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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吕叔湘曾提出，凡是
“现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不断修
订。每一次修订《现代汉语规范词
典》，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新时代强调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新版
增补了“法不阿贵”“囊萤映雪”
“乡梓”“束脩”“举隅”等词语。

王芳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读者一
方面可以从这些词语中领略中
华思想文化术语所包含的深刻
意蕴，另一方面可以了解传统文
化知识，疏通阅读文化典籍的障
碍，进而提升文化素养。

有鉴于增强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的呼唤，此次修订在保持
普通话音系的完整性同时，流露
“为文脉留一音”的人文情怀。
如“房”字提示“在‘阿房宫’中读
pánɡ”；“六”字提示“用于地名
‘六安’（在安徽）、‘六合’（在江
苏）等时，当地人读 lù”。

伴随着法治意识的提升，第
4版把第3版中的“犯罪人”改为
“涉案人员”；有些原来释义区别
性不十分准确的法律用语，在新
的法律、法规有了明确定义后，也
一律“依法”处理。像“扶养”“抚
养”“赡养”这3个词语，便根据民
法典修订了释义，更换了例句。

“辞书反映着民族的‘集体
记忆’。社会不断进步发展，辞
书必须及时修订并反映，才不至
于使民族的集体记忆太迟缓，甚
至‘断片’。”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
宇明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
及时修订，记录着社会日新月异
的发展，最大限度满足了用户查
检的需求，这正是辞书的使命。
据新华社

河南博物院获十大年度
国家IP文博赛道金奖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秦华）近日，2021十大年度国家
IP颁奖典礼在陕西延安举行。本次
活动共评选出“北京冬季奥运会开
闭幕、三星堆遗址、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等10个“国家 IP”奖项、16个赛
道的金银铜奖以及特别单项奖。其
中，河南博物院在文博赛道上荣获
金奖。

十大年度国家 IP评选作为国内
IP领域最为专业的奖项评选活动，
以“讲好中国故事，奏响国民 IP最强
音”为宗旨，通过“创新性、传播性、
引领性、民族性、艺术性、商业性”六
大维度，寻找中国各领域最具优质
IP代表，为中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
进提供助力。

此次评选内容涵盖“十大年度国
家 IP”奖项及文旅、文博、音乐、影视、
文学、文创设计、动漫、非遗、体育等
多个赛道的奖项。经过 4个多月的
征集、专业评选与网络投票，河南博
物院以其深厚的底蕴和创新性的发
展，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荣
获文博赛道金奖，可谓实至名归。

豫剧《大河安澜》上演
角逐“文华大奖”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秦华）作为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河南省参评剧目，9月 12日晚，河南
豫剧院三团倾情打造的大型原创现
实题材豫剧《大河安澜》在河南艺术
中心上演。演出还通过文旅之声、学
习强国等数十个平台，以线上直播的
形式参评此次艺术节，角逐第十七届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

《大河安澜》精彩演绎父子两代
人近50年的守河、治河的故事，抒发
了“千年万年，大河安澜”的满怀期
冀和壮豪情志。该剧由国家一级编
剧、原总政话剧团团长王宏担任编
剧，国家一级导演张平担任导演，三
位主演贾文龙、杨红霞、刘雯卉均是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其中贾文龙
一人分饰大河、大堤父子两代人。
当晚的演出中，贾文龙以扎实独特
的表演技艺征服了无数观众，尤其
是“矮子步”“飞锨打老鼠”“扫堂腿
旋子”等多种高难度戏曲程式化动
作，贾文龙完成得行云流水。此外，
“上大堤脚打晃步步离愁”“九曲黄
河十八湾”等精彩唱段，也引得观众
连连叫好。

目前，该剧已经成功入选文化
和旅游部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工
程、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是河南
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重点创作剧目。

NEWS

“弯道超车”“刷屏”……新词汇新气象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推出，新时代气息扑面而来

近日，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重点项目《现代
汉语规范词典》推
出第4版。与8年
前的第3版相比，
近千条新词语被
增补，许多字词有
了新义项。

“新常态”“弯
道 超 车 ”“ 刷
屏”……新词、新
义像一面镜子，映
照出壮阔的时代
变迁。

“第 4版汇集的近千条热词，分
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真实反
映时代前进的步伐。”国家语委咨询
委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
行健介绍，新版《现代汉语规范词
典》收录单字 12000 余个、词目
72000余条、例证 80000余条，基本
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面貌。

“初心”“反腐倡廉”“顶层设计”
“新常态”“自由贸易区”“粤港澳大
湾区”“生态文明”“凝心聚力”“底线
思维”“最后一公里”……翻开《现代
汉语规范词典》，新时代的气息扑面
而来。

“以‘新常态’为例，它体现了党
和国家务实、高效、创新的经济治理
理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孝松认为，数量众多的经济领域
新词热词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新进
展、新优势，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
全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
武看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4
次修订体现两个大的趋势，一是经
济社会生活中的绿色低碳趋势，二
是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日常
生活。

2010年，“微博”“低碳经济”还
是时髦事物，第 2版便将其收入；
2014年修订时，彼时迅猛发展的
“网购”被增补其中。

本次修订，从 2021年首次被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的“碳达峰”“碳中
和”，到互联网产业离不开的“云计
算”，再到走入千家万户的“移动支
付”，一个个新增词语背后，是日新
月异的壮阔蓝海。

“数量可观的新词汇反映着新
时代的新创造、新气象。10年来的
巨大变革、显著成就是新词汇不断
涌现的源泉。”词典出版方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社长王芳说。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每一个词
义“上新”，都折射社会的发展进步。

比如，“弯道超车”通常指赛车
时掌握高超技巧且有勇气的选手在
弯道加速超越对手，新版《现代汉语
规范词典》则收入了它如今被广为使
用的新义项：将困难、风险化作机遇，
以超常的方法迎难而上，超越他人。

从新能源汽车到网络消费，从
5G到高铁，从共享经济到人工智
能，中国人的日常雄辩地证明，“弯
道超车”不仅是比喻，更是现实。

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也在不
断为字词增添新义项，创造新用法。

当“秒杀”“秒光”已被熟练使
用，你是否“秒懂”了“秒”字“借指极

短的时间（多用作状语）”的新义
项？当“刷脸”“刷屏”成为流行语，
你是否“刷”出了时代气息？

老百姓的所知所感所想，同样
丰富着汉语世界。

“刚需”凝练着市场经济中的
基本需求，“慢生活”体现着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逆袭”激励着奋
发进取，“脑洞”“脑补”开阔着人
们的想象……

词典修订主持人张世平表示，
词语的收录标准之一，是其必须进
入了广大民众的语文生活，在社会
上有较高的使用度。“新词语的收录
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变化，进一步使
语言更加丰富。”张世平说。

新词义，彰显老百姓获得感

新风尚，展现民族自信心新词汇，反映新时代新气象

小朋友在汉字传播主题书房内阅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