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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课】

做 工
殷 旵

汉 语 教 室

《说文》：“工，像人有规矩也。”
象形字，像画方的矩 （曲尺），也代
表画圆的规 （圆规）。“工”象一把可
以量直角的曲尺。这种尺最早叫做
巨，《说文》 写作“ ”：“巨，规巨
也。从工，像手持之。”带工字的字
都 与 规 矩 有 关 ， 如 式 （方 法 、 方
式）、巧 （技巧、精巧、巧妙）。俗语
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古人称做事
要讲规矩，懂规矩，并且善用规矩。

“公”字与“工”同音。公众的
事必须讲规矩，公众的规矩是公平、
公正。古代有个叫鲁班的木工，用的
尺叫公平尺，可以用来治邪。不但鬼
怕它，邪恶的人也怕它。《说文》：

“公，平分也。”
“ 厷 ” 即 手 臂 ， 与

“工”同音，指手臂做事
时，上臂与下臂呈一定
角度，像木工用的矩。

所 以 ， 举 手 行 礼 称 打
拱，表示恭敬。身体上
体与下体以腰为限，形
成 一 定 角 度 称 作 躬 或
恭 。 这 种 角 度 既 可 俯
视，也可仰视。所以，
为公众服务称为公差、
公务；能公心、公平、

公正、恭恭敬敬叫敬业，做出了成绩
叫贡献。

“弓”字与“工”同音。制弓叫
做“弗”，弓字加二竖，会意制弓
时，先将直木烤软，逐渐加力使之弯
曲，再用皮革绑在两根木桩上，使之
定型，所以木桩叫做榜样，榜与绑同
音。《说文》：“榜，所以辅弓弩。”

“弗 （ ），撟也。” 撟，即矫正的
矫，有矫正之意。矫正以规矩 （工）
为准则。

认一认，比一比：
工、巨、式、巧、公、厷、弓、

躬、恭，
榜、绑、榜样。

在我的生活中，曾经有过许多
让我开心的事情。时过境迁，很
多事情渐渐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
糊，然而有一件事却让我铭记在
心中，因为它，我的生活一直充
满着欢乐，常常会情不自禁地笑
起来。

这件开心的事就是，我有了一个
弟弟。有了弟弟以后的生活真是幸福而
有趣。一次，妈妈、爸爸带着我和弟弟去宜家家居，
在那儿吃冰淇淋的时候，弟弟把冰淇淋粘到下巴上，
活像个小圣诞老人，真是可爱极了！还有一次，我在
车上教他算术，告诉他一加一等于二，他马上就会
了。第二天我问他一加一等于多少时，他假装不知
道，我一本正经地提示他，他却调皮地眨眨眼睛，
说：“姐姐，姐姐，我知道了，一加一等于十一。”我
笑翻了。我疼爱弟弟，可以跟他玩上一整天。有一
次，我送弟弟去幼儿班，路上碰到一条大狗，看见弟
弟害怕得直打哆嗦，我赶紧抱起他躲开了。

喜事成双。两年后我又添了一个小妹妹。妹妹淘
气，鬼主意多。有时候她做错了事，我假装要打她，
手刚伸出，她就假哭，听到动静的奶奶还以为我真打
了她。不过，妹妹也很可爱。每次吃晚饭的时候，她
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不断地从她的儿童专用椅里站
起来，吸引我的注意，有时还逗我开心，让我跟她玩。

弟弟妹妹的到来使我家的生活越来越热闹，越来
越温馨，他们是我们家的开心果。有了弟弟妹妹，我
也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渐渐成长为一个懂得承担责
任的大姐姐。再过几天就是弟弟的生日了，我正筹划
着如何让弟弟过一个既热闹又难忘的生日呢。

（寄自荷兰）

家有弟弟妹妹
周 怡（13岁）

家有弟弟妹妹
周 怡（13岁）

去年10月1日，是我们小学毕
业露营周开始的日子，虽然过去
了这么长时间，但露营周的时光
仍令我难忘。

露营时间总共5天，目的地
在荷兰奥斯特胡特郊外。在前往
营地的大巴车上，同学们心情很
好，有说有笑的，原来晕车的我竟
没有感到不适。这次参加露营的有两个
班的同学，还有好几位老师，人数真不少。到达露营
地后，我找到先期运到的自己的行李箱和自行车。

在露营期间，每天我们都得自己做面包，这是我
们的早餐和午餐，晚餐则由老师做。白天，我们骑着
自行车去不同的地方，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比如游
泳、踢足球、打排球、打羽毛球，或者玩寻宝游戏和
比赛爬树，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游戏令大家非常开心。
我们的营地附近有一片森林和一个足球场，还有一个
迪斯科舞厅。晚上吃过晚饭，有些同学去踢足球，有
时还进行比赛呢。露营生活最高兴的是晚上大家约好
到迪斯科舞厅跳舞，劲歌和劲舞，场面好酷啊！跳完
舞回来，我们往往一觉睡到天亮。

露营周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一转眼一周就过去
了，我们不得不收拾行装准备回家。经过这段时间的
相处，我和同学们的关系更融洽了，还学会了生活自
理。这次露营我的收获可真大！当我们乘坐的大巴车
回到学校时，我看到了妈妈，我飞快地扑向妈妈，真
想把这一周露营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告诉她。

小学毕业露营周让我十分难忘！ （寄自荷兰）

小学毕业露营周
胡丽秋（12岁）

小学毕业露营周
胡丽秋（12岁）

近来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不断攀升，进入了一年
中最热的时节。而近日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启动的“全民焐热冰封汉字行动”也不断升温，似与高
温天气相呼应。作为第二期焐热词汇，“搴芳”的网络
热度已升至“33度”，活动参与人数达2000多万。

焐热行动每周精选推出一个节目中出现的“冰
封词汇”，通过电视、报纸和网络广泛传播，激发亿

万人学习和分享。“葳蕤”、“搴芳”和“翊赞”纷
纷亮相，成为主角。阅读、转发、敲击、造句，
参与方式的零门槛引发了新一轮用语时尚。

焐热行动将一些冰封在古籍里的词汇展
现出来，虽然不是要人们有意学习生僻词，却
给人们带来了如何丰富词汇量的思考。

词库告急：
词到用时方恨少

对于“葳蕤（weī ruí)”、“搴（qiān）
芳”、“翊（yì）赞”这些冷僻词汇，不
少人表示没有接触过。也有细心的
网友发现，“葳蕤”这个词出现在高
中课本中的《孔雀东南飞》：“妾有绣
腰襦，葳蕤自生光。”

在信息时代，网络流行用语成为
宠儿，“你造吗”、“么么哒”成为许多
“80后”、“90后”、“00后”活跃谈话

气氛的常用语。在创造和传播
不断出新的网络词汇的同时，

他们也呈现出语言运用的单
调化倾向。

小 林 是 一 名
新 闻 专 业 的“90
后”在校大学生，

平时喜欢用网
络 流 行 用

语 。 她
觉 得

自己在写作、交流时经常感觉词穷，词不达意。“比如，
我昨天想跟朋友说‘我鬼使神差地买了一双诡异的
鞋’，当时就是想不起‘鬼使神差’这个词，只好用‘莫
名其妙’代替，后来才顿悟。”她说。

小廖是一名刚踏入社会的“90后”大学生，在营销
策划公司工作，拼文案、写策划成为她的家常便饭。

“写文案的时候，想写得高大上一点，但是常常找不到
理想的词，最后只好用通俗的语言代替，却削弱了我
要的那种表达效果。”她说。

针对时下年轻人存在的这些现象，对外经贸大
学中文学院副教授唐兴全说：“当下快餐式、碎片化
阅读盛行，人们将大量时间集中于网络媒体，比如
时事短讯、社交网络中的转帖等，缺少对经典著
作、文献的耐心品味。活跃于社交网络的年轻人喜
欢看微博、发微信、读段子，词汇量匮乏、用词单
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冷词升温：
飞入寻常百姓家

冷僻字（词）走进日常生活的典型是“囧（jiǒng）”
字，包括其他派生词，如囧人、《泰囧》、《囧西游》、某人因
长相很囧被称为“囧瑟夫”等。一些冷僻象形字也被带
火：如“崮”（囧国国王）、“莔（méng）”（囧国皇后）、“冏”

（囧到连下巴都掉了）等。冰封词汇如“浮术”（不切实际
的方法），出自汉代荀悦《申鉴·俗嫌》。为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习近平主席引述“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
采华名，不兴伪事”（《之江新语·不兴伪事兴务实》）。人
们日益意识到“浮术”的危害，“浮术”一词也热起来。

然而，解冻后的冰封汉字真的能够华丽转身、走
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吗？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
教授冉启斌认为，冰封词汇有热用的可能，如“槑”、

“囧”等字，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这种可能
性并不大。“焐热冰封汉字行动”的意义主要在于弘扬
传统文化，而生僻汉字想要真正“解冻”，重新回归到
人们的日常语言使用中是很难的。厦门大学人文学
院中文系教授黄鸣奋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冰封
字（词）走进日常生活的前提是吻合当下的社会需
要。语言文字领域一向是实用智慧占上风，为了普及

教育、提高信息处理效率，要求简化汉字、推行拼
音、淘汰冷僻词汇等；而诗性
智慧则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
提高日益得到重视，这是冰

封字（词）受热捧的
原 因 。

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把玩僻字僻典，而忽略传统文
化的精髓，将会因小失大。

丰富词汇：
为有源头活水来

作为一档教育节目，央视 《汉字听写大会》 旨
在让汉字活起来，警示人们写好汉字，用好汉语。
然而，丰富用词、提高汉语水平仅靠观看一档电视
节目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唐正大认
为，《汉字听写大会》作为一个契机，能够鼓励国人
更多地阅读一些古代典范书籍。他建议，可以从

《古文观止》读起，阅读一些在汉语发展史上作出过
重大贡献的作家作品，以丰富语言知识储备和积
累；其次，还应该多实践不同语体的写作。立体而
鲜活的语言生活画面需要靠储备和产出两者相互促
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白延庆认为，
丰富我们的汉语言，首先应该“营造宽松、自由的
表达交流环境”。在他看来，想象力与联想力是语言
运用中的“两力”，而宽松的环境能够“激发国人的
语言天赋，焕发国人的想象力与联想力”。此外，他
认为，学校要倡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读好书对
读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焐热冰封汉字的行动仍在继续，包裹文字的冰
块也在逐渐融化。对冰封汉字的炽热情感不应该只
是刹那花火，持之以恒的学习和累积才是根本。希
望“全民焐热冰封汉字行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汉字听写大会带动冷词热用

丰富词汇从触摸经典开始
张永路 潘金凤

中国的古老神秘、博大精深一直让我
对它向往不已。来到中国后，我像一个好
奇的小孩，被中国的历史、文化、美景、
美食深深吸引着。只要一有空，我就背起
背包，行走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比如中国
的首都北京——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城市，
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城市，一个繁华又绚烂
的城市，一个满载梦想的城市。这里的名
胜古迹多得数也数不清。踏上长城，抚摸
着那一块块青砖，仿佛坠入了历史长河，
让我不自觉地想跟着它去阅读中国上下五
千年的辉煌历史。北京不仅承载着中华民
族厚重的历史，还承载着中国当代的骄傲
与未来的无限可能。奥林匹克村、“鸟
巢”、“水立方”等一件件像艺术品似的建
筑，记载着中国的发展，传递着这个国家
生机勃勃的力量。还有西安、深圳、桂
林、香港、广州、上海……中国就像一部
精彩的百科全书一样，让我深深着迷。

中国人的热情、善良在感动我的同时
也改变着我。俄罗斯人遇事理智冷静，不
太流露个人情感，而现在的我变得很感
性，常常被一点小事感动得流泪。来中国
留学，改变了我的思维，也改变了我的理

想及对未来生活的规划。现在，我的理想
是成为一名外交官，把中国的美好介绍给
更多的俄罗斯人，也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
俄罗斯。在今年 2 月的索契冬奥会上，我
幸运地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名志愿者。老
师曾经教过一个成语“宾至如归”，我通
过自己的服务，让中国代表团在俄罗斯感
到“宾至如归”。

我的中文名字叫费兰花。在中国，兰
花象征着美好、高洁和贤德；在国外，兰
花象征着热烈、友谊、自信和骄傲。我相
信，我这株外国的兰花会在中国这片土地
上茁壮成长！

（本文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俄罗斯留
学生）

日前，央视第二届《汉字听
写大会》启动了“全民焐热冰封
汉字行动”，使我们对于汉字家
族中的冷僻字词多了几分关注。

汉字家族有近10万个成员，
而我们日常所使用的汉字只有
几千个。国家公布的《现代汉语
通用字表》收录了 7000 个汉字，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录了
3500个汉字。据研究显示，1000
个常用字能覆盖约 92%的书面
资料，2000 个常用字可覆盖 98%
以上，3000 个常用字已能覆盖
99%的书面资料。现在，小学阶
段的语文教学目标是，要掌握
3000个常用汉字的听说读写（即
四会）。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
小学毕业，就能够阅读绝大多数的中文文字了。

汉字结构复杂，以7000个通用汉字为例，笔画在7
画至 15 画的字就高达 5000 个以上，而冷僻字中许多
为笔画多的字。语言文字是交流工具，常用的工具会
放在手边，不常用的工具被束之高阁，这是很自然的
事。对于不从事语言学研究或文字工作的人来说，学
习冷僻字词的现实意义不大，这是不争的事实。现代
人的生活节奏加快，现代化的通讯联络方式追求简
洁、快速，这也是现实情况。

若让现代人关注和学习冷僻汉字词，既不能讲大
道理，又不能讲实用性。我们不妨换种思路，突出娱
乐性，以游戏的形式呈现，比如，设计有关冷僻字的字
谜、诵读嵌有冷僻字词的古文或古诗词、听写比赛
等。边玩边学，注重趣味，才会吸引不同年龄、不同职
业的人们的眼球。

作为中国人，应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保持敬畏之
心。汉语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多认识一

些汉字，从小处说是丰
富自身文化内涵，从大
处说是传承中华传统
文化。所以，希望更多
的人投身于“全民焐热
冰封汉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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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兰花

▲获奖选手

▶比赛现场

日前，“中国文化进校园”知识竞赛决赛在中国驻卢旺达大
使馆举行，活动吸引了包括卢旺达北部省省长、广电总局局
长、卢旺达大学、南部省布塔雷中学、北部省和东部省两所中
卢友谊学校的师生及学生家长百余人观看。

来自孔子学院卢旺达大学本部、南部省布塔雷中学、北
部省中卢友谊女子中学和东部省中卢友谊中学的4支竞
赛队伍进入决赛，知识竞赛、才艺展示、互动拉票……
比赛现场紧张而热烈，参赛选手展示了自身雄厚的中

国文化功底。

卢旺达学生赛中文卢旺达学生赛中文

中国文化知识竞赛环节是竞争的焦点。来自北部省中卢
友谊女子中学的选手，巾帼不让须眉，在知识竞赛抢答环节一
马当先。才艺展示是整场比赛的一大亮点，参赛选手及各自的
拉拉队成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向观众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巨
大魅力，获得嘉宾评委的一致肯定。在拉票环节，4 名学生代
表通过精彩的中文演讲、笛子独奏、天津快板、摇滚歌曲等，
充分展示了良好的汉语表达水平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让不
少观众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近 3小时
的激烈角逐，北部省中卢友谊女子中学获得第一名。

苏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