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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的文字能否活起来？
解辰巽

2014年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正在进行。

虽然节目中题目难度一直被争议，但是为了比赛

能有结果，节目也无法把题目难度降低，也因此

今年节目组将节目的口号改为：让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活起来。中国的古词精练而优美是毋庸

置疑的，但是已经脱离了现代人生活的这些辞藻

又能否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呢？

从第一届“汉听”开始，一直困扰节目组的一

个问题是：不断地有人在提出异议，考题是否需要

这么难？面对这个问题，总导演关正文一直给出

的是肯定答案。因为一方面，生活中的常用易错

字根本难不倒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霸，易错字

的题目无法让比赛有个胜负结果；另外一方面，关

正文还认为，语言的优美就在于词汇的丰富，我们

不应该仅仅局限在那些常用字。第二届“汉听”的

口号直接改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对于一个普通文化水平的人来说，面对古籍

中的词汇，即使能读出读音，也并不能准确了解这

个词的意思，有些甚至连读音都不知道，就更别谈

书写和使用了。它们当中的很多都是读音拗口、

书写复杂。在网络词语不断迸发的今天，这些词

汇又能否、或者说有必要再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中？

当然，从文化的保护角度来说，语言词汇的丰

富性一定是要保护的。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发现，

其中一些古词也可以用到今天的生活当中。任何一

种古老文化，只有为今所用才能重新成为流行。那

些掌握起来相对容易、又贴近现代生活的词汇，丰富

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种新鲜的尝试。也许这些

词的时尚度并不亚于那些网络词汇。

上周开始，节目组又推出了“焐热汉字”的活

动，节目组从每周的节目中找出一个生僻词作为

“焐热词”，观众只要在搜狗输入法中输入这个字

音，旁边就会出现一个关于这个词的网络链接，

点击进去的页面上可以看到这个词的读音、词

义，了解之后，还可以为这个词造句。上周节目

选出的“焐热词”是“搴芳”，词义为采摘花草。就

有不少网友用这个词造出了适合的句。“劝君莫

搴芳，草木皆有灵”。如果这样的一句话，作为劝

阻人们随意采摘花朵的提示，放在公园的花丛

边，是否也营造出另一种诗情画意的气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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