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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字词改拼音”旧闻引热议
专家：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传统文化，是好事

本报记者 笪伟

近日，一篇《注意！这些字词
的拼音被改了！》登上热搜，关于汉
字规范读音的话题又一次走进公众
视野。

文章中，有可能被修改读音的字
词名单里赫然出现了很多我们中国
人耳熟能详的古诗词。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
毛衰”中“衰”的读音从原本的cuī
改成了shuāi。

“远上寒山石径斜（xié），白云
生处有人家。”中“斜”的读音从原本
的xiá改成了xié。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
枝来。”中“骑”的读音从原本的jì改
成了qí。

其他那些经常被人读错的字词
同样“惨遭毒手”：

“确凿”的“凿”原本读“zuò”，被
改成了“záo”。

“说服”的“说”原本读“shuì”，
被改成了“shuō”。

……
网友纷纷表示郁闷，自己那些年

被老师反复纠正之后终于念对的读
音，真要变成错的了吗？

《普 通 话 异 读 词 审 音
表》（1985年） 和《现代
汉语》。

不过，虽然语言发
音 会 随 着 社 会 发 展 变
化，但会不会变得太快、
变化太大呢？

比如“石径斜”“一
骑”“鬓毛衰”等，如果真
的修改了，可就把古诗
的 押 韵 和 平 仄 都 搞 没
了，尤其是现在强调经
典诵读，如果只是注重

“读”得标准，又如何体
现汉语“吟诵”的意味？
我们都知道，古诗的早
期创作依靠的是口口相
传，“音律和谐、悦耳动

听、朗朗上口”是古诗文
得以传诵至今的主要特
点 。 而 语 音 的 约 定 俗
成，至少要经过百年千
年的时间，今天改，明天
改，这是俗成吗？而且
我们今天能够理解古代
的作品，不是依据汉语
的读音，而是字形和意
义，仅仅为了读音的标
准化，改变体现古诗文
音韵之美的这些字的读
音，让我们的后代从此

“眼中有标准、耳中无动
听”，又有什么意义呢？

罗芙蓉提议：是否
可以不删去古音，在字
典上用“曾读”的形式，

并 结 合 古 诗 文 中 的 例
句，这样，孩子在掌握标
准音的基础上可以学到
更多的知识，也有利于
传统文化的整体传承。
还有一些读音存在标准
音和方言音的不同，如
果舍弃了方言音，有些
地域文化的特点就表现
不出来，比如上海的“滑
稽戏”，用标准音来表
演，就不“滑稽”了；所
以，为了迁就某些错误
读法，就取消“正音”，这
让人也难以接受，是否
可以在“标准音”之外，
用“也读”或者“方言”的
形式来标注。

1

资深文化评论人韩
浩月评价，读音不必改
来改去，有的字读音若
有过两次以上的更改，
会让人无所适从。实际
上，字音演变从古至今
一直是常态化的，这一
历史进程所遵循的主要
是字音从俗原则。正如
语言学家索绪尔说的，
语言的声音和意义的联
系并非本质的和必然
的，而是由社会成员共
同约定而成的。所以，
对于约定俗成的读音，
不必再改，哪怕改后更
符合古音古意，也要尊
重现在的读法，言为人
所用，事物都可变化。

镇江市朗诵艺术协
会会长郁金红对记者
说，就朗诵方面而言，
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中小
学生抓起。郁金红说，
从协会举办的一些活动
中，不难发现很多孩子
语言表达和语音发音都
存在着问题。作为市政
协委员，她今年提交了
这样一份政协提案——

《如何提高中小学语文
老 师 的 语 言 表 达 能
力》。郁金红说，通过

这几年的诵读比赛和公
益课堂，很多参赛选手
对中华古诗词朗诵的表
现力不够，且形式大于
内容，见字发声的情况
较多。所以，朗诵艺术
性的表达还是要从娃娃
抓起，语文老师的朗诵
水平提高了，才能教授
孩子比较正确的朗诵方
法。

著名学者王川先生
认为，“改拼音”的事
情，引起这么多人的关
注，是好事，人们关注
字词读音的修改，正是
因为存有一份对传统文
化的呵护之心。说明人
们物质生活满足之后，
就会寻求精神层面上的
一种归属感，一种认同
感。传统文化正是具备
了这种潜力，它越嚼越
有味道，如陈醋老酒，
韵味绵长。

王川先生说，诗词
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更
承载着文化与心灵的密
码。中国传统诗歌对字
词读音相当讲究，既要
押韵，更讲平仄，这是
中国传统诗歌之所以有
独特魅力的重要原因。

即便读音已经发生了巨
大变化，我们仍能从这
些音调韵脚中，领略唐
诗宋词的曼妙音符。而
那些处于诗句关键位置
的“诗眼”，更保留下
日常语言中已经不常见
的读音，让人从中感悟
音韵之美、语言之美，
于反复诵读中感受历史
的厚重，找到一脉相承
的源头。

进而言之，人们希
望留存这些“诗眼”，
其实也是想为传统文化
在汉语发音中留存一些

“气眼”，让日常交流的
语言，至少在诗歌中能
够多一份诗情。我们不
可能要求语言一成不
变，相反，更有效率、
更为实用、更能容纳当
下生活的语言文字，本
身就是发展的大势所
趋。但也应看到，在变
动中，我们仍然需要找
到接续传统的空间。

众人关注改音新闻，呵护之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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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生是一名二年级

孩子的家长，他对记者说：
“孩子上小学不久，已经根
据教学要求，背了二十多
首古诗词。我自己幼时念
书 时 背 过 的 一 首《敕 勒
歌》，敕勒川，阴山下。天
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

‘野’字，读音已经从‘雅’
音改成如今的‘野’音。”许
先生说，就怕今天改个读
音，明天改个成语，后天改
个典故，把文字读音搞乱
了。不仅孩子读得稀里糊
涂，家长辅导功课时，也是
无所适从。

书法爱好者钱先生
说，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
曹植前期的代表作品《白
马篇》中，“白马饰金羁，连
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

幽并游侠儿。”的“儿”字，
读作“泥”（音），就像吴人
把“儿子”喊为“泥子”，如
果偏要读成“儿”音，那就
失去诗歌的韵律和意境
了。

“作为一名一线的语
文老师，对这样的新闻也
是特别关注的。其实，随
着社会的发展，汉字语音
的变化一直存在，我们在
实际教学中也会紧跟变
化，及时调整。”江苏大
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罗芙
蓉向记者介绍，“一般来
说，目前在中小学语音教
学方面有三个标准，其中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是国家的规范标准；其次
是 《现代汉语词典》，这
是权威的学术规范；另外

就是教材，是使用领域的
规范。”

罗芙蓉说，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
两 次 普 通 话 审 音 工 作 。
1956历经 8年编成了《普
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
及“续编”“三编”，于
1963年合并为《普通话异
读词审音总表初稿》，奠
定了普通话语音规范的基
础；1982年开展了第二次
普通话审音工作，以《总
表初稿》为基础，形成了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于 1985 年发布，是普通
话语音的现行国家标准，
是普通话推广普及的基础
依据。所以，在新的国家
标准还未发布之前，中小
学教材中语音的依据是

破坏诗歌韵律意境，得不偿失

“我觉得这是一个旧
闻，个别字词拼音的变化
早就在教材里边体现了，
还有《现代汉语词典》里面
也早就有了，现在把它翻
出来，大家觉得有点奇怪
吧。”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
研究所教授王晖介绍。

王晖说，上述网文中
提及的改拼音字词，部分
早已在教材中有所体现，
比如“一骑红尘妃子笑”的

“骑”，而其他则来源于来
自国家语委 2016年 6月 6
日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
审音表（修订稿）>征求意
见稿》。根据教育部官网
消息，该修订稿有望在今
年问世。

“影响语音变化的因
素很多，‘约定俗成’是最
重要社会影响因素。”王晖
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语
音一直在变，大家应用正

确的发展观来看待语言的
这种变化。

记者联系了教育部语
用司的工作人员，他告诉
记者：“国家标准管理委员
会的工作正在进行，此事
还在讨论。”从这个角度而
言，所涉字词读音是否确
定更改，尚有变数。不过，
这些年，有关改字音的冷
饭一炒即热，屡试不爽，倒
是个有趣现象。

所涉字词是否更改，尚有变数

《回乡偶书》诗配画

《《回乡偶书回乡偶书》》诗配画诗配画

孩子们在认真读课文孩子们在认真读课文

终于有效地管到人了
□ 华 翔

24日，一则新闻来自山西运城。该市一
小区打出了打造无狗社区的旗号，向购房者
提出特殊要求——承诺不养狗才能买房。
人狗大战，本就是当今社会突出的一大特色
矛盾，这下炸了，“闻狗色变”的厌狗族与宠
狗无限的爱狗族直接在网上又一次杠上
了。舆论场也颇为关注，北京青年报、澎湃
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等主流媒体也纷纷
刊发新闻，并发表评论，论述一二。

网友开杠，更多是第一时间的情绪宣
泄，譬如“难道养狗的就比不养狗的地位低
一等？而且我们正经赚来的钱凭什么不能
买新房？”“文明养犬是所有饲主的义务，不
歧视消费者也同样是商家的责任。”“真好的
开发商，文明城市不允许你来污染环境。”媒
体评论，当然要带着理性的思考，也兼而回
答了网友的发问。譬如新京报的两篇评论
观点鲜明且对立，一篇名《无狗社区，是在用
市场方式削减养狗冲突》，另一篇是《“无狗
社区”说起来痛快，但并不靠谱》；北京青年
报的评论则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

《“无狗社区”的命运不妨由市场决定》。但
看遍能看到的网友发言和媒体评论，却始终
没有挠到笔者看这则新闻时的兴奋点，于
是，想侃一侃。

其实，这则新闻真正的价值在于——终
于有效地管到人了，尽管这实施方并不是社
区治理或社会管理的公共部门。

应该说，随着社会形态的进一步演变，
现在的中国城市社区，养狗率之高已然超出
许多人意料。爱狗族与厌狗族已经很难说
谁才是少数群体。于是，人狗矛盾现在越来
越凸现，甚至可以说是激烈。也所以，近年
来，各地纷纷颁布越来越严厉的养狗条例，
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文明养犬整治行动，相应
的政策措施也推出不少。但实话说，成效不
彰。有关法律规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不文明和不规范养狗行为也难以被有效约
束。这其中有种种原因，譬如养狗没有门槛
且实际登记率低，区域内没有明确的数量掌
握，执法阻力大、危险程度高和执法取证难
等，但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或许有关管理部门
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就是，虽然人狗矛盾
的本源还是在于人，在于某些人的不文明养
狗行为，但政策制订也好，行动整治也罢，其
工作的着力点却还是放在了跟狗较劲上。
譬如养狗条例，在犬种限缩上下了大功夫；
整治行动，重点放在了狗的收容甚至是灭
杀。但人呢？那些不遵条例、不文明养狗的
人呢？条例上或有罚款规定，一则，五千一
万的金额并不足以震慑，二来，对人的处理
也是随意性极大——往往是“人家的狗都被
收走了，罚就算了吧”。既然都知道事情的
本质在人，你种种措施却无法有效地管到
人，自然这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就遥遥无期
了！

运城的这小区则不然。人家不跟狗“废
话”，只与人提要求——养狗就别来，来则不
养狗。不仅买房前先说明，还写入合同条
款。法律专家的解读可是：条款虽有争议，
但合法有效。倘若业主违规养狗，可能被开
发商追究违约责任；开发商无权处理小狗，
却有权向业主索赔。这样的规定当是一个
有效震慑，有心养狗的人在买房前不得不三
思。

运城小区的做法，貌似简单粗暴，却也
干脆明了。毕竟人家只是一家房地产开发
商，只是在做市场细分的营销策略，也只是
一种新方式的社会实验。但我们更应当关
注，人家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人。

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当然可以搞“无狗社
区”，一个街道却不能搞一个“无狗街道”，一
座城市更不能搞一个“无狗城市”，因为市场
竞争、产品定位与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并不
在一个范畴。但人家这种直指问题核心的
做法，我们的公共管理部门是不是当有所反
思，有所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