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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使用存在不得体、不规范现象

今天如何好好“说话”

词汇告急 语病不少

“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敲代码， 一天下
来用的英文字母比汉字多，用的计算机语言
比汉语多， 感觉自己的语言能力都退化了，
话到嘴边也找不到合适的词，只好别人说什
么，自己就跟着说什么。”在北京市中关村工
作的程序员小周说。

“平时都是在网上跟人聊天交流，一天噼
里啪啦能发好几千条。 可到了要写正式材料
的时候，憋了几个小时也写不出来，好多说法
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书面语表达。 ”一名网友在
网上抱怨，引发不少共鸣。

除了表达乏力， 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的
问题也广泛存在。今年年初，一部热播古装剧
收到了“能气死语文老师”的评价，文白夹杂
的台词被挑出多处语病，比如“款待不周”“听
过一些耳闻”等，有网友评论说：“简直头皮发
麻，想要拿红笔批改的手快要按不住了。 ”

2018 年 5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
了《关于全面提升裁判文书质量切实防止低
级错误反复发生的紧急通知》， 针对个别裁
判文书存在低级错误等问题，要求各级人民
法院加强源头治理， 并落实相应司法责任。
此前，“带病”法律文书频频出现，例如某地
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被网友爆料存在错
别字、标点符号错误、语法错误等诸多问题
竟达 68 处之多。

“感觉自己语言不丰富、 不得体有多种
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受访者
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只是把语文当作应试工
具，没有下功夫多读书多练笔，语文没学好，
导致语言素养水平不高。如果使用语言不规
范，出现了错字语病，甚至表达了完全相反
的意思， 这就违背了初衷， 达不到预期效
果。”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浙江师范大学教
授顾之川说。

适时调整 不断规范

使用语言文字， 该遵循哪些规
范？ 2001 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
行，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
话和规范汉字”。据了解，语言规范包
括字形规范、字音规范、标点符号规
范、词语使用规范、语法规范等，依据
标准是国家关于语言文字的相关文

件，如《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异读
词审音表》《汉字简化方案》《简化字
总表》《标点符号用法》等。

截至 2016 年， 国家颁布实施了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6 类 47
种，语言文字信息化规范标准 59 种，
针对语言文字或者包含语言文字相

关规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近 2200 项。 对于一般使用者来

说， 直接查阅规范标准不太现实，工
具书成了必不可少的助手。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
每次修订，都会参照国家有关语言文
字规范标准的变化调整，并结合社会
变化和学术进展，所以修订永远在路
上。 修订周期太长，不能反映语言生
活的发展变化；修订周期太短，读者
会感觉无所适从，因此修订周期会找
一个平衡点。” 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
中心主任余桂林介绍。

人民网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祝华新说：“虽然今天语言学界很少
提语言纯洁性这一概念， 汉语也在不断
增强现代性， 但我们还是要为语言的健
康和规范而努力。 ”祝华新建议，对于语
言使用采取“分层管理”：小说、电影等文

艺作品， 特别是以网络形态出现的文艺
作品，可以适度宽松；主流媒体、教科书、
政府公文必须规范，起到文化导向作用。

2010年起，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开始开展城市语言文字工作

评估， 加强依法管理监督语言文字应用
的力度， 提高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和规范化水平。根据教育部、国家语委发
布的 2017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状况，有关
部门制定了《关于加强“微语言”传播治
理工作总体方案》，开展了全国 100种报
纸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监测、 全国 5A级
景区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研、 全国医疗
系统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研、 商标广告
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研， 开展了出版物
“质量管理 2017”专项工作等，从各方面
推进语言文字应用规范管理。

学习经典 力戒盲从

鲁迅的《少年闰土》《阿长与山海
经》、杨振宁的《邓稼先》、萧红的《回
忆鲁迅先生》、彭荆风的《驿路梨花》、
刘慈欣的 《带上她的眼睛》、 阿来的
《一滴水经过丽江》 ……语文教材上
的经典课文，给不同时代的读者留下
了深刻印象。

“语文教材通过文质兼美的课文
体现词语、语法规范，培养学生的语
感。”顾之川说，“现在倡导全民阅读、
构建书香中国，对提高大众语言素养

是一种非常好的导向。建设书香中国
需要建设书香校园，让中小学生从小
通过阅读开阔视野、丰富内心，提高
语文运用的能力。 ”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 6.9 万
词条，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大
部分都很少用到。 应该用好网络平
台，增加表达丰富、优美、生动的优质
内容供给，扩大读者的选择空间。”余
桂林说。

“语言的优美在于其独特的表

达功能 ， 在于用起来是否得心应
手 、能否满足表达需要 、是否适应
场合和情境。 一味使用网络流行语
会钝化我们的感受 ，滥用华丽的书
面语同样会让表达苍白空洞 。 因
此 ，使用语言要力戒盲从 ，做到 ‘修
辞立其诚 ’， 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
能力 ，用差异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
独特感受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申小龙建议。

（据《人民日报》）

如何让语言使用更规范、更得体？语言的优美在于其独特的表达
功能，在于能否满足表达需要、是否适应场合和情境。 一味使用网络

流行语会钝化我们的感受，滥用华丽的书面语同样会让表达苍白空
洞。因此，使用语言要力戒盲从，做到“修辞立其诚”，提升自己的语言
表达能力，用差异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独特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