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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课】

五 常（之一）
殷 旵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指日
常生活中为人处事的道德标准。

仁，从字形上看，二人为仁；从字音上
听，仁者，人也。孔子说，“仁”的本义就
是爱人。仁者，爱人，不是单方面爱，而是
相互之间互帮互爱，互助互爱，相互关心、
关爱。古人又说，仁者亲亲。所谓亲亲，是
指两种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关系：一是父父子
子、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的亲属关系，叫直
系；一是兄弟、姐妹横向延伸的亲属关系，
叫旁系。所以说，仁者亲亲。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都是这种亲
属关系，更多的则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关系，
叫作卿卿，即卿卿我我。不是亲属，却很亲
热、亲切。这种卿卿也分为两类：一是同门
为朋，一是同志为友，合称为朋友。比如，
同行业、同单位、同党派都为朋，叫做朋门、
朋党、朋辈等；又比如，志趣、爱好、理想
相同，称为友，如教友、棋友、票友、战友
等。

社会上人际关系错综复杂，但同样有一
定次序———无非亲亲与卿卿。亲亲，是以先
天的血缘关系维系的；卿卿，是以后天的合
作或兴趣维系的。

认一认，比一比

仁、义、礼、智、信。亲亲、亲属，直
系、旁系。

卿卿，同门为朋，同志为友，朋友。
以人为本，个体人，社会人，人本，仁

本。

汉 语 教 室

规范地使用汉语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当今社会，随处可见不规范使用汉语的现象：

借助汉字谐音而编排的广告语，用不规范汉字

书写的商店招牌，嵌入另一个字而使意思变得

面目全非的成语……网络语言也越来越多地渗

透到现实生活中，如“同学”变成“童鞋”、

“没有”变成“木有”、“悲剧”变成“杯具”、

“我”变成“偶”等等，不一而足。

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记得，从小学语文

课开始，直到高考的语文考试，都有“改错”

这类题型，要求我们剔除错误的用字或用词，

选择正确的填上，这其实就是咬文嚼字。只是

由于离开了学校，离开了系统的语文学习后，

除少数仍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外，大多数人都对

“改错”渐渐淡忘，进而对于充斥于我们生活

中的错别字变得熟视无睹。

《咬文嚼字》杂志发起的各种挑错，用心

良苦，的确有用。对于无心误用者，能起到

提醒改正的作用；对于恣意滥用者，能起到

抵制的作用，避免以讹传讹。说到底，对于

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汉语，每

一个使用者对它都有着义不容辞的保护和传

承责任。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阅读和书写习惯发

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网络已经成

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相对于传统平面媒

介的语言形式，网络语言的快速和随意，是吸

引年轻人的主要原因。

毕竟语言是活的，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普通民众也有拓宽文字运用空间的权利，他们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会进行选择。网络新词的寿

命取决于它自身的生命力，如果充满活力就能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能在约定俗成后走下网

络，走进人们的日常语言当中。而那

些不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词语

将会被淡忘和抛弃。

这，也是汉语言的伟

大之处———既具有强

大的包容性，又具有

新陈代谢、自我调节

和自我过滤的功能。

汉语像大海
刘 菲

记得第一次来到俄罗斯的第一天早上，
醒来后听见外面有人说话，拉开窗帘一看，

很多老外正在聊天，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儿
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定神一想，这不是到了俄

罗斯了嘛，自己才是老外。
置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孤独寂寞，

生活单调简单。尽管坐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走在熙熙攘
攘的人流中，你还是会强烈地意识到你是外国人，你没法
完全融入这个社会，没法感受和体会当地人的心理和感受，
潜意识在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游走的过客。

民族的差异表现为思维不同，情感表达方式不同，生

活习俗不同，但是真诚是相同的。当有一份真情真意摆在
你面前时，你会被感动，并会深深地记住。在俄罗斯这片
土地上，我感受到了真情和温暖。

一个周末，几个以前的学生请我去饭店吃饭，这是我
没想到的。他们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有的即将毕业，共同
点是都在从事着汉语教学工作和学习。有的在梁赞大学东
方语系，有的在梁赞大学孔子学院。他们是梁赞国立大学
自己培养的汉语老师，也是我在这里教的第一批汉语学生。
我为他们高兴，更为他们自豪。

学生们很用心，带我去的是一家韩国菜馆，因为他们
打听到这里的厨师是中国人，以中国菜为主，宫保鸡丁、

熘肝尖都有。在异乡吃到中国菜，感觉好亲切，仿佛回到
了中国。感谢亲爱的俄罗斯学生，在我教授他们汉语知识
的同时，他们也在关心着我的生活，不管在哪儿见到我都
会嘘寒问暖：生活习惯了吗？想孩子吗？等等。

学生们跟我说，梁赞这个地方的人并不热情好客，也
不感情外露，他们大多不关心别人的事情。是汉语改变了
他们，是汉文化让他们也乐于把温暖传递给别人。

在汉语传向世界各地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
传到不同国家人们的心中。 （寄自俄罗斯）
（本文作者系俄罗斯叶赛宁梁赞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汉语

教师）

《咬文嚼字》 杂志日前公布，继为央视春晚、 《百家
讲坛》、网络语文挑错之后，该杂志今年首次将目标锁定
名家名作，“咬嚼”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从本月起，
《咬文嚼字》将每月公布一部茅奖作品的“病情报告”。此
次被“咬嚼”的对象将从第五、六、七、八届茅盾文学奖
奖获作品中挑选，挑错行动将贯穿全年。挑错结果预计将
在今年 !"月对外公布。

锁定茅盾文学奖作品“开咬”

从目前已经开始“咬嚼”的几部作品 《暗算》、 《尘
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湖光山色》来看，文字
质量远远高于其他图书，“病情”不算严重。眼下，“初
查”所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词语的误解误用”、“知
识性差错”和“错别字”这三个方面。比如“词语的误解
误用”，详细分析麦家的 《暗算》 片段，指出其中把“口

风紧”误成了“风声紧”，把“梦呓”误成了“托梦”；而
阿来的 《尘埃落定》 把“铃铛”误成了“驿铃”，把“不
可思议”误成了“不可理喻”； 《额尔古纳河右岸》 把
“死而复生”误成了“起死回生”；《湖光山色》 把上衣领
口的“开口”误成了“开衩”。
《咬文嚼字》执行主编黄安靖表示，之所以锁定茅盾文学

奖获奖作品开咬，是因为这些获奖作品不仅是文学价值最高
的作品，同时也是中国作家花大力气创作的呕心沥血之作。
“咬”这样的著作具有指标意义，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咬文嚼
字的效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黄主编认为，给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挑毛病，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要利用恰当地“咬
嚼”，做文字的美容师，让传世的作品更加光彩夺目。

给“名家”挑错，“咬嚼”意义何在

黄安靖介绍说，在《咬文嚼字》杂志办刊初期，确实曾担
心遭到作者的忌讳，但在操作过程中逐渐发现，
“咬嚼”所涉及的对象很少有反对的，被“咬”的人
基本上都很支持。要实现我国图书出版业走出去
的战略，就要通过汉语经典文学作品展示汉语魅
力，“我们应该更加强调语言文字的运用规范，要
把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经典作品拿给世人，而不
应该把有错误的作品拿出去”。

在提到“被咬”的作家时，黄安靖说：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直很忙。我给他发
短信时没想到他能回。但他很快就回复了，说
表示欢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不但
表示欢迎“咬嚼”，而且说自己是 《咬文嚼字》
的忠实读者。在他任总编的 《芳草》 杂志社，
人手一本《咬文嚼字》。这说明作家对语言文字
是很尊重的，有很强的正确运用文字的意识。

“咬嚼”是否必要，各方看法不一

“咬嚼”名家作品或经典作品是否有必要

呢？
专栏作家鲁国平认为，拿名家开刀，具有示范作用，

也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在网络时代年轻人行字造句
随意化的背景下，此举对于规范大家遣词造句，净化文
字，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不走样，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
义。

也有人对咬文嚼字表示不同意见。北京语言大学中文
系学生小李说：“我相信《咬文嚼字》杂志这么做不是拆
台，但是这样的做法是否真的能够‘补天’，我持怀疑态
度。”网友“享受生活”也表示，如果一部作品在思想性
上和行文上都有独特之处和比较高的欣赏价值，那么就算
它有些许错误，也是无伤大雅的，也算得上是好的文学作
品。就算要研究文学作品的细节，也没有必要一字一句地
去“啃嚼”，这样反而会破坏了欣赏文学的味道。

“咬文嚼字”与“汉语危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代汉语研究所所长刁晏
斌认为，当前社会语言文字的总体使用水平不高，问题不
少，以至于很多人都在讨论“汉语危机”，提出了“保卫
汉语”的口号。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对语言文字的正确
使用，无论是正面宣传，还是反面纠错，无疑都是非常必
要的。

刁教授还说：“此次把目标锁定在获茅盾文学奖的 !#

位文坛名家，对他们的作品挑错，这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因为作为作家，有责任和义务在正确、规范地使用祖
国语言文字方面起到带头和表率作用。而著名作家的影响
远比一般作家或作者大，把他们的差错“示众”，一方面
使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人警醒，
从而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总而言之，“咬文嚼字”捍卫了汉语言的规范，促使
作家以规范和严谨的姿态将文学作品呈现在大众面前。另
一方面，文学作品也需要不断突破和变化，不仅仅是著名
作家，普通民众也有拓宽文字运用空间的权利。文学作品
只有成为大众的文学作品，才有更大的价值和生命力。

#"!# 年 $ 月，那时我还在上海
的一所大学里学习汉语。一天，老师
告诉我们，要在班里举行一场关于中
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比赛。因为当时
我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汉语水平
也很有限，所以心情有点紧张。当得
知自己和一个对中国国情比较了解的
同学成为一组时，才感到放心些了。

那场比赛令我印象深刻，至今还
记得其中的一道成语填空题：破 %%%

沉 %%%。老师提示说，这里应该分别
填“锅”和“船”的古汉语词。可是当时
的我哪儿知道古时候中国人是怎么称
“锅”和“船”的呢？

比赛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的每
个问题 !" 分，比赛时各组抽号决定
回答的问题。我觉得这部分问题有的
比较难，有的比较容易，抽到容易的
问题就比较幸运。我们小组没那么幸
运，每次都抽到比较难的题目。不过
万幸的是，我们的每个回答都是正确
的。

下半场，比赛渐渐变得激烈起
来。下半场问题的分值从 !"分到 $"

分不等，每组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选
择不同分值的题目，内容上分为中国
文化和中国国情两大类。我们小组选
的两个题目都是 $" 分的关于中国国
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海大，
还是重庆大？”我的搭档回答“重庆
大”，可是老师说上海更大，判我们
答错了。我的搭档有点不服气，与老
师争论起来，还当场要用手机查询到
底谁说得对。

虽然没有赢得比赛，但通过比赛
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对中国增加了了
解。我也希望可以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到底是上海大？还是重庆大？
（本文作者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

院临床专业印度尼西亚留学生）

上海大，
还是重庆大？

苏凤玲

图为本文作者前排（右三）和老

师、同学在一起

杜勃飞

“我们都想去中国”
宜 萱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
声，花落知多少。”“窗前明月光，疑是地
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朗读这
两首唐诗的是位于北爱尔东北部的一所小
学的 #"多名英国小学生。由英国奥斯特大
学孔子学院举办的 #"!$年中国文化推广系
列活动———米尔本小学中国文艺汇演拉开
了序幕。

奥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刘志
宏负责此次文化活动的语言和艺术指导。
他说：“米尔本小学师生对中国文化的那
份热爱让我非常惊讶。自从我步入这所学
校，孩子们就黏在我身边，不停地
询问有关中国文化的各种问
题。他们对中国传统乐
器，尤其是笛子和
二胡特别感兴
趣。为了能
学会并演
奏好中

国民间曲目，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刻苦训练。
不到一个月，这场文艺汇演就登场了。”

本次文艺汇演，米尔本小学的师生一
起演奏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洪湖水浪
打浪》 等中国经典曲目。小学合唱团还演
唱了中国儿童歌曲《小燕子》。他们的每一
个发音都非常准确且情感饱满，一点也不
像刚刚接触中文的英国孩子所唱。

几位小演员争先恐后地说：“中国是
一个迷人的国家，我们
都很想

去看看。很高兴我们被选拔参加今年夏
天在北京举办的夏令营活动，我们将是
北爱尔兰的第一批文化小使者。现在起，
我们要更加刻苦地学习汉语，因为我们
马上就要参加 &'( （新中小学生汉语考
试） 考试了。”奥斯特大学孔子学院通过
将 &'( 考试与赴中国的中小学生夏令营
有效结合起来，调动了学生学习汉语的
积极性。

米
尔
本
小
学
学
生
正
在
演
唱
︽
小
燕
子
︾

米尔本小学学生用二胡演奏《两只老虎》

咬文嚼字 住了谁

《咬文嚼字》 杂志日前公布，继为央视春晚、 《百家
讲坛》、网络语文挑错之后，该杂志今年首次将目标锁定
名家名作，“咬嚼”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从本月起，
《咬文嚼字》将每月公布一部茅奖作品的“病情报告”。此
次被“咬嚼”的对象将从第五、六、七、八届茅盾文学奖
奖获作品中挑选，挑错行动将贯穿全年。挑错结果预计将
在今年 !"月对外公布。

锁定茅盾文学奖作品“开咬”

从目前已经开始“咬嚼”的几部作品 《暗算》、 《尘
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湖光山色》来看，文字
质量远远高于其他图书，“病情”不算严重。眼下，“初
查”所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词语的误解误用”、“知
识性差错”和“错别字”这三个方面。比如“词语的误解
误用”，详细分析麦家的 《暗算》 片段，指出其中把“口

风紧”误成了“风声紧”，把“梦呓”误成了“托梦”；而
阿来的 《尘埃落定》 把“铃铛”误成了“驿铃”，把“不
可思议”误成了“不可理喻”； 《额尔古纳河右岸》 把
“死而复生”误成了“起死回生”；《湖光山色》 把上衣领
口的“开口”误成了“开衩”。
《咬文嚼字》执行主编黄安靖表示，之所以锁定茅盾文学

奖获奖作品开咬，是因为这些获奖作品不仅是文学价值最高
的作品，同时也是中国作家花大力气创作的呕心沥血之作。
“咬”这样的著作具有指标意义，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咬文嚼
字的效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黄主编认为，给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挑毛病，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要利用恰当地“咬
嚼”，做文字的美容师，让传世的作品更加光彩夺目。

给“名家”挑错，“咬嚼”意义何在

黄安靖介绍说，在《咬文嚼字》杂志办刊初期，确实曾担
心遭到作者的忌讳，但在操作过程中逐渐发现，
“咬嚼”所涉及的对象很少有反对的，被“咬”的人
基本上都很支持。要实现我国图书出版业走出去
的战略，就要通过汉语经典文学作品展示汉语魅
力，“我们应该更加强调语言文字的运用规范，要
把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经典作品拿给世人，而不
应该把有错误的作品拿出去”。

在提到“被咬”的作家时，黄安靖说：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直很忙。我给他发
短信时没想到他能回。但他很快就回复了，说
表示欢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不但
表示欢迎“咬嚼”，而且说自己是 《咬文嚼字》
的忠实读者。在他任总编的 《芳草》 杂志社，
人手一本《咬文嚼字》。这说明作家对语言文字
是很尊重的，有很强的正确运用文字的意识。

“咬嚼”是否必要，各方看法不一

“咬嚼”名家作品或经典作品是否有必要

呢？
专栏作家鲁国平认为，拿名家开刀，具有示范作用，

也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在网络时代年轻人行字造句
随意化的背景下，此举对于规范大家遣词造句，净化文
字，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不走样，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
义。

也有人对咬文嚼字表示不同意见。北京语言大学中文
系学生小李说：“我相信《咬文嚼字》杂志这么做不是拆
台，但是这样的做法是否真的能够‘补天’，我持怀疑态
度。”网友“享受生活”也表示，如果一部作品在思想性
上和行文上都有独特之处和比较高的欣赏价值，那么就算
它有些许错误，也是无伤大雅的，也算得上是好的文学作
品。就算要研究文学作品的细节，也没有必要一字一句地
去“啃嚼”，这样反而会破坏了欣赏文学的味道。

“咬文嚼字”与“汉语危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代汉语研究所所长刁晏
斌认为，当前社会语言文字的总体使用水平不高，问题不
少，以至于很多人都在讨论“汉语危机”，提出了“保卫
汉语”的口号。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对语言文字的正确
使用，无论是正面宣传，还是反面纠错，无疑都是非常必
要的。

刁教授还说：“此次把目标锁定在获茅盾文学奖的 !#

位文坛名家，对他们的作品挑错，这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因为作为作家，有责任和义务在正确、规范地使用祖
国语言文字方面起到带头和表率作用。而著名作家的影响
远比一般作家或作者大，把他们的差错“示众”，一方面
使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人警醒，
从而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总而言之，“咬文嚼字”捍卫了汉语言的规范，促使
作家以规范和严谨的姿态将文学作品呈现在大众面前。另
一方面，文学作品也需要不断突破和变化，不仅仅是著名
作家，普通民众也有拓宽文字运用空间的权利。文学作品
只有成为大众的文学作品，才有更大的价值和生命力。

《咬文嚼字》 杂志日前公布，继为央视春晚、 《百家
讲坛》、网络语文挑错之后，该杂志今年首次将目标锁定
名家名作，“咬嚼”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从本月起，
《咬文嚼字》将每月公布一部茅奖作品的“病情报告”。此
次被“咬嚼”的对象将从第五、六、七、八届茅盾文学奖
奖获作品中挑选，挑错行动将贯穿全年。挑错结果预计将
在今年 !"月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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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湖光山色》来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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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直很忙。我给他发
短信时没想到他能回。但他很快就回复了，说
表示欢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不但
表示欢迎“咬嚼”，而且说自己是 《咬文嚼字》
的忠实读者。在他任总编的 《芳草》 杂志社，
人手一本《咬文嚼字》。这说明作家对语言文字
是很尊重的，有很强的正确运用文字的意识。

“咬嚼”是否必要，各方看法不一

“咬嚼”名家作品或经典作品是否有必要

呢？
专栏作家鲁国平认为，拿名家开刀，具有示范作用，

也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在网络时代年轻人行字造句
随意化的背景下，此举对于规范大家遣词造句，净化文
字，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不走样，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
义。

也有人对咬文嚼字表示不同意见。北京语言大学中文
系学生小李说：“我相信《咬文嚼字》杂志这么做不是拆
台，但是这样的做法是否真的能够‘补天’，我持怀疑态
度。”网友“享受生活”也表示，如果一部作品在思想性
上和行文上都有独特之处和比较高的欣赏价值，那么就算
它有些许错误，也是无伤大雅的，也算得上是好的文学作
品。就算要研究文学作品的细节，也没有必要一字一句地
去“啃嚼”，这样反而会破坏了欣赏文学的味道。

“咬文嚼字”与“汉语危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代汉语研究所所长刁晏
斌认为，当前社会语言文字的总体使用水平不高，问题不
少，以至于很多人都在讨论“汉语危机”，提出了“保卫
汉语”的口号。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对语言文字的正确
使用，无论是正面宣传，还是反面纠错，无疑都是非常必
要的。

刁教授还说：“此次把目标锁定在获茅盾文学奖的 !#

位文坛名家，对他们的作品挑错，这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因为作为作家，有责任和义务在正确、规范地使用祖
国语言文字方面起到带头和表率作用。而著名作家的影响
远比一般作家或作者大，把他们的差错“示众”，一方面
使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人警醒，
从而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总而言之，“咬文嚼字”捍卫了汉语言的规范，促使
作家以规范和严谨的姿态将文学作品呈现在大众面前。另
一方面，文学作品也需要不断突破和变化，不仅仅是著名
作家，普通民众也有拓宽文字运用空间的权利。文学作品
只有成为大众的文学作品，才有更大的价值和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