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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音双关是汉语的一种修辞手法，即

利用字音相同、相近而字义不同的条件形

成双关，构成双重语义。具体实现音同、音

近而义异的字叫谐音字，如“万‘柿’如意”

形 成 谐 音 双 关 ，“ 柿 ”是 谐 音 字 ，意 思 为

“事”。谐音双关能让词句的表达生动有

趣，让人们产生语音联想和与此相关的语

义联想，激发跳跃性思维。

谐音双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在

汉魏至唐宋诗歌中有大量的例子。尤其是

近体诗，利用谐音双关，形成借对，维持了

近体诗的对仗。如孟浩然《裴司士员司户

见寻》：“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杨，借

音为“羊”，与“鸡”对仗。谐音双关在唐宋

以来的通俗文学中也比较多见，如谜语、歇

后语等都可能利用谐音双关。

当前，在网络空间，网民常利用谐音双

关，形成一些“谐音梗”，有些“梗”进而融入

人们的口头语言。在现实社会里，谐音双

关的形式和内容也比较多样，常见于宣传

活动、民俗节庆文化等语境中，受众面广。

在民俗节庆文化中，常用表示具体形象的

谐音字，如“吉庆有鱼（余）”“牛（扭）转乾

坤”“大展宏兔（图）”等。

谐音双关的使用客观存在且不断发展

变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普遍。从语

言文字规范的角度来看，明显违反公序良

俗、背弃道德法则的谐音字要杜绝使用，如

有的餐厅取名“饭醉团伙”“天天要饭”等；政

府部门在正式场合要慎用谐音字，如某县因

其名字带“宁”便将其惠企政策宣传为“面对

面，宁距离”，让人以为写了错别字；教育教

学过程中使用谐音字会给尚未具备独立辨

别能力的孩子带来学习困扰，影响孩子的规

范书写；公共场合宣传广告中过多使用谐音

字会对公众产生误导，如某市商圈大屏幕上

的活动宣传语为“共享新夜态”，“夜态”的意

思不明确，令人费解。为了使谐音双关更好

地服务于大众的语言学习，丰富语言表达，

需要加以规范和引导，让人们掌握谐音双关

的特点和规律，使信息传递有效、语义生动

有趣、语言格调高雅。

从谐音双关本身来看，首先，使用谐音

双关要注意语境。对谐音双关的理解高度

依赖语境，上下文的限定说明也很重要。有

时候，谐音双关用在文章的标题中，不易看

懂，但如果读下去就会理解其传达的言外之

意。其次，就谐音双关的效果看，所使用的

谐音双关需要新鲜有趣，要注意避免低俗、

庸俗的趣味。第三，就谐音双关的构造来

看，一方面，谐音双关所依附的字词的原型

要比较常见，这样受众容易理解；另一方面，

改用的谐音字要新奇，构成一定的张力，这

样受众会对谐音字带来的双关效果比较关

注。第四，谐音双关要重视谐音字的选用。

在需要使用谐音双关的词语中，谐音字最好

只有一个，假如太多会增加理解的难度；谐

音字的用字，是用字面义，还是字里义，最好

都要有历史来源；要注意吸收诗词和通俗文

学传统中谐音字使用的经验。

从谐音双关应用来看，我们认为，使用

谐音字来构成谐音双关，还应遵循以下一

些规范原则：一是要坚持分类施治、场景适

宜。在教育教学、新闻报道、广告宣传及其

他正式场合，要慎用谐音字。二是表达的

内容必须蓬勃向上，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遵守公序良俗，传播正能量。三是

要尊重汉语发展规律、谐音字的基本属性

和语言文字使用规范，体现语言文字之美。

对谐音双关的规范可以从面向公众的

书面语开始。在书面语中，确实需要使用

谐音字时，为突出谐音字表示双关义的明

晰性，可采取括注或加引号、变换字体等方

式来处理。这样谐音双关的字面意思和字

里意思才明白好懂。例如：咳（刻）不容缓、

“咳”不容缓。在报刊或网络中，已经有不

少类似的处理。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都需要正确地加以引导，经过一段时间的

积淀成为社会共识后，进而形成一种健康

规范的表达方式。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当下语文生活中的谐音双关问题
孙玉文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习近平

总书记一再强调要把握好传承和创新的关

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学古不泥古、破法

不悖法”“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

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从机灵可爱的“唐宫小姐姐”到“翩若惊

鸿，婉若游龙”的水下洛神，近年来，爆款频出

的河南卫视，“出圈”密码即在于此。

河南卫视“中国节气”节目制作工作记

录中，有这样一行字：“找准中国人的‘文化

DNA’，带领人们‘深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浩

渺图景，而后在奇特美妙之处‘浅出’。”

在“春分”篇章中，引申“孕育希望，珍惜春

光，保护理想的种子”的崭新内涵；在“立夏”篇

章中，“成长、责任与使命”的主题与“万物至此

皆长大”的节气特点相得益彰；在“小满奇遇

记”茶话会上，释义“小得盈满”的意蕴哲思……

这样解读“中国节气”，别有一番意味。

14 名宫廷乐师，从《簪花仕女图》《捣练

图》等一幅幅名画之间穿行而来，组成《唐宫夜

宴》；8匹战马，在昭陵六骏和唐三彩的意象色

彩中奔腾前往，气象高远，展现无惧困难、刚健

有为的豪迈气概，化身《梦幻天马》……这样

讲述“中国节日”，别有一番意趣。

可舞、可视，让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可

知可感。不到 2 分钟的水下舞蹈《祈》，工作

人员在水下泡了 26 个小时、一天出水入水

200 次，舞者身上需携带几公斤配重，最终成

就水随舞动、衣袂翩跹的水下洛神。3 分多

钟的“七夕奇妙游”舞蹈《龙门金刚》，仅实景

拍摄耗时 6 天 6 夜。同一段舞蹈跳 32 遍，才

能完成一个舞蹈动作的两三秒的镜头呈现。

400 多 分 钟 的 素 材 反 复 比 较 ，航 拍 、三 维 建

模、AR、360 度环绕定格拍摄等技术的使用，

最终呈现出生动、震撼、富有艺术感染力的石

窟形象。

这份创作匠心，让观众看得走心。美学引领、科技赋能、创新表

达、艺术点亮，让历史古韵、当代国风与“Z 世代”观众精准对接。

共鸣，来自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的相遇。叙事强，表达新，实现

思想旨归的现代转化。

共情，来自中华美学和当代审美的相遇。创意奇，制作精，追求

艺术美学的现代建构。

实践证明，河南卫视系列文化节目之所以受青睐，正是因为作品

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创造力，涌动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与当下

生活之用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生命力，澎湃着中国人坚定的文化自信。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那朵“人类共同的雪花”，那份“折柳寄

情”“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东方美，彰显中国气派。河南隋唐洛阳城国

家遗址公园、四川眉山三苏祠里，身着传统服饰的年轻人穿梭于历史

遗迹间，自然、美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泼泼地融入当代，文化传承发展弦歌不辍、

历久弥新，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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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新语R

9 月 16 日，2023 年全国科普日主场活

动在北京市首钢园开启。活动以“提升全

民科学素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

104 家单位、360 个展项为公众带来了一场

别具特色的科普盛宴。

“这真的是从月亮上带回来的？”“我们

中国人什么时候能登上月球？”在首钢园 11
号馆，近距离观赏航天飞行器返回器和月

壤实物，令孩子们兴奋不已。

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集中展示了近年

来我国一些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展览以互

动 体 验 形 式 让 观 众 真 切 感 受 中 国 科 技

力量。

“感觉太奇妙了！”从 C919 飞行模拟器

上下来，北京景泰小学五年级学生乐乐高

兴 地 说 。 展 台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该 装 置 对

C919 飞机的驾驶舱环境进行了仿真，具有

与 C919 一致的驾驶舱布局，体验者可以感

受到不同天气下的驾驶舱操作流程。

“下一个就到我了。”在逐梦苍穹展区，

孩 子 们 排 着 队 ，期 待 体 验 一 把“ 月 地 驾

驶”——手握方向盘，便能通过眼前的屏幕

全景漫游月球表面，“见证”人类登月、探月

的重要时刻。

“戴 上 虚 拟 现 实 眼 镜 ，你 就 能 感 受 煤

矿开采作业现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开发的煤矿虚拟体验系统备受关注。该

校的陈彦宏博士说，这套系统通过新技术

展示煤矿开采设备自动化水平，让公众了

解我国煤矿开采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取得

的成就。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展台，

动手制作太阳能卫星模型的活动深受小朋

友欢迎。一些小木板、两块简易太阳能板、

一台减速电机，再用螺丝刀、泡棉垫、轴架

等小工具，约半个小时就能组装起一个太

阳能卫星模型。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该模

型的太阳能板会充分吸收太阳能，“卫星”

就可以转动起来。

工作人员介绍，展台展出了卫星通信

模块、星载智能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如果

直接讲解背后的原理，可能很抽象。通过

参与制作活动，孩子们就能从互动中快速

学习科学知识。

通过把“课堂”搬进展厅，本次主场活

动为青少年和科技教师提供了科学教育实

践与交流的平台。不少中小学生变身科普

达人，向观众讲解他们的“科研成果”。

“别看它只有一个电机，但通过精心设

计动力传输结构，这台木质小车就有了很

强的越障能力，最高能攀爬 22 厘米。”北京

市第三十五中学初三学生韩疏怀向记者介

绍他和同学设计的“未来太空车”。

“让学生讲解自己的创新成果，有利于

增进他们对科学的兴趣，树立科研志向。”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科技老师张珂说，科

技教育是学校的特色，近年来，学校先后筹

建了包括纳米科技、航空航天、智能科学等

在内的 10 个科技创新实验室，并聘任了校

内科技导师，一些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正

脱颖而出。

会唱歌的纸壳机器人、仿生章鱼软体

机 械 手 …… 包 括 北 京 市 第 三 十 五 中 学 在

内，北京市 10 所学校的学生开发的科创作

品登上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舞台，展示青

少年后备人才培养的成果。

“集成光子芯片是新一代的芯片技术，

在高速通信、光纤通信、数据中心等领域应

用潜力很大。”在集成光子芯片展区，北京

大学大四学生黄佳辉正在向观众讲解。他

说，得益于学校科普，自己对集成光子芯片

产生了浓厚兴趣，“将来读研究生，想重点

做这方面的研究。”

据悉，自 2004 年起，各地在全国科普日

期 间 已 累 计 举 办 重 点 科 普 活 动 40 多 万

场次。

2023年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开启

感受创新魅力 提升科学素养
本报记者 喻思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