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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我国的语言文字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每个人都要对它心存
敬畏，认真学习它，运用它，决不能随意亵渎它，糟蹋它。

汉语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载体。在世
界语林中，她既独一无二，又极其丰富精准。
随着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汉语也不断涌现出
了许多新鲜、生动、活泼的词汇，比如“愿景、打
的、局点、赛点、不感冒、打酱油”等。但是，有
个别小青年，为了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喜
欢把“同学”写成“童鞋”，把“感觉”写成“赶
脚”，把“激动”写成“鸡冻”，如此等等，不一而
足。这种胡编滥造，既不庄重，也无美感，是对
祖国语言文字的亵渎，实在不好！

“北京”的“北”字，第 4 笔是“撇”；“感冒”
的“冒”字，第 3、4 两笔的“横”是不能靠边的。
据说将这两个字写错的比例相当高。一次在
高校督导听课，我曾看见一位教师写“曹”字
时，先写草头，然后写“曲、曰”；写“身”字时，先
写“自”，然后写“才”。直看得我目瞪口呆，坐
立不安。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尽量把每
个常用字都写得准确无误，是我们应该做到，
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木”字的笔顺依次为“横、竖、撇、捺”。但
它在作下偏旁时，有的字中的“竖”却要变为

“竖钩”，比如“条、杂、亲、杀、茶、寨”等。“土、
王、立、止、至、豆”等字当左偏旁时，最后一笔
的“横”要变为“提”，比如“地、珠、站、歧、到、

豌”等。“牛、车”两字当左偏旁时，首先要把第
三、四两笔的顺序调过来，然后再把“横”改为

“提”，比如“特、转”等。之所以这些独体字在
作偏旁时会发生变化，肯定是有其原因的，不
过我们并非专门研究文字的学者，对此无需细
考，只要按照字典的规定写正确就行了。

成语启人心智，给人添乐。绝大多数成语
都由四字组成，但也有三字的，如“莫须有”；有
五字的，如“礼轻情意重”：有六字的，如“风马
牛不相及”；有七字的，如“身在曹营心在汉”；
有八字的，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九字
的，如“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有十字的，如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十一字的，如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我检索，竟
然还有长达十四个字的成语：“各人自扫门前
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有位中文系学生问我：“记得读初中时，学
过著名女作家冰心的《小桔灯》。今天看到报
上有篇文章却称她为冰心先生，是否搞错了？”
为了让他加深印象，我故意不直接回答，只告
诉他:“你是专攻汉语言文学的，更应该多读
书报、多查资料。”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先生
一词，确实常与成年男性相连用，但是到了近
现代，对有突出贡献、德高望重的年长女性，往

往也尊称为先生，比如，许广平先生、雷洁琼先
生、杨绛先生等。毛泽东同志 1949 年 6 月 19
日写给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信，开头就称“庆
龄先生”。

我出版过的学术专著中，有一本小册子题
为《叶圣陶与语文教育》（由著名语文教育家刘
国正先生题签），全书仅 23万字，是本校中文系
大四学生的专业课教材。我授课时曾许诺，谁
能率先在书中找出 23个以上错别字，我立马奖
励 1000元钱。我此举的目的，一是为了鼓励学
生深入钻研叶老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二是期望
学生能找出错别字便于再版时改正。半个月
后，同学们反映，根本找不出。有位同学说他非
常仔细地看了好几遍，终于找出了 25个。我听
后格外高兴，但拿来一看，这 25个字中，除了重
复的之外，大多数都来自我所引叶老原文中的
字；这些字并没有错，只是由于时代不同，写法
变异而已，比如“那末、那么，象、像”之类，转引
时是不能改动的。我对自己所写论文的容错率
为万分之一。这当然很累很辛苦，但为了对祖
国的语言文字负责，也对读者负责，写出初稿
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反复进行自以为非的
审改、校对，我认为是值得的。

(市区 徐龙年 77 岁)

对祖国的语言文字要心存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