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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腾讯网友评出最难认的 17 个汉字，还选出 100
个容易读错的字和100个容易写错的字。网友调侃道，17字
中“认得 5 个以上的，据说是学霸；认得 10 个以上的，听
说是学神；17个全认识的，好像没有。”由于我们的日常生
活须臾离不开汉字，所以这个评选结果一出，即引起网民
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有人认为，这些难认、难写的汉字正
是体现了汉字的魅力和趣味；也有人认为，完全没必要钻
研这些生冷难的汉字。那么，作为现代人，我们到底应该
掌握多少汉字？汉字应该学多“深”？

常用字必须掌握

汉字在发展演变中兼容并包，所以数量呈不断增长的
趋势。现在的“汉字家族”到底有多少位成员？恐怕没有
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历史上首次对汉字数量进行统计的
是汉朝的许慎，他的 《说文解字》 收录 9353个汉字。我们
现在常用的《新华字典》收录1万多个汉字，1990年出版的

《辞海》有14872个汉字，而1994年编辑的《中华字海》则
收录87000多个汉字。

在这浩如烟海的汉字中，我们究竟需要掌握多少呢？
有关研究表明，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所用到的汉字
只有几千个。1000个常用汉字能覆盖92%的书面资料，2000
个常用汉字可覆盖98%以上，3000个常用汉字则能达到99%
的覆盖面。现在小学生 6 年的语文课上要学习 2500 至 3000
个汉字，初中3年再学习500至1000个汉字。所以，通常来
说，一个人只要接受过9年制义务教育，那么他所学汉字应
对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绰绰有余。

现实情况是，人们对这几千个常用汉字的掌握情
况并不乐观，不是上学时没学好，就是学了没

记住。总之，网友选出的100个容易写
错的字和 100 个容易读错的

字，几乎没有人可以
得 满 分 。

比如，“编纂”错写成“编篡”、“不胫而走”错写成“不径
而走”、“修葺”错写成“修茸”等。

冷僻字尽量掌握

那么，汉字中的冷僻字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解和
掌握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如果有精力、有兴趣、工作
需要，还是得尽可能多地掌握这类字。语言文字、民俗、
教育、出版等领域的研究者和从业者需要掌握的汉字数量
应该比其他人多些。即使不从事上述职业，多识字也没坏
处。因为许多冷僻字是用在姓名、地名上的。如，安徽亳

（bó） 州、河南浚 （xún） 县、湖南耒 （lěi） 阳、山东郯
（tán） 城、湖北沔 （miǎn） 阳等许多地名就经常被叫错。

当今父母追求个性，尽管知道今后会在升学、就业、银
行、保险等需要人名认证的时候遇到麻烦，但仍挡不住他们
用冷僻字给孩子起名的热情。据报载，有的小学一个班里用
冷僻字起名的就有十几个，曌 （zhào）、埜 （yě）、彧

（yù）、懋 （mào）、姁 （xǔ）、艽 （jiāo） ……纷纷入名。
为避免叫错学生名字的尴尬，不少小学老师在接新生时，不
得不带本字典点名字。

另外，随着网络的普及，一些生僻字进入了互联网。
比如，这次评出的 17字中的孨 （zhuǎn）、槑 （méi）、囧

（jiǒng） 等就曾是红极一时的网络用语。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院副教授冉启斌对本报记者说，

适当学习和掌握一些冷僻字可以避免叫错别人名字的尴
尬，可以避免叫错地名的不便，可以避免认不出药名的为
难，所以还是有必要的。

识字不仅仅是学生的专利，识字的地点也不仅仅限于
学校。只要有条件，每个人都能利用零星时间和可利用的
条件多识字。比如，常翻字典，收看电视的汉字汉语类节
目，把报纸杂志上刊登的汉字自测题做一做，等等。

错别字应该杜绝

汉字起源于原始的图画，是从原始图画演变而
来的一种“表意符号”，它与西方

的 拼 音

文字有着极大的差异。“差异产生美”，不少外国汉语学习
者步入学中文行列的原因，就是受到汉字优美字形的吸
引。可以说，汉字既是他们学中文的兴趣点，也是他们学
中文的难点。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师王丽娟在教学中发现，留
学生在学习中容易犯这几类错误：一是同音字混用，人们

（门）、明 （名） 确、自由 （油）、时候 （后）；二是间架结
构用错，“一落千丈”成了 （左边三点水，右边草字头和
各）；三是形近字错用，太糟 （槽） 了、除 （陈） 了、考虑

（虚） 等。
比利时留学生王杰说，最难记难学的就是由部首偏旁

组成的汉字，有时候分不清应该用哪个偏旁。比如，我总
把“锅”写成“火”字旁，“澡”又会忘了左边的“三点
水”，独体字反而不容易写错。

沈阳市第五中学教学主任张雪松在分析错字的成因
时说，在日常教学中，学生容易混淆的是形声字。声旁
加偏旁部首后，字面的意思会出现不同的变化，通过半
边猜测字面的大致意思往往会搞错。如何避免出现写错
字？张雪松认为，主要应该通过增加阅读量来增加汉字
储备。阅读时要精读、慢读，不要仅关注情节，更要看
文字的意思；必要时还可以翻翻字典，读出文字背后的
东西。

世界上所有文字中，汉字是唯一从古代一直演变过
来、没有间断的文字形式，它保证了中国文化始终没有
间断地传承下来。我们有理由为自己所拥有的中华文明
而自豪，也有理由为自己能够使用中文而骄傲。但在自
豪和骄傲之余，也应该经常地抽点时间和精力，整理一
下自己的识字库，剔除不规范汉字和错别字，为自己的
汉字库增加一些储备。

冷字难字知多少冷字难字知多少 能认会读乐陶陶能认会读乐陶陶

汉字应该学多汉字应该学多““深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菲菲

在纪念《堂吉诃德》第二部发表400
周年系列活动中，西班牙华商中文学校应
邀为塞万提斯博物馆用汉字抄写 《堂吉诃
德》第三十六章。抄写的纸张是特制的，字
体要求是端正的楷体。被选中的抄写者有中
文学校书法老师徐国良，中文学校学生许乐
凯和索菲亚。许乐凯是一名被西班牙家庭领养
的华裔学生，索菲亚是一名西班牙学生。

日前，塞万提斯学院举行发布会，介绍用
包括中文在内的 74种语言手写完成的 《堂吉诃
德》 第二部的手抄本。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
查自治区托沃索市市长马尔西亚诺·奥特加在发
布仪式上，对参加书写中文部分的人员表示感
谢。他说，塞万提斯博物馆已拥有5种不同的中
文版本的《堂吉诃德》，希望这次的手抄本能够
展示汉字的魅力。据悉，74种语言的手抄本装
订后将永远留存于该博物馆中。 （黄 英）

▼图为许乐凯和索菲亚抄写的《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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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书写者徐
国良老师（中）和许
乐凯（右）、索菲亚

（左）

我担任丹华学校幼儿班老师已经近一
年，这一年看着孩子们不仅渐渐地长大
了，还能用越来越多的中文词汇跟我交
流，真的感到很欣慰。同时，我也明白自
己肩上挑的担子是沉甸甸的。

我教的幼儿班是一个有 20 多个学生的
班级，学生年龄最小的刚 4 岁，最大的 6
岁，他们大都是在荷兰出生并成长的华裔
儿童，还有几个是地地道道的荷兰儿童。

在教学中，我注重根据学生的年龄特
点，设计出一个只属于他们的课堂，为的是
让他们牢牢掌握汉语基础知识，能在今后学
习中文的道路上，插上高飞的翅膀。

第一，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学习环
境，支持、鼓励和吸引孩子们用中文交
谈，体验汉语交流的乐趣。

我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特征，在备课时
特别注重课堂动静结合，不仅要让学生认
真学习课本知识，还让他们在一个愉快的
氛围里学习中文。为此，我把孩子们喜爱
的游戏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例如：班里的
孩子很喜欢角色扮演的游戏，有灰太狼也
有小兔子，一边演，一边就把中文句子读
出来了。同时，在游戏过程中，多提出一
些简单的问题。鼓励孩子们动脑筋回答问
题。这样，孩子们的学习便会慢慢地从被
动转变为主动，语言表达能力也能得到逐
步提高。还有，我认为在教学中运用表扬
和鼓励对孩子们是特别重要的，没有哪个

孩子是不喜欢鼓励
和表扬的。当孩

子们学习上有了
一 点 进 步 后 ，
我都会毫不吝
啬 地 表 扬 他
们，让他们在
学习过程中得

到鼓励，从而对
中文学习产生强

烈的兴趣并积极参
与到课堂活动中。我一直希

望孩子们能在不枯燥的状态下学习中文，
并且能在中文学校愉快地度过一个周六。

第二，注重听、说、读、写训练。因为之前接
受过北语教授语音课程的培训指导，我深知正
确的发音对正在打基础的学生们有多重要，学
生不仅要听到正确的发音，还要准确地说出
来。由于孩子们在荷兰长大，很多汉字的发音
对他们而言是很困难的，而四五岁的孩子正是
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因此，我不厌其烦地反
复操练，不断纠正，而且采用适当的教学技巧纠
正他们的发音，直到正确为止。再有，我比较重
视听力。刚开学，我除了用中荷语言相结合的
方式发出教学指令外，也会在学习新内容时放
相应的录音，让学生认真从录音中理解怎么读，
并配合听力的小游戏进行训练，以提高学生的
听力。听力提升了，说话就流利起来了。当然，

《等级汉字》在幼儿班的使用，也起到了快速识
字、提前阅读的作用提前阅读的作用，，这是不能忽略的这是不能忽略的。。

““学然后知不足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然后知困，，教学相教学相
长长也也”。”。这一年来的幼儿教学这一年来的幼儿教学，，学生们的课学生们的课
堂反馈让我的教学思路更加清晰堂反馈让我的教学思路更加清晰，，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也更加科学有效也更加科学有效，，中文教师对我来说是一份中文教师对我来说是一份
美好的职业美好的职业。。孩子们都是小天使孩子们都是小天使，，他们一点他们一点
一滴的进步都是我前进的动力和对我的肯一滴的进步都是我前进的动力和对我的肯
定定。。同时要感谢天使们的家长同时要感谢天使们的家长，，没有他们对没有他们对
中文的热爱和对我的信任中文的热爱和对我的信任，，孩子们也不会在孩子们也不会在
一年后就开始流利地说中文一年后就开始流利地说中文、、写汉字写汉字，，能用能用
中文表达他们的想法中文表达他们的想法。。还记得刚开学时孩还记得刚开学时孩
子们不敢说中文那害羞的模样子们不敢说中文那害羞的模样，，现在每次课现在每次课
前课后他们都主动和我打招呼前课后他们都主动和我打招呼，，并与我分享并与我分享
他们生活中的快乐他们生活中的快乐。。以前一个汉字也不会以前一个汉字也不会
写的他们写的他们，，现在能骄傲地把自己写的汉字迫现在能骄傲地把自己写的汉字迫
不及待地拿给爸爸妈妈看不及待地拿给爸爸妈妈看。。以前不懂中文以前不懂中文
的他们的他们，，现在能用中文和家人对话现在能用中文和家人对话，，还可以还可以
用中文举一反三地造句用中文举一反三地造句、、玩游戏玩游戏。。

我爱这些孩子我爱这些孩子，，也热爱中文教师这个也热爱中文教师这个
职业职业。。虽然虽然，，在海外中文教学的路上我还在海外中文教学的路上我还

刚起步刚起步，，但我愿意尽自己的全力坚定但我愿意尽自己的全力坚定
地走下去地走下去。。 （寄自荷兰）

（本文作者系荷兰丹华
文化教育中心教师）

在海外教中文

我 是 新 兵
张佳敏

在向留学生介绍中国的民间文化时，猜灯谜活动引
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纷纷要求我详细讲解。于是我给
他们出了两个字谜：（1）搬走石头，来人方便。（2）来人就
累，加框就圆。学生们听了，面面相觑，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甚至在我给出谜底后，他们仍困惑不已。经过我
的一番解释，他们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谜底是“硬”和“卷”。

本以为关于字谜的话题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对于只
学了 1 年多汉语的留学生来说，猜谜语并不容易。不想
这两个字谜却引发了留学生们的兴趣。第二天上课前，
学生就问我还有没有字谜给他们猜。于是我又给了一个
谜语：七十二小时。几个留学生写写画画，居然猜出了谜
底是“晶”。第三次我给的谜语是：（1）一加一。（2）你没
有，他有；天没有，地有。这两个谜语的谜底“和”、“也”都
让来自尼日尔的留学生莎菲亚猜出来了。她说，法语中
也有类似的字谜。这下她成了班上公认的“猜谜大
王”。班上来自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赞比亚的学

生也开动脑筋，积极参与。
得益于我脑子里的谜语存货，留学生们养成了课前

和课间猜谜的习惯，而且他们还提出要求：只猜字迷，
因为猜字谜可以帮助他们记忆笔画结构复杂的汉字。比
如“十字头，八字底，三字躺在箱子里”和“一共两
横，不是二字”这两个谜语对于他们辨别和记忆“真”
和“其”这两个字之间的差异很有帮助。

为了满足学生们的这一要求，我不得不求助于网
络。每次上课前在黑板上写两三条谜语，学生们很快找
到了窍门，诸如“挥手告别”（军）、“又进村子”（树）、“要一
半，扔一半”（奶）、“半真半假”（值）、“连衣裙”（君）等离合
增减法的汉字谜语已经难不住他们了。更可喜的是，来
自土库曼斯坦的学生苏利曼也给我出了个字谜让我猜：

“一月七日”（脂）。他还说要记比分，跟我比输赢呢。
自从留学生们喜欢上了字谜，在他们眼中，原本枯燥

的一个个汉字“活起来”了。有一次，我出了一个谜语：

“ 一 根
棍子吊个箱，
一架梯子里面装。”
话音未落，学生们就应声
给出了答案：“面！”真是脑子越
动越灵。还有一次课间，学生们又眼
巴巴地等着要谜语，我就在黑板上写
了一个：“一个锅，炒豆子，两颗在里，
一颗在外。”等课间休息结束，我回到

教室，学生们很认真地对我说：“老师，你写错字了！这个
谜语的答案应该是‘心’。可是那颗‘豆子’也应该跳到

‘锅’外的。”我一看，果然是我匆忙中写错了谜面，应该是
“两颗在外，一颗在里。”我连忙认错。现在再学新课的生
词时，他们常常会提出：“这个汉字也许可以编个谜语。”

如今我们班的猜谜活动还在继续，我从图书馆借来
《谜语大全》 等书籍，并有意识地增加字谜的难度。因
为学生大多在医学专业学习，所以我有意识地把要求掌
握的医学汉语中涉及的汉字和词汇纳入猜谜活动。当谜
语“不落的月亮”（脉），“动手术的部位”（召） 等谜底
揭晓时，学生们发出了恍然大悟的惊叹。

把汉字谜语引入对外汉语教学课堂，能激发起学生
学习汉字的热情、增加他们掌握汉字的信心，还能打开
他们记忆汉字结构的思路。教师只要给予适当引导，就
能让汉字谜语成为促进留学生学习汉字的好帮手。

（本文作者系同济大学对外汉语教师）

猜谜猜谜：：让汉字让汉字““活起来活起来””
林林 希希

虽已过去几年，但初中毕业后我和舍
友一起去云南毕业游的经历仍历历在目。

我初中 3 年都是在寄宿学校度过的，
所以我有 5 个感情深厚的舍友。毕业时，
我们相约去中国最美的古城——云南丽江
旅游。

到达云南后，我们先去了玉龙雪山。
那时候是 6 月份，天上还飘着雪，山上也
堆满了积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雪，所以
十分激动。人们在海拔如此高的地方都缓
慢前行，不时地吸几口氧气瓶中的氧气，
而我却兴奋得到处乱窜，把舍友们晾在一
边。正当我要往更高的地方去时，一脚踏
空，摔了下去，还在雪堆里滚了三四圈，
站都站不起来了。几个舍友把我扶起来，

边扶边笑着损我。这下我算是知道什么是
“乐极生悲”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我们去丽江古城闲
逛，不仅领略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还吃了
不少当地美食，真是回味无穷！最奇特的
是古城里的建筑和民族风俗。那些建筑古
风古色，具有突出的少数民族特色。当地
居民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历史故事，让我们
开拓了视野，受益匪浅。

在云南的美丽而又快乐的时光，我是
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度过的。这次旅行不但
让我增加了见识，而且加深了我和朋友之
间的友谊。尽管现在我们天各一方，但依
旧心连着心，友谊长存。

（寄自加拿大）

我的小秘密
朱文健

毕业游云南毕业游云南
任楚珺任楚珺（（1818岁岁））

在我8岁的时候，看见一些高手可以不扶车把地骑单
车，觉得他们很帅，很羡慕他们。从那时起，我就喜欢
上了骑车。我求爷爷给我买了一辆单车。爷爷对我千叮
咛万嘱咐，叫我不要撒把骑车，因为那样太危险。爷爷
不仅嘱咐，还每天监视我，我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就
像在我身上装了一个监控器一样。

一天中午，爷爷困得睡着了，我偷偷地跑到湖边练习
撒把骑车。突然，我被地上的一块石头绊了一下，车轮撞到
石头上，车头转了方向，我掉进了湖里，全身都湿透了。我
想：“糟了，这可怎么回家呀！”又灵机一动，在湖里抓了几条
鱼拿回家。爷爷问我为什么全身湿透了，我说我骑单车去湖
边抓鱼去了。第二天下午，爷爷刚好要下田，我趁机再次练

习撒把骑车。不知摔倒了多少次，仍然不能
做到撒把骑车。我气急败坏地对自己说，以

后再也不撒把骑车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我

的这个“失败经历”，这是我
的小秘密。

（寄自斐济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