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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由功夫影星成龙代言的曾被工商部门打假
的广告被网友们进行了新一轮的恶搞，视频中的一个

“duāng”成为了最热门的符号。很快，网络上掀起一股最
新的造字浪潮，“duāng”字变身“龙

成”顺势而生。这些网络
生造字是会倏然而逝，还是会影响深远？面对网络生造字，
你是什么态度？一笑置之？积极加入？还是愤而攻之？

网络生造字再次走红

生造字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早在唐朝，朝臣宗秦客就
造了“曌”（zhào）字，献给女皇武则天，意为“日月当空，普
照天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禄兴总结说，如今
的网络生造字从字形来源上说，主要分为三
种：一种是罕用字、生僻字字形表达现代意
义，例如“囧”，本意是“光明”，现在更像是一
种表情符号，被赋予“忧郁、无奈”的含义；第
二种是借现有汉字进行会意组合，例如，前不
久造出的“qióng”，就是三个“买”字的叠加，
意思是不停地买就会把钱花光，最后变穷；之
前流行的“槑”和“嫑”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槑”（méi）是两个“呆”的组合，原是“梅”的
异体字，后被网名用来形容某人呆上加呆。
而“嫑”（biào）就是“不要”的意思，发音也正是原词的连
读；第三种就是网络独立的生造字，例如现在流行的

“duang”。除了李禄兴副教授所总结的3种生造字之外，还
有一种“新意字”，即在原意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含义，10年
前流行的“偶（我）”、“粉（很）”还有“银（人）”等皆可归到此
类当中。

网络生造字的走红，引起众
网民的围观。不少网友表示，没
想到汉字还可以这样“玩”，也有
部分商家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借
势造字进行广告宣传，曾在 T 恤
上印生造字就是一例。对此，中
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
员唐正大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
说：“字不同于词，

字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书写符号系统，需要一定的规范，
这样才能保证文字在记录语言时的准确性和可沟通性。网
络作为新媒体，具有传播快、受众广等特点，更应慎重使用
此类文字，尤其应该注意是否用在引号中，是否明确标识出
戏谑、娱乐的语境。”

李禄兴则认为，对于网络生造字，我们一方面要抱以宽
容的态度，因为网民的发明创造以及人们追求“新、奇、特”
的心理是难以阻挡的；另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语言文字的
规范化在文化交流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注意规范用字，避免
误导社会和受众。

网络生造字难以长期存在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开始，一直到现代新
印刷字体的产生，汉字的发展历经几千年沧桑，始
终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网络造字在语言的发展潮
流中更像是一种智力游戏，表达着现代人的幽默、
反讽等情绪，反映着现代人普遍关注的问题和事
物，其真正的社会应用价值普遍不高，流行一段时
间后热度会逐渐降低，继而被新的生造字淹没，所
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倒在沙滩上”。网络生
造字与网络流行语一样，是一种伴随互联网发展

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字现象，也是
当今社会文化快速发展变化的表现。

历史上出现的生造字，例如“曌”，后
来并没有通行在汉语文字体系中，因为已
有的文字系统中早已存在着表示“明亮”
的字词。后来，除了用在名字中，“曌”字
很少被使用。普通话和方言中也存在一些

“截肢”、堆叠的字，例如“招财进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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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ǎngbiǎng） 面”，但大多牵强附会，多是宣传噱头，
很难通用。正如十多年前流行的网络热词“斑竹 （版
主） ”、“烘培鸡 （Homepage，主页） ”现已基
本绝迹。很多网络新字和新词，如
同浩瀚的汉字星

空中的流星一掠而逝，逐渐被
遗忘和淘汰。

网络造字不会扰乱汉字发展

有些人担心这些网络生造字会扰乱汉语秩序，李禄
兴表示，学界和民众大可不必为此感到惶恐。因为相对
于近 9 万个汉字来说，网络生造字只占极小的一部分，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且它们也不可能进入3500个常用汉
字当中。其实，网络造字并非汉字独有，在英语中也不
时有些新单词被网名造出来。2014 最新的十大英语新
词之一“friendvertising”就是“friend （朋友） ”和

“advertising （广告） ”两个词的变形组合，意为朋友
圈营销。

大多数网友是抱着娱乐的态度参与造字和相关
互动的。但在文化领域，新闻媒体有责任谨慎用
字，字典词典的收录与编写也应保持规范。

汉字发展到今天，经过了几千年的复杂演变
和改造，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汉字作为中华
民族独特的书写符号系统，和我们的社会生
活、科学研究、信息系统等各个方面存在
着 极 其 密 切 的 绑 定 关 系 。 正 如 大 浪 淘

沙，是金子总会在水中熠熠发
光，流沙常有，却总会被时
间 的 长 河 冲 刷 得 荡 然 无
存。生造字不会产生实
质性的影响，但也不
会消失。

 







日前，借着“3·15”打假的声势，一个名为
《汉字打假》的游戏在微信上火了一把。该游戏声
称，“150 个汉字，你一写就错。不信就来打假！”
仔细一看，其实这个游戏就是挑错别字。游戏设
计成两词一组，一对一错，让参与者选择。选择
对了，会弹出下一组词；若选择错了，会有正确
答案弹出，且你仍然可以继续参与。正是这种游
戏的形式，吸引了众多“80 后”、“90 后”、“00
后”踊跃加入，一试身手。

从学校毕业后，如果不是从事和语言文字相
关的职业，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许不会再去咬
文嚼字，《新华字典》往往也被束之高阁。加上一
些不规范使用的汉语词汇和用字流传甚广，毒害
不浅，许多人中招后以讹传讹。说实话，要想在
这150个词的游戏中一分不丢地全部答对，还真不

是件容易的事。
如果一本正经地告诉人们

正确标准的汉语词汇表达和汉
字用法，一些人会不以为然，
还 有 一 些 人 会 漫 不 经 心 。 所
以，这样纠错的效果并不好。

但游戏就不同了。喜欢游戏是人类的天性。大文
豪莎士比亚曾说：“游戏是小孩子的‘工作’。”从
某种意义上说，游戏也是成年人工作的一部分。
君不见，不论职业，不论学历，游戏总能吸引众
人的注意力。此前，《汉字英雄》、《成语大赛》等
一批引入了游戏形式的语言文字类电视节目热播
就是明证。

汉语学习是终身的，《语文》课也不应该止步于
毕业。既然游戏这一形式喜闻乐见，老少咸宜，那
么，我们在学校教育中不妨引入富有游戏色彩的教
学形式，提高学生的汉语学习兴趣；我们的汉语推
广部门不妨多设计些带有娱乐元素的游戏，让人们
在愉快的情绪中增长知识，拨乱反正，最终达到提
高全民文化素质的目的。

对于越来越多的海外汉语学习者，不论是华
裔子弟，还是外国人来说，学习兴趣都是至关重
要。海外中文学校和孔子学
院也可以在教学中借鉴这种
做法，针对学生的实际汉语
水平开发相关游戏，以达到
寓教于乐的效果。

游戏有助学中文
刘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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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虎”宝宝
感受中国文化

陈雅婷

在荷兰，大家很独立，做任何事情都靠自
己。但由于我父母是华人，所以我生活中会有一
些中国人的习惯。比如，父母告诉我，中国人是
讲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中国人的社交就像圆
圈一样，每个人都通过别人认识彼此。所以，我
一直相信，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习惯，
但是通过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互相交流，人和人
之间的关系可以更紧密。

我们学校就有许多外籍学生一起交流，团结
在一起像一个大圆圈。我们并不是在同一天就彼此
认识的，是朋友间的互相介绍，让我的朋友圈越来
越大了。朋友之间的友情也不会一天就产生，这需
要我们长期去了解彼此。就像一朵花一样，只有关
心和耐心等待，它才会盛开。

从更大的方面看，我觉得整个世界都需要形成一
个圈子，因为各国都需要朋友来改善国际关系。假设
每个国家是有棱有角的“方块”，那么国与国“相撞”
的时候彼此都会疼，但如果变成圆圈，那么即使“相
撞”也不会特别疼。

有些时候，独立是需要的；但也有些时候，独立使
人力不从心。因此，我们既要内心强大，独立自信，也要
团结一致，广交朋友。让我们牵着彼此的手走进美好的未
来吧！ （寄自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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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是一群在中国农历虎年出生的美国“虎
娃”。他们活泼可爱，对外界好奇心重。教学中，我利用
多种形式，向虎娃们介绍中国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

在孩子们午睡后的零食时间，我为他们播放儿歌
《恭喜恭喜》、《新年好》，这些儿歌成了他们第一批朗朗
上口的中国歌曲。我还给孩子们讲述中国人过年的习
俗，教他们拱手作揖说“恭喜恭喜”。看着儿歌视频里红
火的景象和色彩，孩子们既兴奋又好奇，纷纷模仿着唱

起“恭喜恭喜”来。同时，我还组织孩子们集体观
看中国春晚。马年春晚中的几个节目给他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观看儿童舞蹈节目 《小马欢腾》 时，

他们纷纷从地毯上站起来，跟着电视里的“小马”摇头晃
脑，撒欢跑跳。他们最喜爱的节目是《魔幻三兄弟》，自从

看了《魔幻三兄弟》，虎娃们学会了“新年快乐”。羊年春节
到来时，孩子们已经可以轻松地边作揖边道贺：“恭喜恭喜！

新年快乐！”我忽然觉得，有了春晚，汉语教学好轻松……

我有意识地在每周固定的中华文化元素教学中引入中国童
话和神话故事，这些内容特别能吸引孩子们的兴趣。比如，讲
述“年”的传说。孩子们通过观看动画视频，大概了解了中国

“年”的由来。看完后，我问孩子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叫
“年”的怪兽吓跑？孩子们马上滔滔不绝地列举各种“法宝”：
放鞭炮、贴窗花、贴春联、舞龙舞狮、挂红灯笼……就这样，
不知不觉间，孩子们通过故事记住了中国节日春节和中国人过
年的习俗。

孩子们喜欢动手，乐于参与。我因此设计了不少让孩子们
参与和互动的教学环节。比如，今年过年前一周的手工课，我
教孩子们制作小羊窗花。只见孩子们认真地把小羊的头、四肢
和尾巴粘在红色的窗花上。春节前一周适逢情人节，我把窗花
设计成爱心的形状。在孩子们的巧手下，一只只爱心窗花小羊
诞生了。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中国美食，我曾熬夜制作番茄版和草莓
版糖葫芦，在周末发给孩子们。过年时，我和志愿者同伴们包
了饺子分给孩子们和美国老师。考虑到美国人的口味问题，我
选用了鸡肉胡萝卜玉米馅儿，用的是水煎包的做法，果然，美
国老师和美国虎娃们都特别喜欢。

今年春节没有回家，我却并不孤单。看到这群美国娃娃
对汉语、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了解一天天加深，我又感动
又自豪——孩子们的情感和价值观是非常纯粹的，如果
在这一时期能让他们看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魅力，
让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产生兴趣并热爱，这
种爱很有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若干年后，当这些
美国虎娃变成翩翩少年，也许他们已然记不得我这
个老师，但我真心希望他们会用地道的汉语继续

讲述中国的故事，继续充满热情地欢度中国节日，
一年又一年…… （寄自美国）

（本文作者系美国南卡罗莱纳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志愿者）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胡老师一
直是我在中文学校的老师。说起胡老师，班上的同学没有不喜
欢她的。她对学生态度温和，谁有了进步，哪怕只是一点点，
她都给予肯定和鼓励。可我却没那么幸运，胡老师对我更多的
是严厉。上课时，别的同学说悄悄话，她只是走近他们，以轻
轻的“嘘”声阻止；但是只要我一张嘴，就会被她毫不留情地
点名：“吴中豪，老师刚才讲什么了？”上课时，别的同学吃东
西，只要不影响听讲，胡老师一般不会加以制止；而我却绝对
不行。别的孩子不想回答问题时，胡老师从不强求；但是有些
时候我没举手，胡老师也会特意叫我。别的同学偶尔会上课迟
到，我呢，5年来不但没有迟到过一次，而且每次都是早早地到
学校……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胡老师是我的妈妈！
其实，妈妈对我也不是只有严厉。记得刚上学前班时，我

非常害羞。老师上课向我提问，我回答的声音像小老鼠那么
轻。后来到了妈妈任教的班上，有一次，妈妈在课堂上提问，
全班没有一个同学能回答。这时，妈妈用充满鼓励的眼神看着
我。看到妈妈期待的目光、亲切的笑容，我站起来大声地说出
了正确答案，妈妈当场表扬了我。

妈妈知道我喜欢《三国演义》，所以当学校举办讲故事比赛
时，她在电脑上找来 《草船借箭》、《火烧赤壁》 等三国故事的

动画片，让我每天看一遍，直到熟记在心。然后，再让我对着镜子加上动作、表情
地不断练习。故事会上，大家对我充满激情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就这样，我像
是从贝壳里走了出来，声音变响了，人也变得自信了。

以前，我不喜欢读古诗，课文里的古诗是我最不喜欢的部分。可妈妈说，古诗
是汉语言文学的精华，它会把人带进一个奇妙的境界。所以，每周往返中文学校的
路上就成了我学唐诗、背古诗的时间。一边是妈妈不厌其烦地讲解诗的意思、意
境，一边是我或沉思或默记或朗诵着古诗名句。虽然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被动地读
着记着，却不曾想几年过去了，我竟背会了那么多首古诗！

其实在家里，妈妈一直对我疼爱有加。只要有机会，她就会陪我看中文电视，
我也因此欣赏了包括春节晚会在内的许多中国电视节目。在妈妈的影响下，我越来
越喜欢学习中文，我的中文水平也在稳步提高。我这才发现，妈妈不光在生活上照
顾我，也在学业上帮助我。她是我的“妈妈老师”！ （寄自美国）

去 年
夏天，我和爸爸回
到湖北襄阳——爸爸的故
乡。一天傍晚，姑姑和姑父邀请
我们一起去逛北街。

襄阳的北街是一条步行街，是仿造三国
时期的风格、在原址修建的。我们沿着街慢慢地
走着，看到很多卖衣服、玩具和小吃的店铺。姑姑
在一家饮料店买了我最喜欢的珍珠奶茶，姑父则买了几
串鸡肉串和一些小笼包。我们边走、边吃、边逛。天慢慢
地黑下来，街上灯火通明，真热闹啊！

逛着逛着，我们来到了古城门。穿过城门，一眼望去，便是襄
江！襄江是长江的支流，它横穿襄阳市，把它分成襄阳和樊城。江边有
很多人。孩子们奔跑着，大人们在聊天乘凉。这时，我看见有人在放孔明
灯，我也想试一试。于是姑父给我买了一个。我把蜡烛放在灯座上，点了起
来，我们4个人每人拉住一个角，慢慢地等着热气把灯鼓起来。然后，试着把
它放起来。可是灯飘了几下，又掉了下来。我看着很失望。姑父说：“别着急，
我们再试一试。”我们再次把灯点起来，耐心地等着。灯很烫手，直到烫得快捏
不住时，我才慢慢地松开手。这次孔明灯起飞了，它慢慢地飘过树梢，飘过城门
楼。突然，一阵风把孔明灯吹向城墙方向。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幸好风向
又变了，灯慢慢地飘回江心。孔明灯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望着远去的孔明灯、
远处桥上的照明灯和襄江两岸五颜六色的灯光，我发现襄阳真美！

坐在过江的船上，享受着凉爽的江风，我回味着刚才的经历。下次来襄阳，
一定再逛北街。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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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我包的饺子！”

“ 我 们 是 可 爱
的小绵羊”。

“拜年啦！”

 







 







 







古时有古时有““曌曌””曾经有曾经有““囧囧””现在有现在有““DuāngDuāng””

面对网络生造字面对网络生造字，，你怎么看你怎么看？？
张力为张力为

逛襄阳北街
毛舒铭（1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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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舒铭（1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