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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僻字的网络流行和网友造字的
行为，网友们议论纷纷，专家们也各持不同
意见。昨日记者分别采访了王立群和单占
生。单占生表示，他支持网友的这些行为，

因为他们发掘出了汉字与我们生活
的联系，这些字中有些确实是原来就
有的古字，在电脑上用一些先进的输
入法也能打出来，比如“嘂”（读
jiào）、“玊”(读 sù)、“孖”(读mā)、砼(读
tóng)、圐圙(读kū lüè)、孬（读nāo）、忈

（读 rén）等。但这些几近“作古”的古字经过
网友们的传播，反而又很鲜活地出现在人们
面前，而且更为生动地表达了我们现在的生
活，何乐而不为呢？

单占生认为，支持哪种文字，关键在于
以适用为度，这些网络上流行的古字或网友
造的字，只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好处，我
们就可以用下去。或许这个新造出来的字
只是让人们娱乐一下最后又被人们忘记，或
许也会流行很长时间最终因为其存在合理

性而被收入新版本的字典。像T恤、VCD等
很多外来词汇一样，之前字典里就没有这些
词汇，但用的久了，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规
范化词语了。

对于网友造字，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
立群却持反对意见，他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
时表示，最近流行的网友造字可能是出于某
种心理因素，但是文字不能生造，现如今我
们已有的数万汉字足够我们使用了，因此他
不主张再造新的汉字。

生僻字 新造字 整形字

文字整容，创新还是折腾？

日前，用了N多年的文字突然火了起来，如同
春晚之后的小沈阳和刘谦。先是专家们争辩该用
简体字还是繁体字，接着是教育部就《通用规范汉
字表》（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要对“琴”、

“亲”、“魅”等44个汉字的字形进行调整，此外还
拟恢复51个异体字。与此同时，网友们也热衷于
文字“复兴”，一些生僻的古字成为网络新语，更有
一些网友则开始造字。春晚上小沈阳脱口而出的
那个“pia pia”一词，不但被人竞相模仿，前段时间
更是在网上出现了为“pia pia”新造一个汉字的征
集活动，由“口＋爬”组成的新造字呼声颇高。

越来越习惯于在键盘上打字的我们，应该如
何对待我们的汉字呢？为此记者分别采访了河南
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学博士生导师、中国

《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王立群和河南文艺出版社
总编辑、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河南当代文学学会
理事长单占生。 晚报记者 杨宜锦

“嫑嘂，嘦巭好，兲跑不了”，这是一句完整的
话，但这句话里你认识几个字？据记者了解，在
网络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叫，只要功夫好，
天都跑不了”。继“囧”和“槑”之后，玊、奣、嘦、
勥、巭、嫑、恏、兲、氼、忈、炛等生僻字近期
成为网络新语。更有网友呼吁“让古字焕
发第二青春”。

记者在网上搜索时发现，许多网友不
仅注明了那些生僻字的读音，甚至还加了
名词解释。比如“氼”（读 nì），网友称体现
了古代人的智慧，通现代的“溺”：人掉进水
里，水淹到头顶，就是溺水了；“嘦”（读
jiào）和“嫑”（读 biáo），则是“只要”和“不
要”的快速连读；“巭”（读bu或pu），韩国造
汉字，意思是勉学，在《功夫熊猫》上映之
后，“巭”成为“有功夫的人”的简称。

对于生僻字的流行和生造字的产生，
网友们有连声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北京
某文化公司企划部经理刘一寒就表示，语
言是有一个体系的，它里面有赞美，有讽
刺，有高兴，有郁闷，只要人类感触到的，我
们都试图用语言来表达和再现。语言是人
类精神和思想的载体以及外在的表现，只
要能表达一定意思，就有其存在的价值。

80后网友“堃少”表示：“有些人是吃
饱了撑的，我现在连字典里的生僻字还认
不全呢，就别让我再接受新事物了！造这
些字有用吗？这些都是网络上聊天的闲人
发明的怪字。”最后，“堃少”称，且不说有用
没用，这些生僻字的推广难度就可想而知，

“字典还没有看完呢，就别再折腾了！”
正在北京读博士的网友启翱则抛出了

“炒作说”，他表示，网络在给人们的生活带
来便利的同时，也提供了扬名立万的机会，很多
草根不经意间就通过网络一夜走红，而现在流行
的网友造字也不排除有借炒作文字的名义来炒
作自己的可能。

对于繁体字和简体字之争，两
位专家也各有自己的观点。

单占生表示，是用繁体字还是
用简化字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文
字是习惯成自然的东西，简化字在
今天已经被几代人所认知接受，甚

至连台湾也在推行简化字，因此也就没必要
再恢复使用繁体字，否则同样会给整个社会
带来困扰。对于我们的文字，最重要的是用
起来得心应手，其他都是次要的。

而王立群教授表示，作为一个现代人，
我们应当尊重我们已有的汉字，而且必须在
文字的使用上遵从一个原则，即把汉字的交
流功能放在第一位，汉字的文化承载功能与
艺术审美功能只能放在第二位。所以，我们
不能过于强调汉字的文化承载功能而恢复
繁体字，也不能过于强调汉字的艺术审美功
能而对汉字进行微调，维持汉字的现状，适
当恢复部分常用的异体字、繁体字，这才是
我们现在对待汉字最重要的态度。

单占生能够接受网络造字行为，
但他却坚决不同意对 44个汉字进行

“整形”。他表示，标准简化字早已深
入人心，大家对于简化字的字形、书
写和认知已经形成了规律，此时再对
这 44个字进行改动会给大众带来很
大的困扰，“如果改动的话，原有的大
量图书中的这 44个字，究竟算是正
确的还是错误的？”单占生称，他仔细
看过整形前后这 44个字的差别，“其

实差别很细微，有的是一竖变成一竖勾，有
的是一横变成一提，但让读者认知会很难。”
他称，简化字是个庞大的系统，而这44个字
构成不了一个系统，因此它们应该与大系统
保持一致。“况且教育部要对这44个字进行
整形的理由也不充分，此次改动不是要解决
书写或认知困难，而只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
改动的，但文字审美是书法家的事情，和普
通社会大众没有多大关系。”

对此，王立群也持相同态度，并对这种

调整表示强烈不满：“真想不到整容之风竟
然刮到了汉字的头上！”王立群称，现在通行
汉字的主要功能是实用，如果以书法界、美
术界的意见来修改44个汉字的写法，他只能
说一句话：“汉字要美，更要实用！”在他看
来，如果以美不美作为对现行汉字动微创手
术的理由，恐怕要动手术的汉字远远不止这
44个，只要开了这个头，就可以一直动下去，
完成这一系列整容手术，因为每次手术都有
每次手术的原因。

关于生僻字新造字 专家视角各不同
单占生：生动表达 何乐不为 王立群：不主张再造新汉字

繁体字简体字之争 两专家都强调实用
单占生：重要的是用起来得心应手 王立群：交流功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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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潮 娱
风”，看看网友
创意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