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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据报道，近日查阅最新版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可以发现，原来读书时语文老师反复强调的正确
读音现在已经成为错误读音。而很多大家经常读错的字，已经在字典中修订成为规范读音。比如说（shuō）
客、铁骑（qí）、给（gěi）予等，类似的修改并不少见。不仅读音在改变，还有一些词义也“将错就错”地进行了
修改。比如“空穴来风”，原本是有理有据的意思，指“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如今则更多地被当作
“毫无依据”使用。被语文老师纠正过多次、今年第三届诗词大会上还出现过的考题“七月流火”，硬是从“天气
转凉”变成了“天气炎热”，在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七月流火”增添了“也可指天气炎热”的释义。对此，
有记者采访了几名语言学专家。专家表示，根据大众的语言习惯修改读音并不少见，不过修改必须慎重。

对于这些汉字读音及词义修正的问题，你怎么看？

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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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读音说变就变，妥吗？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
产，是缔造民族的第二大力量，对于文明的传承和发
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古人讲话的声音不可能保留到
今天，但汉字本身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语音和词义的
信息。

汉字的读音和词义不是车子，开旧了可以再换
一辆。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的读音和意义
都是有血有肉的精灵。我认为汉字应该尽量发挥它
表意的功能，汉字除了读音还有意义，改掉汉字的读
音和意义，就等于阉割破坏了这个字。所以对汉字
读音和词义的修改，实际上是为了迎合大众而忽略
了文字表意的根本，是破坏了汉字具有的特定文化，
更是对既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否定。

□上三高速嵊州管理所郑平伟

字词的发音及意思不断修改，我觉得不是一个
好的现象。对于我这种曾经努力学习汉语的人而
言，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才慢慢矫正了原本被视为
错误的发音，养成了所谓正确发音的习惯。在我的
认知中，这个字词就应该是这样念、这样被表达，而
这一习惯，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潜在文化。现在汉
字发音频频被修改，直接冲击着我原本的认知，让习
惯运用这些字词的我手足无措，甚至还会主动矫正
别人口中自己原本的认知语言，即便是通过一定的
时间进行再纠正，仍然容易出现混淆。当然，更令人
揪心的莫过于这些语言文字在未来的日子里会不会
再次被修改。频繁的变动让我产生怀疑：我们曾经
学习的汉字正音还有什么意义呢？

□金丽温高速张南豪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而非盲目抵触B
随着时代的发展，最新版的字典、词典等工具

书，根据大众的语言习惯修改读音，以及词义的修
正，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但同样会有认知上存在偏差
的问题，难以同步。

打个比方吧，我们学生时代所学的有些词汇读
音、词义，和现在最新版的有所不同，或许更多的只
是补充和完善，但在理解上有所不同。然而，有些习
惯往往是难以改变的，我们或许还会“一直坚持”按
原来的读音和词义理解，和现在学生的理解就有了
偏差。但有一点我们要相信，改变肯定是发展的结
果，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现象，而不是盲目
抵触或反对。

□衢州电信公司 吕平

从内心来讲，我还是不太习惯。当然，我知道这
些汉字读音及词义修正一定有着现实作用。社会在
进步，习惯成自然，大众的语言习惯对文字发展的影
响力势不可当。比如曾属于一字多音的“美丽”与“高
丽”，“呼天抢地”和“抢险救灾”等那些词汇里都含有

“相同字”，可其“意”却不尽然；一些具有特指，或有着
特定意义的词汇，如“缘分”，被许多人用成“缘份”，现
在似乎也没错吧。其释义原是指佛教的一个宗教概
念，发展至今有着大家都懂的含义。毕竟语言文字有
规范标准，被收录在由专业权威部门认可的最新字
典、辞书等工具书里的“汉字”已经过读音及词义修
正，我们终将“入乡随俗”，以顺应大众的语言习惯。

□充满阳光

汉语拼音
是怎么来的？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
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
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
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
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
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
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都建立在一定
识字量的基础上，用起来都不方便。

17 世纪初叶，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学习汉
字，开始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1626年，法国耶稣会
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
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以官话读书音位
标准设计，适用于拼写北京语音。但该方案只是在
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9 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
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主要用来拼写汉语的
广东方言，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
教会罗马字。这些教会罗马字对传教士学习所在
地区方言进而传播教义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
由于当时官方对教会的抵触和各地方言的巨大差
异，使得这种语言工具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普及。

1867 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出版了北京语
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
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
叫做“威妥玛式”。原作为某些外国驻华使馆人员
学习汉文的注音工具，后来扩大用途，成为在英文
中音译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的一种主要拼
法，一直沿用到上世纪 70 年代。“威妥玛式”用许多
附加符号区分发音，由于附加符号经常脱落，造成
大量音节混乱，即使是中国人自己采用“威妥玛式”
为自己拼写，也常常会出现不同的拼写结果。

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
切音字运动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
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
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
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
音字运动”。这场“切音字运动”延续了近 20年。

辛亥革命后，“切音字运动”继续开展，1913 年
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
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三个
多月。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 6500 个汉字的读音，
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
一套注音字母，共 39 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
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
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
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

1949 年 10 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一经成
立，便立即着手进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从此时
起到 1958 年方案正式公布，其间围绕方案的功用、
方案制定的原则及其一些细节问题展开过一系列
的讨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方案的
制定进程，多次了解进展情况并及时作出指示。
1955 年 10 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
会”，经过一年的工作，于 1957 年 10 月提出《修正草
案》，11 月 1 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60 次会议作为
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审议，1958 年 2 月 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1958 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
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本报综合

这是对既有传统汉语文化积淀的否定A

我对未来语言多样性感到一丝担忧C
什么？铁骑（qí）？小时候老师不是说“骑”作动

词念 qí，作名词念 jì吗？而现在，查阅最新版的现代
汉语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发现很多多音字只有一个
读音了，以前大家经常读错的字，已经在字典中修订
成为规范读音了。十几年来养成的正确读法现在成
了错误读法，真是让人匪夷所思，让人难以接受。

“一骑红尘妃子笑”“远上寒山石径斜”这类经典古
诗也一下子变味了。突然觉得以后也不敢走“校场
路”了，因为太多人把“校”念成 xiào，怕是离修改不
远了。

时代在改变，文明在进步。但是文明的进步并
不是趋于简单化的，而是趋于多样性的。我们的汉
语也需要多样性。对一些汉字读音修订没有意义，
更像是无病呻吟。对此，我对未来我们的语言多样
性感到一丝担忧。

□桐乡市港航管理处崇福所 张国春

近些年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说“给（gěi）
予”，我顺口纠正了一句：“是给（jǐ）予。”却不料，在我

理所当然纠正别人发音的时候，我却被官方给“纠正”
了，错愕之余，也是啼笑皆非。其实文字发音的变化
或者词义的演变古已有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
是这个变化的过程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长达
数百年之久。这种漫长的演变才给了中华文字以一
种神秘莫测又理所应当的魅力。我希望官方字典的
编撰者们能分辨一下一个字的读音或含义究竟是大
众的“语言习惯”，还是大众普遍易犯的“语言错误”而
已，以保持我们中华语言传承的严肃性。

□桐乡市港航管理处 杨晓霞

我的观点是可以修改，但必须严肃。有些汉字
的读音“从众”“从俗”，是语言发展流传的必然，个
别字统读或减少异读音很有必要，简单、易懂，容易
记忆、相对稳定并且易于交流，是汉语随着时代发展
的必然要求。但频繁修改，短期内改来改去，不够严
肃。因为语言和文字除了交流的作用外，更重要的
是其文化传承的功能，不能因小失大。

□嘉兴市交通质监站黄颜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