来诸多不便，这就需要提高规范

用字的自觉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遵循汉字的演变规律，颁发了“简化方案”，制

① 选自《求是学刊》１９９７年第１期。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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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各项用字标准，强化了汉字的规范和统一，这正是从社会的发展与进

步，从民族强盛的百年大计着眼的。如今，规范汉字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认同和尊重，联合国文件的中文本所用的无一不是我国的标准文字。

因此进一步提高汉字的国际地位，就必须坚持汉字使用的规范化、标准

化，这是国家主权行为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尊严的象征。

汉字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促进多民族统一的进程中，

发挥了巨大的纽带和凝聚作用。历史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巩固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文字方面的重大改革就是“书同文”，就是统一文

字的规范，用同一的文字来书写，由丞相李斯主持整理了小篆，作为全国

通用的标准文字。这不仅在文字的演化史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更为重

要的是，文字统一在民族团结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国家的统一，决

定了文字必须要统一；国家要发展，也必须有统一标准的文字作为“共识

共契的枢纽”。所以，汉字越规范，各族的凝聚力就越强，国家的权威度就

越大，各项工作的效率也就越高。

二、推进汉字规范化教育的最佳途径

然而，在经济繁荣、知识爆炸、信息互联的今日，汉字使用的失范现象

依然严重。如何遏制这种失范现象，将我国的语文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

度呢？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找到产生失范现象的原因以及制约规范化的

症结所在。

（一） 对造成汉字失范现象的透视分析

造成汉字失范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１．政策观念淡薄

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有令不行，几乎成为国人用字的通病。乱造简

化字和滥用繁体字代表了当前社会用字的两种逆向发展的趋势。这两种

倾向有时还会产生互动，造成了用字情况的混乱。

２．虚荣心理驱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毗邻港、澳的广东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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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迅猛，为内陆地区做出了表率。但是，内陆地区在学习其先进经验的

同时，连同繁体字、生造词语也一同“借鉴”过来。于是企业产品的包装、

商标、说明书以及企业简介等企业的宣传载体几乎被繁体字一统天下。

这种一哄而起、盲目效仿，追时髦、赶浪潮的心态与现象，对汉字失范现象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３．传媒误导

报刊、图书上的错别字、生造词语等现象，比比皆是。传媒的失范现

象，借助于媒体自身的辐射效应，有可能会导致全社会整体用字的失范，

而整体用字失范，个体用字也就很难统一了；个体用字的屡屡失范，更可

能会加剧社会整体用字的不规范，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二） 制约汉字规范化的瓶颈问题

对汉字失范问题应标本兼治，治本更为重要。将这项工作纳入法制

的轨道，规范人们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固然不失为明智之举，但

法律、法规仍然要靠人来遵守以维护它的尊严。近年来，汉字规范化工作

之所以处于徘徊局面，关键在于人们并未增强甚至尚未形成规范化的思

想意识，仍然有章不循，有法不依，汉字失范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

在有些地区、部分行业还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势头。这正是制约汉字规范

化的瓶颈之所在。

（三） 推进汉字规范化工作

就其本质属性来说，汉字是传播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

重要的信息载体；就其形成和发展来说，汉字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和灿烂

文化的凝聚；从其作用与功能来说，作为书面语言的载体，汉字又是实现

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重要交际工具。

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普及文化教育、提高工作效率、发展科

学技术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要把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到继承与发展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直接关系到国

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威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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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健康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必须从“我”做起，

这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和使命。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坚

持汉字简化方向”，才能更快地“促进全社会用字规范化”；唯有如此，才能

真正“认真贯彻语言文字的各项规范标准，逐步消除社会用字混乱现象”；

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使中华民族兴盛，国家富强。

资 料 链 接

汉字的造字法

一、象　　形

象形，就是画出所要表达的物体，字形仿照物体的形状。它有如下特点：

１．它以富于真实感的图像来表现词义。

２．所记的一般是有形可象的指物名词。

３．象形字历史悠久，是汉字的构形基础。

象形字包括两类：

１．独体象形（象形正例）。词所表现的是事物的整体，不需要有烘托。如“日”、

“水”、“人”等。

２．合体象形（象形变例）。词所表现的常常是事物的分部，形态特征不鲜明，需

要造成环境陪衬。合体象形字中的笔画一部分是用来描绘事物本体的，另一部分是

用来描绘相关事物的。如“文”、“瓜”、“果”等字。

二、指　　事

指事，就是看了可以大体认识这个字所指代的事物，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其意义

所在。与象形字比较，指事字的特点有：

１．象形字所表达的是具体事物，而指事字所表达的多是抽象概念。

２．表现方法上，象形字采取描画物状的写实法，而指事字多是运用指示符号的

象征法。

３．象形字是其他造字法的构形基础，有的指事字在象形字的基础上附加符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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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构成新体。

指事字包括三类：

１．独体指事，用纯粹抽象符号所构成。如“上”、“下”两字。

２．加体指事，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上指示性符号，所加符号不能独立成字。如

“本”、“末”、“刃”等字。

３．变体指事，用增减笔画来表现词义。如“木”的一半为“片”。

三、会　　意

会意，就是比合二字或数字，会合它们的意义以成新义。会意字的特点有：

１．会意字一般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表意符号所组成的复合体。

２．这种复合体表示一种新义，但又不是几种表意符号的简单拼合。

会意字包括两类：

１．同体会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表意符号组成。如“林”、“森”，“从”、

“众”，“北”、“比”等。

２．异体会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表意符号组成。如“析”、“休”、“祭”、

“受”等。

合成会意字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叫“意符”，如“众”就包括三个“人”作为部首。另

外，少数会意字的意符同时兼有表音功能，如：

“贫”由“贝”与“分”两个意符构成，“分”同时也表音；“汲”由“水”与“及”两个意

符构成，“及”同时也表音。

四、形　　声

形声，就是选取表示事物意义的字作为意符，选取表示事物声音的字作为声符，

意符、声符合在一起。意符表示字的本义所属的意义范畴，声符表示形声字的声音。

意符相同的字，意义大都与意符所表示的事物或行为有关。如：

“贝”为意符者：货、财、赏、贸、赊、贪、费、贵、贱

“手”为意符者：打、描、找、抬、扮、抢、抖、抛、投

１．形声字约占汉字总数的９０％，基本结构有以下６种：

（１）左形右声———江、河、梧、桐、快、慢

（２）右形左声———鸠、鸽、胡、期、颈、瓶

（３）上形下声———草、藻、箕、管、露、雾

（４）下形上声———婆、娑、案、架、臂、恭

（５）外形内声———圃、园、阁、闺、衷、裹

（６）内形外声———闻、闷、问、辩、辨、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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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形声字的特殊结构形式：

（１）意符处于其他位置。如：

意符处于右下：倏（犬）、修（彡）

意符处于左下：栽（木）、裁（衣）、载（车）、哉（口）、疆（土）

意符处于外边：延（廴）、道（辶）

（２）声符其他位置。如：

声符处于右下：旗（其）、施（也）、旌（生）

声符处于右上：徒（土）、徙（止）、逢（夆）

声符处于中间：裹（果）、衷（中）

错别字的四种成因

根据成因，错别字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形近而误的错别字

形近而误是错别字成因中最主要的一种。其他的几种成因，除音义近而误外，

都与形近有关。形近而误的字，又分三种情况：

１．一个部首相同，其他部分也相似，如：兖与衮、莱与菜、汩与汨

２．一个部首不同，其他部分相同或相似，如：睢与雎、瑞与端、冷与泠

３．整体形状相似的独体字，如：史与吏、氏与氐

下列词语中，括号中的字为形近而误的错别字。如：

膏（盲）—膏肓　　（暗）哑—喑哑　　爱屋及（鸟）—爱屋及乌

床（第）—床笫 （即）然—既然 草（管）人命—草菅人命

鬼（崇）—鬼祟 （拔）弄—拨弄 风（蚀）残年—风烛残年

（薄）册—簿册 （巢）臼—窠臼 （堕）入爱河—坠入爱河

二、音、形近而误的错别字

所谓音、形近而误的错别字，指的是由于读音和形状相近而产生的错别字。形

状相近的几种情况，前已叙及，这里只列举两种读音相近的情况：

１．读音相同：锴—楷、蝉—婵、恢—诙

２．读音相近：禹—禺、朗—郎、傅—溥

如果说形近容易产生差错，那么形近加上音近，则更易发生混淆。习见的“高梁”应为

“高粱”、“幅射”应为“辐射”、“方园”应为“方圆”等，都属于音形近而误的典型。再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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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为错别字）

编（篡）—编纂　　沉（缅）—沉湎　　船（仓）—船舱

朝（庭）—朝廷 简（炼）—简练 痉（孪）—痉挛

发（韧）—发轫 （焕）散—涣散 端（祥）—端详

（报）憾—抱憾 （按）装—安装 （报）负—抱负

（慧）星—彗星 （峻）工—竣工 （浑）名—诨名

波光（鳞鳞）—波光粼粼　　（浆）声灯影—桨声灯影

汗流（夹）背—汗流浃背 （摧）人泪下—催人泪下

三、音义近而误的错别字

所谓音义近而误的错别字，指的是由于读音和含义相近而产生的错别字。这类

错别字，虽然字形不相似，但读音相同或相近，意思又比较相近，很容易混淆，出现频

率较高。在词语中出现时，更是如此。如：

“必须”与“必需”音同义近，“必需品”往往错成“必须品”

“化装”与“化妆”音同义近，“化妆品”常错成“化装品”

其他例子如：（括号中为错别字）

重（迭）—重叠　　（布）署—部署　　（叉）路—岔路

璀（灿）—璀璨 （鬼）计—诡计 （悔）约—毁约

按（步）就班—按部就班　（穿）流不息—川流不息　别出（新）裁—别出心裁

不（加）思索—不假思索 （昏昏）噩噩—浑浑噩噩 不（耻）于人类—不齿于人类

唇枪舌（箭）—唇枪舌剑 （灿）然一笑—粲然一笑 粗制（烂）造—粗制滥造

变（换）莫测—变幻莫测 （合）盘托出—和盘托出 各行其（事）—各行其是

不（孚）众望—不负众望 大名（顶顶）—大名鼎鼎 满目（创）痍—满目疮痍

四、音形义近而误的错别字

所谓音形义近而误的错别字，指的是由于读音、形状和含义相近而产生的错别

字。这类错别字因音、形、义三个方面都相近，识别起来要更难一些，在错别字中发

生的频率也更高。这类错别字就属于那些隐蔽得最深、伪装得最巧妙的敌人，不仔

细辨别，往往很难识别。如：

“度”与“渡”：音相同，形相似，义相近。“渡过难关”易错成“度过难关”，而“度

假”又容易错成“渡假”。

“蒙眬”与“朦胧”：音相同，形相似，都有模糊不清的意思。“睡眼蒙眬”常错成

“睡眼朦胧”。

“嘎”与“戛”：音相近，形相似，又都是象声词。“戛然而止”多错成“嘎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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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括号中为错别字）

安（祥）—安详　　（爆）发户—暴发户　　鞭辟入（理）—鞭辟入里

船（梢）—船艄 （斐）声—蜚声 大桥合（拢）—大桥合龙

烦（燥）—烦躁 （固）疾—痼疾 分（辩）是非—分辨是非

告（戒）—告诫 （姣姣）者—佼佼者 好高（鹜）远—好高骛远

寒（喧）—寒暄 蜂（涌）—蜂拥 独（挡）一面—独当一面

阅读与探讨

１．阅读《汉字规范化》，举例说明社会用字失范现象和对错别字危害性的认识。

２．阅读《汉字的造字法》，区分这四种造字法，并就四种造字法各举出十个例字。

３．阅读《错别字的四种成因》，检查一张当地报纸或一部正在播放的电视剧字幕

中的错别字，分析其原因，然后写一封信告诉报社或电视台。

积累与应用

１．对汉字的学习，重点在于识记现代汉字字形，在具体语境中正确辨析音同易

错字、多音多义易混字、形似易混字、形似音同易错字。请你就下面五种情况再举几

个例子加以说明。

（１）懂得据义定形。如“不径而走”应为“不胫而走”，意思是没有小腿却能跑，形

容消息等传播迅速。“胫”从肉，为小腿，而“径”从“彳（犮犺ǔ）”，意思为小路。

（２）弄清来龙去脉。“一张一弛”中“弛”意为放松弓弦，故不能写成“驰”，“驰”意

思为车马疾行。

（３）掌握构词方法。汉语构词有一个规律，一个词常常是相同（相近）或相反（相

对）的字对举构成，如“貌合神离”中的“貌”和“神”相对，“合”与“离”相反，在这里若

将“合”写作“和”就讲不通了。

（４）避免音近而混。如能正确读音，则不会把“奴颜婢膝”的“婢”读成“卑”而误

写成“卑”。

（５）不能多笔少画。如“千山万壑”的“壑”，左上部“谷”上有一横，不可少写。

２．找出下列各组词语中的错别字，并思考造成误写的原因。

（１）顾明思义　　　叱诧风云　　　沤心沥血　　　省吃简用

（２）委屈求全 柳岸花明 泽背后世 义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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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斑剥陆离 合盘托出 再所不惜 穷且益艰

（４）百无聊懒 煞废苦心 繁冗拖踏 通情达礼

（５）冒然 山青水秀 腊黄 良辰美境

（６）熨贴 饥肠碌碌 布署 做客他乡

３．请查阅字典，解释下列成语中加点字的意思，说说为什么不能写成后面括号

中的字。

（１）黔驴技
獉
穷（计）　　　（２）文

獉
过饰非（闻）　　　（３）脍炙

獉
人口（灸）

（４）旁征
獉
博引（证） （５）名门望

獉
族（旺） （６）仗义执

獉
言（直）

（７）绵
獉
里藏针（棉） （８）文恬武嬉

獉
（嘻）

４．选择同音字填空。

（１）独占　　　　头　桀　　　　不逊　（骜、鳌）

（２）　　　　道而行　　　　　道而驰　（倍、背）

（３）　　　　海桑田　白云　　　　狗　（苍、沧）

（４）寥若　　　　星　良　　　　美景　（辰、晨）

（５）薪火相　　　　　相辅相　　　　　（承、成）

（６）马到　　　　功　计日　　　　功　（程、成）

（７）以逸　　　　劳　越俎　　　　庖　（代、待）

（８）连篇累　　　　　买　　　　还珠　（椟、牍）

（９）要言不　　　　　　　　　文缛节　（烦、繁）

（１０）因噎　　　　食　煞　　　　苦心　（废、费）







　　学习词语，要提高遵守普通话词汇规范的自觉性，同时也要

认识到应根据表达需要选择恰当的、有表现力的词语，追求语言

的准确、鲜明、生动。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理解一般意义上的词语

规范化和文艺语体词汇规范化的异同，提高在语境中解读词汇、

理解语义的能力，并观察文学作品词语的活用，理解重要词语的

隐含意思，体会作品运用词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体会文学语言

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探求语言表达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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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选用的审美追求①

胡习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对称与均衡之美，表现在词语构成和选择运

用方面，造成和强化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汉语在语音、语汇、语法各

层面的众多特点。

特点之一：语音层面上四个音节、两个音步较多。如：

犪．彩色粉笔、口是心非　　　犱．李副教授、考研究生

犫．狗咬耗子、利令智昏 犲．少先队员、电视机厂

犮．一衣带水、贫下中农 犳．老弱病残、婚丧嫁娶

这几组例子，只有犪组的语义节奏与语音节奏一致，都是２＋２节奏，

即“彩色＋粉笔”、“口是＋心非”。其他几组语义节奏与语音节奏均不一

致。犫、犮、犱、犲、犳组语义节奏分别为：

１＋１＋２：狗＋咬耗子、利＋令＋智昏

１＋２＋１：一＋衣带＋水、贫＋下中＋农

１＋３：李＋副＋教授、考＋研究＋生

３＋１：少先队＋员、电视机＋厂

１＋１＋１＋１：老＋弱＋病＋残、婚＋丧＋嫁＋娶

但它们的语音节奏却都是２＋２。

汉语为什么会构成这种四个音节、两个音步的特点呢？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汉语词语以双音节（其实这也是一种对称）为主要特征，双音节

归并为一个音步已深深积淀于大众的社会心理。

第二，四音节词语归并为两个音步，念起来顺口、节奏感强，显得对

称、均衡，与人们世代传承的美学评价相符合，这种特征正是人们潜意识

中的讲求对称、均衡的审美追求所致。

① 选自《济宁师专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原文题目为“汉语运用的审美追求与汉语的特点”。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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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之二：语汇层面上四字格词语特别丰富。

汉语里的四字格词语特别发达。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以四

言为主，成语亦以四音节为主。传统启蒙读物《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古

往今来对人物和诗文的评语也偏爱使用四言句式。现代小说、电影、戏剧

等往往也喜欢用四字命名，如《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等。四字格有固定

形式，如成语，更有大量的偶发形式。从表现形式来说，四字格有大量的

非重叠形式，如“万马奔腾”、“博大精深”等；也有大量的重叠形式，如“研

究研究”、“高高兴兴”等。四字格表现能力极强，使用频率极高。下面只

以ＡＡＢＢ式四字格为例作些说明。

汉语中ＡＡＢＢ式四字格异常丰富，从词性角度说就有以下种类：

名词式：方方面面、花花草草

动词式：闪闪烁烁、偷偷摸摸

形容词式：大大小小、漂漂亮亮

数词式：三三两两、千千万万

量词式：条条块块、双双对对

副词式：陆陆续续、时时刻刻

象声词式：哼哼唧唧、嘻嘻哈哈

这其中又以名词、动词、形容词式最多。同时，受已有ＡＡＢＢ格式的

诱导、类推，现代汉语中有很多ＡＡＢＢ的偶发形式，很多本来不能按此方

式重叠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也按此方式重叠，如：

（５）文文弱弱的她，长着一头如瀑般的黑发，平淡而随意。

（６）灵敏度极高的记者们迅速把他的这句话译成各种文字，

传播到地球上的角角落落。

为什么汉语ＡＡＢＢ式重叠方式极多，原因有三：一是语言类推的惯

性，二是表意的需要，三是美学追求。ＡＡＢＢ为四音节两个音步，读起来

形成“重轻＋重轻”的格式，音节匀称、节奏和谐，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追求对称、均衡的审美意向。四音节格式特别丰富的现象与对称、均衡的

审美追求关系极为密切，因为四字格是两个音步，语音上成双成对，节奏

匀称，给人以强烈的形式美。

特点之三：语汇层面上反义词以音节对等为常态。

反义词所表示的意义是相反相对的。词语的反义关系本属语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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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因而在有的民族语言语汇中，构成反义组系的词语并不特别强求音节

多寡相一致，比如英语。但汉语则不然，而是构成汉语反义组系的词以音

节数目对等为常态，一般都要求音节数目相同。如：

呼—吸　　　　　旱—涝　　　　　公—私

顺境—逆境　　　喧闹—寂静　　　胜利—失败

大众化—特殊化　阶下囚—座上客　北温带—南温带

至于“小”与“伟大”，“大”与“渺小”，“甜”与“苦涩”，“苦”与“甜美”等，

虽然语义上存在着反义关系，但由于音节数目不相等，所以很难构成反义

词，而“大”与“小”，“伟大”与“渺小”，“甜”与“苦”，“甜美”与“苦涩”则似乎

是天然的反义词。

汉语反义词语虽然以双音节为主，但是也有少量单音节、四音节的，

而且音节大都是对等的。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汉语反义词为何以音节

数目对等为常态呢？这与追求对称、均衡美也极有关系。因为，反义词

在语言实践中经常被用于排偶句中，也经常用来对举或对比。如：

（７）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

身足以休食。（《庄子·让王》）

（８）贱为泥巴，却贵为珍品。低贱的取之不尽，高贵的得之

不易。（《人物》１９９５．４）

对于这种现象，朱光潜先生曾说：“用排偶既久，心中就无形中养成一

种求排偶的习惯，以至观察事物都处处求对称。”由于这种求“排偶”、“求

对称”的习惯心态，反义词用来对举、对比时，如果音节数目多少不等，形

式上极易失衡，造成不和谐，形成人们的审美心理失落。而音节数目对等

呢，则容易造成一种均衡、整齐的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意向吻

合，从而得到认可，并外化为反义词以音节对等为常态的特点。

另外，汉语反义词在结构方式上以构词方式一致为常态。如：

胆壮（陈述）—心虚（陈述）　　肥大（联合）—瘦小（联合）

宏观（偏正）—微观（偏正） 缺席（支配）—出席（支配）

升高（补充）—降低（补充） 冷冰冰（重叠）—热乎乎（重叠）

事实还不仅仅如此，汉语反义词还经常以语体色彩一致为常

规。如：

公—母（通俗，口语） 雄—雌（典雅，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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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银子（通俗，口语） 金—银（典雅，书面）

容易—困难（通俗，口语） 易—难（典雅，书面）

以上两个特点的形成，也都与追求对称美、均衡美的审美意向有关。

因为，假如反义词的构词方式不一致，语体色彩不相同，用于排偶句中，用

来对举、对比时，就会破坏对称与均衡美。

特点之四：语法层面上以语法结构、功能的对应为常规。

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的构成成分往往呈线性排列状态，以结构、功能相

同为美。这是因为结构相同，功能一致，能给人以对称、均衡的美感，而且

几个相同因素的重复对称能表现出较强的节奏，体现出和谐的韵律

美。如：

（９）这样，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家的兴盛和衰亡，就不能不

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１０）比喻是一种历史悠久、广泛使用的修辞手法……

例（９）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和“国家的兴盛和衰亡”为并列结构，

结构相同，都是“偏＋正”（Ａ＋Ｂ）的形式；语法属性也相同，都是名词性

的，因而自然形成对称、均衡之美。例（１０）与追求对称、均衡的审美意向相

悖，句中“历史悠久”是主谓结构，而“广泛使用”是偏正结构，结构不同，并列

在一起显得不和谐，如将“广泛使用”改为“使用广泛”（主谓结构）就和谐了。

资 料 链 接

精 选 词 语①

徐仲华

　　作家必须积累丰富的词汇，选词成章时才能左右逢源。鲁迅词汇极其丰富，在

选词上又倍下工夫，所以作品达到了“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程度。试举他的

① 节选自中教育星教育资源库，原题为“汉语词汇的基础知识”。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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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为例：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

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

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

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

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

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在上面的文字里，作家接连使用了十几个表示动作的词儿，准确地勾画了刽子

手的凶残、横暴、贪婪的形象，极力突出了老栓善良懦弱的性格。

刽子手的到来是突然的，所以从老栓的感觉来说，先听到刽子手的声音，然后

才发觉他已站到面前。因此，这里用“站”字就要比“闯”、“跑”、“跳”等字眼准确得

多。这“黑的人”一只大手向老栓“摊着”，一只手“撮着”那个滴血的馒头。手“摊

着”是索取东西的姿势，“撮着”又显示出对人血馒头的漫不经心。他像刀一样的

目光，粗犷的喊声，再加上突然到来，这一切都使人觉得他咄咄逼人。他看到老栓

踌躇着不敢接人血馒头，便焦急起来，于是便“抢”、“扯”、“裹”、“塞”、“抓”、“捏”，

一系列动作如同迅速切换的镜头，片刻之间，人血馒头交出去，洋钱拿过来，“转身

去了”，动作迅疾，心理贪婪而生性凶残的刽子手形象跃然纸上！可是老栓呢，人

血馒头本是他所渴望的东西，视为独生子小栓的救命仙丹。为得到这人血馒头，

他咬牙动用了自己得来不易、十分珍惜的一包洋钱。出发的路上，他满怀着期望，

可看到“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时，虽然“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

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被刽子手的目光“刺得缩小了一半”。这些描写，着

墨不多，但深刻地揭示出了老栓的矛盾心理、善良懦弱的性格，使读者同情他的遭

遇，而惋惜他的愚昧。

炼 意 之 法

词语有语音和语义两个因素，前者是形式，后者是内容，二者永远形影不离。运

用一个词语，既要表义确切，又要声音和谐，才能收到完满的表达效果。选择一个恰

如其分的词语，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这里介绍几种较为常见的运用词语时的炼

意方法。

１．用具体表现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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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体表现抽象就是要选用意思比较具体、容易引人联想的词语代替意义比较

抽象的词语，不仅使人有所感，而且要通过所感理解所知。以下是汉语里互相对应

的具体词语与抽象词语的例子。

梅花：坚忍；无畏。　　　　　　　　小草：渺小；平凡。

流泪：流出泪水；悲伤或激动。 跳起来：跳跃；高兴。

甜：愉悦的心情；柔美的语言。 苦：痛苦的心情；悲惨的经历。

２．用动态表现静态。

客观事物的静态往往与动态密不可分，静态是由动态带来的结果或持续。为了

使表达生动活泼，富有动态的意味，可以用与之有关的动态意义的词语表现事物的

静态，使之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如：

（１）初夏季节，遍野的油菜披
獉
着金黄色的袍子。

（２）忽然，一种久违了的温馨感觉猛地闯进
獉獉

了我的记忆闸门，强烈而有

力地搅动
獉獉

着我枯萎的心田。

３．以简驭繁。

以简驭繁的实质就是要用最准确、最典型的词语，深刻而突出揭示事务的本质。

发现人物最富有特征的动作、姿态、表情和语言，而后选择最恰当的词语，就能收到

一字千钧的效果。如：

（３）他（孔乙己）从破衣袋里摸出
獉獉

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

（４）他（孔乙己）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
獉
出

九文大钱。

（５）但阿Ｑ这回的回来，却与先前大不同，确乎很值得惊异。天色将

黑，他睡眼蒙眬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

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
獉
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

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钿钿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

４．有弦外之音。

用词具有弦外之音就能留给读者无穷意味，具有言短意长、言尽而意不尽的艺

术效果。如：

（６）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骂的还是
獉獉

康有为。

（７）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
獉獉獉獉獉獉

的《康

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

（８）“可恶
獉獉

！然而
獉獉

……。”四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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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探讨

１．阅读《词语选用的审美追求》《精选词语》《炼意之法》，总结锤炼词语（特别是

近义词）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２．语音是词语的物质外壳，是词义的形式载体，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只有在词语

和句子的基础上发挥作用。找一首汉语诗歌的英语译文，尝试比较英语译文与原作

的语音美的异同。

积累与应用

１．比较下列各句括号中的两个词语，结合语境，说说选择哪一个更合适，为

什么？

（１）现代社会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大学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并

不意味着学习的（中止，终止），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每个人必须不断学习。

（２）商业银行应遵循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可比性的原则，规范地

（透露，披露）经过独立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３）退休了，摆脱了繁忙的事务，没过几天（清净，清静）日子，他又闲不

住了。

２．结合语境，分析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活用情况，并讨论按语法常规应该怎

样表达，活用有什么样的表达效果。

（１）“老栓，就是运气
獉獉

了你！你运气，…… ”（鲁迅《药》）

（２）水在两旁大声地哗哗
獉獉

，哗哗
獉獉

，哗哗哗
獉獉獉

。（孙犁《荷花淀》）

（３）咱们朱家门里穷倒是真的，可也志气
獉獉

了几辈子。（梁斌《红旗谱》）

３．讨论下列两例，交流对特定语境中文学语言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表达的理解。

（１）我们也都跳上岸。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

罢，”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

呢。”（鲁迅《社戏》）

罗汉豆明明是自己家的，阿发为何要说“偷”？既然是要偷，如何能偷

自己家的？况且还是要求小伙伴来“偷我们的罢”！

（２）我同时便机械地拧转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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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鲁迅《故乡》）

“胖开”了他的右半身，是想要表现怎样的情景？这与通常的说法有什

么不同？

４．读读鲁迅《孔乙己》中的一段话，尝试分析作者运用的词语及其特点及词语运

用对刻画人物性格的作用。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

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

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

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

了快活的空气。



千
锤
百
炼
铸
新
词

４３　　　



　　违背语法，就会造成病句，遵守语法，便能文从字顺。我们

应当在自主修改病句和分析句子结构的过程中，体会汉语句子

的结构特点，进一步领悟语法规律。但是，若在遵守语法规范的

同时，善于打破语法常规，却又能创造出变化之美，收到出奇制

胜的表达效果。因此，在学习文学作品时，我们应当观察词语的

活用、句子语序的变化等，体会文学语言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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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句 与 佳 句

一个句子是病句还是佳句，关键在于看这个句子出现在什么样的语

境中。孤立地看一个句子，它可能是病句，一旦将它置于特定语境之中，

可能不但无语病，说不定还是绝妙佳句。《红楼梦》甲戌本第六回有这么

一句话：“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乍一看去，这句话绝对是一个不

合事理逻辑的病句，所以现在的很多版本都改成了“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

子出来！”但是，假若考虑到曹雪芹笔下焦大的说话环境，就可以理解这个

句子不仅不是病句，而且还是一个妙手天成的佳句。焦大年事已高，而且

在醉意醺醺的时候突然撞见刚刚饮酒作乐的王熙凤等人。这位为贾府

“打下江山”的老一代，本来就对这帮吃祖宗的年轻主子心怀不满，于是就

借酒发泄起来。醉怒交加之下，把“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错说成“红

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这岂不正是醉人气话的本色！这样看来，焦大这

句话有适合自己的最佳语境。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甲戌本是正确

的，而其余诸本都改错了。

因此，在阅读理解时，在说话和写作时，我们都应该注意在具体语境

中理解和运用语言。

从宏观到微观，语境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社会语境，包括世

界、地域、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等综合因素，可以称之为宏观语境；场景语

境，即会话时的具体环境、场所、交际工具、会话人及其社会角色、临时角色

等因素，可以称之为中观语境；篇章语境，即特定语体、段落、上下文或前后

句等具体因素，可以称之为微观语境。判断一个句子的优劣高下，必须把它

放到具体语境中去，才能科学地、准确地判断它是病句还是佳句。

一、社会语境允许的句子不是病句，反之是病句

一个句子，孤立地看有语病，但社会集体已经认可了它，并且已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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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俗成，人们一读就懂，一听就明，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这么说，就不能说它

是病句了。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就有可能误判病句。例如：

（１）① 你找个理由先。

② 干什么去？

例（１）各句都仅仅适用于特定社会或方言区，而在另一社会或方言区

则有可能被视为病句。

（２）① 人们正在利用休息时间打扫卫生。

② 战士们睡了一觉才恢复了疲劳。

③ 那时年轻朋友都吃食堂。

④ 俱乐部里好不热闹。

对于例（２）各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不少语言学家批评说，本是“打扫脏

物”，却说成“打扫卫生”；本是“消除疲劳”，却说成“恢复疲劳”；本是“在食堂

吃饭”，却说成“吃食堂”；本是“好（很）热闹”，却说成“好不热闹”。所以，从

语法、逻辑角度看，这几个句子都有语病。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句子不

仅没有因为语言学家的批评而消失，反而整个社会似乎都已经认可了它们，

所以也就成为合乎语法规范的句子了。由此可见，语法规范也是会发生变

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法规范，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语法规范。

二、特定场景允许的句子不是病句，反之是病句

场景包括会话时的具体环境、场所、交流工具、会话人及其社会角色、

临时角色等因素。特定场景需要特定语言，特定语言仅仅适合于特定场

景。如杜甫《月夜忆舍弟》一诗：

（３）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独立地阅读诗中第二联，谁都知道“露”不会偏偏到了“今夜”才更

“白”，“月”更不会特意照顾诗人的“故乡”而分外明亮。老舍先生评论说，

这是诗人见景生情，因怀念故乡而把这个特点加给了月亮。“月是故乡

明”是主观情感，诗人不直接说出思乡之苦，而说故乡月色更明，更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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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爱。若不仔细揣摩诗人的感情，不考虑全诗的语境，而专抠字面儿，

这句诗便有些不通了。

另外，开头所举“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其实也是一个场景允

许的句子。试想，假若小说中的焦大此时此刻头脑清醒、心平气和，曹雪

芹还会让他笔下的这个人物说出这个逻辑混乱的病句吗？

三、特定篇章语境允许的句子不是病句，反之是病句

（４）一个被称为“钢牙”的法国人，迄今已吃掉了１０辆自行

车、７台电视机和数不清的刀片、玻璃瓶……“钢牙”已被列入吉

尼斯世界大全。（《新民晚报》）

如果孤立地抽出“一个人吃掉了１０辆自行车”，作为孤立句它不合用，但

放在上面这个语境句里，就成为合用的了，而且具有很强的表达效果。

再如：

（５）什么响动也没有，只有天上的星伴着自己的心跳。（老

舍《骆驼祥子》）

（６）不大一会儿，什么也听不见了，只从街上传来一两声狗

叫。（管桦《小英雄雨来》）

以上两个例句单从字义上看，都违反了逻辑的要求。但这些具有强

烈感情色彩的语句，非但没有给人丝毫“前言不搭后语”之感，反而会使人

被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强烈情感所震撼，给人以深刻印象。

四、具有特定修辞功能的句子不是病句

有许多句子，抛开修辞，只从语法角度看，确是病句。但从修辞角度

看，正是由于合理“违法”，句子不但无病，而且是妙句。例如：

（７）平常我只喝甜酒，既然你们都喝茅台，我也来茅台一下吧。

（８）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鲁迅《记念刘和

珍君》）

（９）潘 月 亭：顾八奶奶是天下最多情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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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八奶奶：（很自负地）所以我顶悲剧，顶热烈，顶没有

办法。（曹禺《日出》）

对于以上例句，如果只用语法标准去衡量，定会把它们当成病句，因

为都不合语法规则。但这些句子不但不是病句，而且是因特定需要使用

修辞手法创造的妙语佳句。例（７）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的词类活用，例（８）

是词语移用类修辞句，例（９）是转类修辞句。

表面看，语法病句经常表现为句子成分搭配不当、成分残缺、词性误

用等等，然而，追求特定艺术效果的语言与语法病句在结构形式上也具有

相似性。艺术语言的创造，主要遵循情感表达需要的规律，经过情感的贯

串而形成了情感的表达形式，其实质并不在于特殊的结构形式，而在于它

所负载的强烈的情感和深厚的美感信息。相比之下，真正的或者纯粹的

语法病句不能也不可能创造任何美感，往往是言语使用者缺乏对语言的

驾驭能力而导致的言语混乱，导致句子成分之间的搭配违背了逻辑事理

和语法规则，使语句丧失了应有的表意功能。

判断一个句子是否是病句，关键在于出现的语言环境属于哪种类型，

即属于规范的正常的交际语境，还是特定的、变异的交际语境。简言之，

艺术语言与语法病句在形式结构上的相似性仅仅是表象。对于语法病

句，我们要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它，才能发现其中的谬误；对于语境病句，

我们要从社会环境、时代特点以及语体、上下文、前后句乃至前后左右的

词语的特点出发去判断某个词语、句子是否得体合用、是否与语境保持天

然一致；对于艺术语言的佳句妙语，我们要用心灵去解读，并用审美的情

感去观照它。

资 料 链 接

实词使用不当

１．名词误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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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每次查房、会诊之后，李大夫总是耐心地指导她怎样把病历写得完

整、清晰、条理，告诉她怎样诊断疑难疾病，怎样护理特殊病人。

（２）她逐渐对人生失去了希望，生活渐渐变得灰色了。

例（１）错把名词“条理”用为形容词，应将“条理”改为“有条理”。例（２）误将名词

“灰色”用为形容词作“得”字的补语，应将“灰色”改为“灰暗”或将“得”换为“成”或

“为”，使之接受名词宾语。

２．动词误用。如：

（３）那是一个多么感动的情景啊！

（４）“思维”这个词，可以分广义和狭义两种使用。

例（３）错用动词“感动”为形容词，“感动”应改为“感人”或“令人感动”。例（４）错

用动词“使用”为名词，应将“使用”改为“用法”或“使用方法”。

３．形容词误用。如：

（５）他的简简单单的两句话顿时增加了我们一种无可名状的沉重。

（６）她并不害怕嘲讽，但她怯懦人言杀人。

例（５）错把形容词“沉重”用为名词作宾语，应改“沉重”为“沉重感”；例（６）里的

“怯懦”是形容词，不能带宾语，宜将“怯懦”改为“害怕”。

虚词使用不当

１．介词使用不当。如：

（７）“谷神星”这个名词，可能对我们不太熟悉。

（８）这不仅是对于我们的信任和鼓舞，也是对于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例（７）中的“对”弄错了对象，应当是“我们对谷神星这个名词可能不太熟悉”；例

（８）应将“对于”都改为“对”。

２．助词使用不当。如：

（９）他是我们乡第一个上名牌的大学的学生。

（１０）他写啊写啊，写的手都发酸了。

例（９）中“的”过多，“名牌”后的“的”可以删去；例（１０）里的“的”应改为“得”。

３．连词使用不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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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这本书初版已重印了好几次，因此最近又经过修订再版。

（１２）尽管天气如此变化多端，天池是一片沉静，渺渺湖水，却清澈如镜。

例（１１）应把“因此”删去，例（１２）应把“却”放在“天池”后。

成 分 残 缺

句子成分可以省略，省略总是明确的，而且可以把省去的词语补出来。但是必

要的成分不能欠缺，否则句子结构不完整。

１．缺主语。如：

（１３）从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将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在新中国的摇篮里，

也能够产生“人类智慧的挑战者”。

（１４）她的发言，不时地被关欣打断，并把她轰出门外。

造成主语短缺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滥用介词，如例（１３）本来是有主语的，主语应该是“他们的成长和工作”，现

在被加上了介词“从”，就使它失去了作主语的资格，因而造成句子主语残缺的毛病，

所以删去介词“从”就行了。

二是在复句中随便转换句式，并且滥用省略，例（１４）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是复

句，第一个分句是被动句，后面的分句却转用主动句式，主语又随便被省略了，结果

造成后面的分句主语残缺的毛病。后一分句可改为“最后她被轰出门外”。

２．缺宾语。如：

（１５）这些名贵的树种，多具有木质坚硬、致密，结构均匀、纹理交错，切

面光滑油润，干燥后不翘不裂，有特殊香味，不为虫蛀，是造船、雕刻、弯曲

构件和高档家具的上等用材。

（１６）用在医药上的高分子材料大致可以分为机体外使用与机体内使用。

这两句都犯了宾语中心词残缺的毛病。例（１５）动词“具有”后面要求带一个名

词性宾语，现在它后面所跟的“木质坚硬、致密，结构均匀、纹理交错，切面光滑油润，

干燥后不翘不裂，有特殊香味，不为虫蛀”是个动词性成分，不合“具有”的要求。应

在“不为虫蛀”后加“等优点”。例（１６）里动词“分为”后面也要求带名词性宾语，现在

它后面所跟的“机体外使用与机体内使用”是个动词性成分，也不合要求。应在句末

加上“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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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配 不 当

１．主谓搭配不当。

主语是陈述的对象，谓语是对主语加以陈述。组织句子要注意主语和谓语的配

合，使谓语对主语的陈述尽量做到准确、恰当。如果不注意主语和谓语的配合，就会

犯主谓搭配不当的毛病。例如：

（１７）当年周恩来总理在这里所作的数小时的报告，仍在这里回响。

（１８）张学思同志离开我们八年多了，他那崇高的革命品质，经常浮现

在我们的脑海中。

例（１７）主语是“当年周恩来总理在这里所作的数小时的报告”，谓语是“仍在这

里回响”，报告怎么能回响呢？例（１８）主语“他那崇高的革命品质”跟谓语“经常浮现

在我们的脑海中”不能搭配，如果要保留原主语，谓语可改成“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如果要保留谓语，主语宜改为“他那高大的形象”。

２．动宾搭配不当。

动宾搭配不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意义上不能搭配。如：

（１９）有老船长掌舵，我们一定能冲过暗礁险滩，取得航行的胜利。

（２０）当务之急是要采取各种办法培养和提高中小学的师资水平。

例（１９）里“暗礁险滩”，航船只能“绕过”去，“冲”是冲不过去的。应将“冲”改为

“绕”。例（２０）里的“培养和提高师资水平”在语义搭配上有毛病。可以说“提高师资

水平”，不能说“培养师资水平”。从整个句子看，宜将“培养和”三字删去，在“提高”

前加“努力”。这个病例告诉我们，当谓语或宾语是联合词组时，更要注意相关成分

之间的搭配关系。

另一种情况是语法上不能搭配。如：

（２１）黄教授带着怎样防治棉铃虫，怎样提高棉花产量，深入棉区进行

调查研究。

（２２）这些问题难道还不值得领导的重视吗？

例（２１）“带着”后面只能跟名词性宾语，而“怎样防治棉铃虫，怎样提高棉花产

量”是个动词性词组，显然不合要求。在“……产量”后面加上“的问题”三个字，转化

成名词性词组就行了。例（２２）则相反，“值得”后面要求带动词性宾语（或由动词性

词语作谓语的主谓词组充任的宾语），而“领导的重视”是名词性词组，不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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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重视”里的“的”去掉，变为主谓词组，句子就通了。

３．定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

定语是修饰中心语的，在组织句子时，不注意定语和中心语的配合，会使文句语

义不通。如：

（２３）金色的秋风送来了粮食增产的喜讯。

秋天是稻米等收获的季节，所以人们常常用“金色”来形容秋天。但是秋风是不

会呈现颜色的，所以不能用“金色”来形容。改法有二：如要保留“金色”，可改为“金

色的秋天传来了粮食增产的喜讯”；如要保留“秋风”，可改为“十月的秋风送来了粮

食增产的喜讯”。

４．状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如：

（２４）让我们在通向现代化、信息化的航道上阔步前进！

“在通向现代化、信息化的航道上”是个介词结构，作状语，修饰“阔步前进”。

“航道”是指水上或空中的通道，在“航道”上是没法“阔步前进”的。如要保留“阔步

前进”，应将“航道”改为“道路”；如要保留“航道”，则将“阔步前进”改为“奋勇前进”

或“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再如：

（２５）考古专家和史学工作者对两千多年前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新出

土的文物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文物”是两千多年前的，但不是在两千多年前出土的。“两千多年前”这个修饰

语应是“文物”的定语，不应放在动词前面作状语。

结 构 混 乱

１．语序不当。

（一）成分语序不当。

多项定语的正确次序一般可按以下次序排列：

领属性或时间、处所定语—指代或数量词语—动词或动词短语—形容词或形容

词短语—名词或名词短语。

另外，带“的”的定语放在不带“的”的定语之前。如：

（２６）不正确语序：一位优秀的有２０年教学经验的国家队的篮球女

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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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语序：国家队的一位有２０年教学经验的优秀的篮球女教练。

多项状语大致可以按照以下次序排列：

目的或原因介词短语—时间或处所词语—语气（副词）或对象（介宾短语）词

语—情态或程序词语。

另外，表示对象的介宾短语一般紧挨在中心语前。如：

（２７）不正确语序：在休息室里许多老师昨天都同他热情地交谈。

正常语序：许多老师昨天在休息室里都热情地同他交谈。

（二）词序不当。如：

（２８）不正确的词序：思想和语言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正确的词序：思想和语言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２．格式杂糅。

一句话说到半截，又变成另一种说法，就会造成两种说法或两个句子的杂

糅。如：

（２９）我校同学１９９１年的人情消费比１９８８年的平均花费相比，增加了

近一倍。

句中“比……相比”是两种格式，一种是“同……相比”，一种是“比……增加”，可

选用其中一种格式。

不 合 逻 辑

１．更换概念。如：

（３０）在会上，大家都谈了自己对学校的看法，看来，大家的希望不

一致。

句子前边用了“看法”后边换成了“希望”，“希望”包含在“看法”当中，应当把“希

望”改为“看法”。

２．前后矛盾。如：

（３１）我断定他大概会考上大学。

句中“断定”与“大概”矛盾。

３．判断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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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是对客观事物进行断定，如果断定不了，判断就不成立，这个判断就不起作

用。如：

（３２）青年人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

（３３）红壤是我国亚热带植物的主要产区。

例（３２）的“青年人”不是“时期”，二者不能组成一个判断。“青年人”可改为“青

年”，最好改为“青年时期”。例（３３）的“红壤”是一种土壤，不是“产区”，“红壤”要改

为“红壤区”。

４．多次否定引起混乱。如：

（３４）尘土太厚，这又怎能不让卫生检查团的人不皱眉头呢？

句中“尘土太厚”，卫生检查团的人理应“皱眉头”，所以句中两个“不”应删去

一个。

５．概念并列混乱。如：

（３５）市场经济的大好形势鼓舞着画家和文艺工作者为人民创作更多

更好的作品。

（３６）他的书箱里装满了书，有文艺书、历史书、政治书、画片、杂志等。

例（３５）里“文艺工作者”为大概念，不能与小概念“画家”并列。例（３６）里“文艺

书”为上位概念，不能与后面的“杂志”、“画片”等下位概念并列。

６．包含正反两方面意义的词语搭配不当。

“好坏”、“高低”、“是否”、“多少”等词兼有正反两方面的意思，它们只能和含有

正反两方面意义的其他词语搭配，如果只顾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就会造成判

断不当的错误。如：

（３７）能否做好教学工作，决定于老师有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的

思想。

句子前面的“能否”为两个方面，后面“有”只一个方面，不搭配。

７．条件关系用错，条件结果关系颠倒。

在复合判断中，有充分条件判断、必要条件判断、充分必要条件判断、相容的和

不相容的判断。这些判断要恰当运用，否则就会产生错误。如：

（３８）只要刻苦努力学习，就能取得好成绩。

（３９）只有提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实行责任制。

例（３８）里，“刻苦努力学习”只是“取得好成绩”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条件关

系用错。例（３９）是条件和结果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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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强加因果关系。

一件事的产生，总是有它的前因后果。如果把没有因果关系的事情说成有因果

关系，那就是强加的。如：

（４０）我厂今年重视了产品数量，所以产品质量下降了。

（４１）在前一阶段外语学习中，由于我重视了读、写练习，因而忽视了

听、说能力的训练。

例（４０）里产品质量下降的原因并不一定是“重视了产品数量”，二者没有必然的

因果关系。例（４１）里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歧 义 多 解

歧义就是一句话可有两种以上不同的理解。歧义一般是由下面几种情况引

起的。

１．多义词引起歧义。一个句子里有某个词是多义的，这个句子可能成为多义

句。如：

（４２）躺在床上没多久，他就想起来了。

句子里的“想”可指“回忆”，也可指“打算、希望”。这个句子可以有“他就想起一

件事来”、“他就想起床了”两种理解。

２．多音词引起歧义。句子中某个词是多音的，那么在书面表达时就可能有歧

义；口头表达则不一定出现歧义。如：

（４３）这人头发长得有点怪。

句子里的“长”读“犮犺á狀犵”，指长度大；也可读“狕犺ǎ狀犵”，是“生长”的意思。书面有

歧义，可以分化为“这个人头发长长的，有点怪”、“这个人头发生长得有点怪”。

３．同音词引起歧义。汉语中有许多同音词，这种同音现象使一些句子在口头表

述时可能产生歧义；书面表达上则没歧义。如：

（４４）尼古丁是致癌物质。

（４５）尼古丁治癌物质。

“致、治”都读“狕犺ì”，听起来有不同理解，口头表达有歧义。在口头表达中可以分

化为“尼古丁是导致癌症的物质”、“尼古丁是治疗癌症的物质”。再如：

（４６）产品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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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产品全不合格。

“部、不”都读“犫ù”，听起来意思正好相反。在口头表达中可以分化为“产品都合

格”、“产品都不合格”。

４．结构划分不同形成歧义。同一个短语或同一句话，在语法结构上划分不同就

会产生歧义。如：

（４８）我要炒肉丝。

“炒肉丝”，可理解为动宾结构“炒肉丝”，也可理解为菜名，是一个名词。可以分

化为“我要炒一盘肉丝”、“我要一盘炒肉丝”。再如：

（４９）咬死了猎人的狗。

这个短语可理解为动宾结构“咬死了（猎人的狗）”，也可理解为偏正结构“（咬死

了猎人）的狗”。可以分别改成下列两个单义短语：

（５０）老虎咬死了猎人的狗。

（５１）那只咬死了猎人的狗。

５．语义不明引起歧义。说话中某些词或短语语义不明确，也会引起歧义。如：

（５２）北京图书馆收藏着著名学者章太炎的书
獉獉獉獉獉

。

加点短语可指章太炎所著的书，也可指章太炎所收藏的书。可以分化为如下两

个句子：

（５３）北京图书馆收藏着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著作。

（５４）北京图书馆收藏着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藏书。

６．指代不明出现歧义。如：

（５５）孩子们喜欢离休干部李爷爷，一来到这里就有说有笑，十分高兴。

“有说有笑，十分高兴”可指孩子们，也可指李爷爷。可以分化为如下两个句子：

（５６）孩子们喜欢离休干部李爷爷，一来到这里，他们就有说有笑，十分

高兴。

（５７）孩子们喜欢离休干部李爷爷，一来到这里，他就有说有笑，十分

高兴。

又如：

（５８）我看见张原扶着一位老人走下车来，手里提着一个黑色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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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着黑色提包”的可指“张原”，也可指“老人”。可以分化为如下两个句子：

（５９）我看见张原一手扶着一位老人走下车来，一手提着一个黑色

提包。

（６０）看见张原扶着一位老人走下车来，老人手里提着一个黑色提包。

阅读与探讨

１．阅读《病句与佳句》，与同学一起讨论真假病句的界限，并举例说说你注意到

的在遵循语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语言创新。

２．阅读《实词使用不当》至《歧义多解》，检查对照自己的写作中有无类似的病

句，并尝试进行修改。

积累与应用

１．修改下列各病句，并说明病句的类型。

（１）《史记》就是这样运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原则，形象地对我国三千多年

的历史进行总结。

（２）《女神》的出现，像一阵狂飙卷起了一代新的诗风，开拓了新诗的领域，为新

诗运动奠定了显著的实绩。

（３）应聘的外国专家的正式工资一般应高于或维持试用期工资而不低于试用期

工资。

（４）在发射人造卫星时，用于克服空气阻力所需要的燃料要比克服地球引力所

需要的燃料多几十倍。

（５）从第一回合枪击至此，总共不到１５秒钟，人质中竟无一人受伤———这原本

是可能发生的事。

（６）如何防备展览会以及珠宝店的贵重物品免遭盗窃，是西方国家深感头痛

的事。

２．联系自己作业和作文表达中存在的语病情况，反思修改病句的经历，探讨如

何利用语法规则来发现和修改病句。先梳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归纳常见病句

的类型，然后进一步讨论同类型病句的不同表现。在讨论有一定共识的前提下，全

班合作，依据现有的积累，如做过的修改病句练习，老师对学生习作中病句的修改，



语
言
规
范
与
创
新

５８　　　

学习修改病句的笔记等，查找资料，整理病句的不同类型及表现形式，列出纲目。小

组分工，从报刊及网络文本中搜集、整理、归纳典型病句，讨论修改方法，然后整合研

究成果，集体完成一份《报刊及网络文本常见语病类型、表现形式及修改方法例说》，

请老师审定后上传到公共空间共享，并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随时记录点滴发现，不

断补充研究成果，维护更新。

３．试分析判断下面的句子属于病句还是语言创新。

（１）文字记者眼耳倾注四方，手不停地做笔记。

（２）陈寅恪的长篇著述多以“稿”名之，便与陈寅恪觉得还可以再修订有关。

（３）这种回顾因生命快将结束的紧迫感，与经历了三个朝代的变迁而益显其价

值的学术理想和学术精神的弘扬，而变得分外重要。

（４）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是令人费解和难以相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