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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错别字 同向不同力
凌 波

刘老师：您好！
我身在加拿大，是一位为儿子学中文而殚

精竭虑的妈妈。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网络上惊喜地发

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个 《学中文》 版，当即
收藏。闲暇时与孩子一起阅读，既为学习交
流，更为了那一份与无数散落在海外的华裔孩子一起学中文的感受。

儿子今年10岁，可以说中文也学了10年。他学得很欢乐，一直
都无比地享受学习过程。我们的学习方式或许有些天马行空，与众
不同，其结果似乎也有些与众不同。在朋友的鼓励下，我把一些经
验和感受记录下来，希望可以与更多海外的父母和老师分享交流。

现在，儿子开始写小文章了，思维信马由缰，语言非常生动好玩。
感谢《学中文》版为海外华裔子弟提供了一个这么难得的机会和平
台。如果儿子的文章有幸发表，能否请届时告知发表时间，也好收集
一些报纸，留作儿子的成长记录。如果不合要求，就继续努力。无论
如何，我都会陪伴儿子在学中文的路上走下去，也会继续写下去。

非常感谢！ 张翎于加拿大

张女士：您好！
来稿收到。看到您记录的儿子从出生到现在的学中文记事，十

分惊讶。在海外非汉语大环境下，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之余，您能如
此用心地引导陪伴孩子学习中文，所花费的心血、所克服的困难难
以想象，令人感动。

《学中文》版已经创办了19年，当年的小作者早已长大成人。能
够配合中文学校和家长，帮助华裔子弟在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学好中
文、提高他们的兴趣是我们工作的宗旨。

让孩子在海外非汉语环境中坚持学习中文是很不容易的，许多
家长面临着和您相同的情况。所以，您的想法做法对于他们有一定
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特别感谢您对《学中文》版的关注和厚爱。
正是因为众多海外读者的需求，才激励我们不断

创新，不断琢磨着怎样才能
更好地为海外中文学习者
及其家长、老师服务。

欢迎您的孩子来稿。
祝好！ 刘老师

日前，对外经贸大学中华传统文化沙龙活动吸引了众多留学
生。活动通过全方位展示中华传统文化，激发了他们进一步学好中
文、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兴趣。

异国面孔穿上传统的中国服饰，中西搭配别有一番风味；起
笔、停顿、压笔，跟随老师的讲解，有板有眼地学习中国书法；糖
人手艺师傅现场演示画糖人技艺：龙、蝴蝶、兔子等变魔术般呈现
在砧板上，引来一片赞叹；古筝演奏、民族舞蹈，令人陶醉不已；
还有现场制作剪纸、各种中华美食等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笑声不
断。 （李立绅）

自打我懂事后，父亲就常在我耳边叮嘱：“做事要
谨慎，要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不过由于种种理由又
或者是叛逆心理作怪，我从来都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
上。但因此而发生的一件事是我现在都不敢忘记的。

在我依稀的记忆里，那天天空很蓝，阳光明媚，看起
来是一个十分美好的上午。我如往常一般，中午放学后
正准备从学校开车回家，刚巧碰上了一个已经毕业的老
熟人。熟人相见，闲聊是不可避免的。一通两小时的闲
聊后，我的肚子已经在抱怨地咕咕叫了，毕竟我早饭吃
得不多。和熟人分手后，我打算开车回家。当我把汽车
发动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居然在冒冷汗，要知道那天
可是大热天啊！我只休息了一分钟后就坚持开车上路，

在路上，我边回想着和熟人的相遇，边惦记着母亲在家
给我准备的鸡腿。想着想着，我的眼睛忽然不能聚焦
了，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当我意识到要晕过去的时
候已经来不及了，然后眼前一黑，我不省人事了。

记得当时我依稀听到猛烈碰撞的声音，后来还有
警笛声，再后来，人们的说话声也开始隐约听到了。
我当时已经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后来有人
将我抬出车外，我才清楚地知道，出车祸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救护车里，爸妈
守在身边，还有警察。警察看到我醒了，就开始给我
描述发生的事情。原来我的车跟路边的树来了一次亲
密接触，车子彻底报废了。假如运气再差一点点，后
果会很严重。后来经检查我的身体居然没受什么伤。
至于为什么会突然晕倒，是因为太久没吃东西，血糖
已经低到了一个可怕的水平。

经过这次教训我才明白，为什么父亲总是在我耳
边唠叨要我谨慎对待每件事。其实开车前冒冷汗的表
现就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对劲，不该侥幸开车上
路。我算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趟。现在每每回想起这
件事情，我的心仍然在颤抖。很多事情的发生只在一
瞬间，也不给人留后悔的机会。所以做事要谨慎，要
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甚至深思熟虑。这样发生令人
后悔事情的次数就会减少很多。

（寄自加拿大）

吴宇超（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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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孩子见多识广，口味刁钻。一旦学非
所愿，脾气上来立马造反，心情好的时候身在曹
营心在汉。好在凡事有了兴趣，坚持下去倒也不
难。中英双语流畅，可以涉猎中西文化，儿子的
中文就是沿着下边这条时间线，悠悠然走到今
天。
■ 1~2岁
进入幼儿园，从此中英文兼收并蓄。
睡前中文亲子阅读习惯养成，并延续至今，

仿佛吃饭睡觉一般自然。
■ 2~3岁
开始进行有效的双语交流——看见黑人、白

人就讲英语，见到亚裔面孔的人就讲中文。
2 岁半时已经自发地背下 600 多字的《三字

经》，但在3岁时全部忘记。以此证明，不懂不用，
认过的字、背过的诗都将是无源之水、过眼云
烟。没有感悟的机械记忆，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但真没什么太大意义。
■ 3~4岁
没有音乐细胞灵感、没有运动基因，就往博

学多才的方向发展。亲子阅读时间极尽可能地
增长，阅读范围迅速扩大，浅显的科学专有名词
开始登场。交流范围跳出日常生活，向海陆空多
角度全方位扩展。

迷上动画片《西游记》《三国演义》以及爆笑
搞怪的《夺宝幸运星》等。
■ 4~5岁
开始中文识字。
正式入读公立学校学前班。

阅读内容向纵深发展，代表性的图书有：《生
命的故事》《就是爱恐龙——恐龙博物馆之旅》。
因为学的是简体字，而图书馆的儿童图书多为港
台版的繁体字，故识字和阅读之间缺乏有效的结
合。

爱上了古诗词的韵律感，在洗澡、上厕所时
吟诵得如痴如醉。
■ 5~6岁
识字量大约600左右。儿子自学汉语拼音成

功。
无法独立阅读中文图书，但热衷纠正我故意

读错的字，以获得小小的成就感。爱城图书馆的
童书普遍低龄化，已经不能满足需求。

与我一起在电脑上制作自己喜闻乐见的中
文书，汉语拼音从此得以学以致用。
■ 6~7岁
比较生僻的英文单词开始出现在中文口语

里。被我听到一个抓住一个，抓住一个解决一
个。手边有字典，眼前有网络，还有什么问题找
不到答案！

第一次回中国，语言交流上毫无违和感，违
和感都是在行为和认知上的。终日流连于各大
名胜古迹与博物馆，见识并迷恋上中国文字背后
那份厚重的历史与文化。

搬运5大箱图书返回加拿大。
■ 7~8岁
将回国见闻做成一本双语图书（当然是在我

的帮助下），并被收藏于学校图书馆，自豪感和自
信心双双爆棚。

能读一些相对简单的句子，但不能独立阅
读。所选图书的内容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速度加
快。

听到《西游记》开篇词，觉得很酷，稀里哗啦
背下来；听到《三国》开篇词，觉得很酷，稀里哗啦
背 下 来 。 接 着 是《木 兰 辞》《陋 室 铭》《正 气
歌》……一发不可收拾。
■ 8~9岁
开始独立阅读。从笑江南版《植物大战僵

尸》进境到李志清编绘的《射雕英雄传》，用时4个
月。

亲子阅读开始涉及浅显的古汉语。读通一
个章回的《三国演义》，耗时约45分钟。

第二次回中国，继续走访文物古迹，再搬运5
大箱图书返回加拿大。

追《奔跑吧兄弟》或看看《爱情公寓》，以在语
感、词汇上与国内接轨。
■ 9~10岁
有针对性地扩大识字量。
亲子阅读完成原版《神雕侠侣》，读通一个章

回的《三国演义》耗时约15分钟。
中文开始成为工具，用于上网获取资源，传

送信息。
享受中文阅读带来的快感，并开始与英文阅

读相互促进。最近莫名爱上了哲学，英文读希腊
三杰，中文读孔孟老庄（蔡志忠漫画版）。

回望儿子的学中文之路，没有理论，只有操
作；没有捷径，唯有坚持——愿与所有在海外学
中文的孩子及其家长共勉。 （寄自加拿大）

晒晒儿子的中文进步 时 间 表
张 翎

这学期我在任教的韩瑞大学承担5门课程的教学任
务，这 5 门课程分别是“中国语讲读”“中国语作文”

“HSK辅导”“航空观光中国语”“客舱中国语实习”。
开学前一周，学生自由听课和选课，第二周正式

上课记考勤。就我所教授的 5门课程而言，学生选课的
结果是“HSK 辅导”3 人；“中国语作文”7 人；“中国语讲
读”21 人；“客舱中国语实习”42 人；“航空观光中国语”
107 人。由此可见，韩国学生对于单纯的语言学习热情
不高，而对于与他们的专业、职业相关的汉语学习热情
倒是很高，约占选课人数的83%。校方对专门用途汉语
的教学也很重视，表现为将“航空观光中国语”、“客
舱中国语实习”课程设置为必修课程，请母语国教师
担任授课教师，一门课记3个学分，每周6课时。

航空专业大四学生李知映说：“因为爸爸妈
妈工作的原因，我有很多机会去中国旅行，所
以对中国和汉语非常感兴趣。现在中国的发展
速度很快，汉语被韩国很多大企业所重视。我
不仅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HSK），还努力练习

‘客舱中国语’，希望能帮助我实现蓝天梦。”
“我学习汉语有两个好的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看
中国电影。看电影的时候，我能接触到正确的
汉语普通话发音，同时还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
习惯。给我印象最深的电影有 《不能说的秘
密》《长江 7号》 等。我一边学习汉语，一边被
感动，汉语听力水平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

高。第二个方法是跟朋友用汉语聊天。即使说得不
好，我们也尽量用汉语聊天。”

评估一种语言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是该
语言专门用途外语教学及其研究状况。专门用途汉语
是相对普遍使用的通用汉语而言的，是在某个专业领
域或特定职业范围内进行对话、交流或转入专业学习
的汉语。

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职业汉语”作
为实用汉语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面对新形
势，我们应该进行研究，培养“职业汉语”师资，开
展“职业汉语”教学交流和研究，从而推动汉语国际
传播事业的发展。 （寄自韩国）

（本文作者系韩国韩瑞大学汉语教师）

韩国空姐选学汉语
刘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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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百度

日前有媒体报道，北京国子监大街的一处院子口门
匾“聖人鄰里”被误写成“聖人鄰裡”，并且就这样挂了近
10年。该院毗邻孔庙和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国子监，而让

“错别字门匾”悬挂在门口这么久，难免显得尴尬。商业
广告、旅游标识、交通标识等也是容易产生错别字的地
方。近些年来，错别字频繁出现于市面，人们甚至变得
见怪不怪了。

那么，如何纠正越发“疯狂”的错别字呢？

科技与错别字的是非纠葛

“提纲”写成“题纲”，“国籍”写成“国藉”，“擅长”写
成“善长”……使用率较高的词语，书写的正确率又如何
呢？在某届央视举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上，场外的成
年人与场内学生同步书写一个字，结果显示，“袒露”的
书写正确率为13%、“揣摩”为19%……

网络化带来的便捷体验、视觉化带来的快感享受都
在冲击着书写体系；打字、复印慢慢成为人们与文字接
触的媒介；音视频、动漫画诱导人们养成“快餐式”阅读
习惯。“提笔忘字”渐渐成为年轻人的“标签”。

“一般的理解是，‘时代科技的进步’与‘错别字的滋
生’成正比关系，但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更复杂。‘别字’
本身也是一个正确的汉字，只是由于形似、声似或其他
相关关系而用错了地方；而‘错字’实际上不是字，比如
在笔划上或‘过’或‘不及’。手写时代，‘错字’不会比

‘别字’少；而在键盘打字为主的今天，‘错字’基本上不
存在了，想打也打不出来。因此，‘错别字’这个概念其
实发生了偏移，几乎单指‘别字’了。而单音节和多音节
词中出现‘别字’的可能性也很不同，前者容易出现‘别
字’，例如你经常可以在微信朋友圈、各种论坛里面看到

‘再’写作‘在’、‘得’写作‘的’等。而难度比较高的字，
例如‘褴褛’‘康乃馨’‘雷霆万钧’等，错误率反而降低
了。有的是人工打字在无意间打出别字；有的是因汉字
知识薄弱打出别字；还有的是故意用别字达到某种特殊

效果，例如遍布街巷的广告牌上，许多广告语都用成语，
并故意在成语中嵌有错别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
究所副研究员唐正大如是说。

商业行为兼顾社会效益

街头路边各种招牌、广告上不规范用字现象普遍
存在。如“副食”写成“付食”“快餐店”写成“快歺
店”，“补胎充气”写成“补胎冲气”，“装潢”写成

“装璜”，“家具”写成“家俱”，“洗剪吹”写成“冼剪
吹”，等等。对于这些“错别字”的解释，商家说有的
是为了标新立异，吸引顾客眼球而故意为之，有的则
根本不知道自己写了错字。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曾
发起专门的治理广告、路牌错别字的活动，收效明
显。可惜的是，没有持续地做好这项工作。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语言学教授李明洁认为，街道
标识和广告语是不同性质的语言应用行为。前者是市
政设施，属于政府行为，错别字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但是广告语 （包括店招） 属于语言创造性的应用范
畴，应该允许一些除了规范用字用词之外的用法，比
如繁体字乃至故意使用别字包括符号，比如蚊香广告
中用“默默无‘蚊’的奉献”，就很好记好懂；某品牌

“优の良品”中使用日语“の”也达到了其所希望的商
业目的，这些都是需要特殊对待的。

但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将“错别字”置于公共
场所导致的结果都是传播了“错别字”，扩大了“错别
字”的接收群体。因此，我们鼓励商家挖掘兼顾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语言创造性应用”，给自己的创意
错别字加个警示性的“引号”。这既显露自己的创意，
又表明对汉语汉字的尊重。

纠正错别字同向不同力

“在教学过程中，我尤其注意不能写错别字。教师

是一个占据一定权威位置的职业，学生是被传播对
象。如果我出现了错别字，又无人指出，则会使学生
受到误导，甚至还可能延伸误导到其他人。”烟台大学
教师耿晓雷谈到自己的教学经验时说。

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完全避免错别字，纠正错别字
也有不一样的标准。唐正大认为，故意错用的行为不会
动摇标准，也不会动摇正确的语言文字的核心功能和形
式。大量的文书、论文、工作邮件都是由准确的文字记
录书写的，只是在一些口语性较强、生活性较强的语域，
故意错用汉字的现象才比较多。因此，分清楚语域，是
任何一个语言产出者和消费者的第一个责任。在基础
教育、社会宣传等领域，就必须也有责任尊重并熟稔汉
语言文字及其深厚知识；而一些娱乐活动中错用汉字，
出现错别字则相对是在一个受控制的范围内。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主要载
体。文化、政治、经济等遗产的继承，生产和生活等
经验的传播，主要依靠文字。重视错别字问题，及时
纠正错别字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体现，也是对本语言文
字的尊重和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