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这是一本写给初中生朋友的书。

书的部分内容和对某些知识的讲述，相对目前初中语文课本

而言，可能略微显得深了一些。这是为了体现作为语文课外读物

的定位，对于初中生朋友学习语文，能起到一定的拓展和促进

作用。

有人说，语文无程度之分。此话有一定道理。有的小学低年

级学生，经老师必要的讲解，也能在基本理解的前提之下，准确

背诵许多初中语文课本中的古诗文名篇，写出有明确中心、文从

字顺的日记或作文。这并非特例，更不是以牺牲其他学科为代

价，搞 “一枝独秀”的成果。大家学语文，即便是从上小学开始

算起，到现在也已经花费了至少七年的时间 ( 实际上可能会更

多，因为语文是母语，大家从开始学说话就是在和语文零距离接

触)，而且在这几年之中经过了不止一位老师的悉心指导，完全

有理由、有可能在语文学习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现在的中学生课业负担颇重。为了越过高考这座人生道路的

高山，应当尽力趁初中相对舒缓的三年 ( 特别是前两年) 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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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语文。大家如果把近几年各地中、高考语文试卷比较一下会

发现，具有一定语文水平的初中学生能做出高考试卷中相当量的

题目。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诀窍: 初中时把语文学好，高中时就可

以少花费一些精力在语文上，从而把余下的精力用来对付比较吃

力的学科，考上理想大学的可能性相对会高一些。

当然，考大学绝非我们学习语文的唯一目标，甚至也不是主

要目标。学语文，从更高的层次而言，这也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

继承和发扬; 从低层次而言，它不但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

我们不可能完全亲历的人生知识，更有助于我们形成良好的自身

修养。

抛却运用，语文学科任何一方面的知识都是孤立的、毫无意

义的。语文学习，尤其讲究学以致用。在使用中解决自己以前遇

到的问题，在使用中发现新的问题，并在使用中解决发现的问

题。这个过程就是知识变为能力的过程。能力的形成有赖于多方

面、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融会; 反过来，语文学习中形成的能力也

会有助于我们其他学科的学习，提升我们的综合能力。毋庸讳

言，当前语文学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学生综合能力提高的瓶

颈，这种现象，要想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希望就寄托在我们这

一代人的身上。

语文学习，有其自身固定的规律性，又有其相对于其他更广

泛学科的工具性。

学无止境，语文学科尤其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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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边玩边学语言文字

一、走近汉字，认识汉字的基本特点

1． 学说相声 《专门研究 “家”》

专门研究“家”

( 甲、乙二人分别从台两侧出场，鞠躬)

甲: 哎呀，这不是 × × ×吗? 少见少见。

乙: 多怪多怪!

甲: 你今天到这里有何贵干?

乙: 借贵方一块宝地，给大家说段相声。

甲: 哪位给你量活呀?

乙: 哎呀，你算是问着了，正经捧哏的几位今天都有演出任务来不

了。好在我对捧哏的要求不高。你，会说人话吗?

甲: 这怎么问话呢? 告诉你，我和你说同样的话!

乙: 那就行。就找你捧哏了，秃子当和尚，将就将就吧!

甲: 三天不见，再看您还真得擦亮眼睛了，请问您到底算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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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问我吗? 听好了: 我是专门研究“家”，简称专家。

甲: 是吗? 那我倒是想问一下: 您专门研究什么学问? 有什么显著成

果没有?

乙: 这个……专家嘛，当然就是研究 “家”啦! 家首先得有房子，据

我多年反复研究，盖三间房子需要三万六千块标准红砖。

甲: 原来您是数砖块的专家呀?

乙: 当然不是。光有了砖，盖好了房子还不够。

甲: 那还要什么?

乙: 还要住进一群猪，这才能叫做家嘛!

甲: 没听说过，这叫猪圈。

乙: 所以才说你少见多怪嘛!

甲: 那，您见多识广，您给说说，这家和猪圈是怎么回事?

乙: 古代文献有记载，当然那是用古代的文字写的，估计你是根本读不

中华瑰宝———甲骨文

懂的，只有我这样的专家还凑合认识。

甲: 这可真有点玄，劳驾您给说说。

乙: 商代的甲骨文被历代专家认为是中华民

族最古老的文字。估计你认不出几个。

甲: 那您一定认识很多了。

乙: 我是专家，当然比你认的多了，大约、

可能、似乎、也许、估计有四百三十

多个。

甲: 看来还是数砖头的水平，小学一年级的

学生也比您认识的字多。

乙: NO，NO! 这四百三十多个字是从清朝的王国维到现代的唐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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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等许多大师一共能读出来的甲骨文单字的总数。

甲: 现在常用的汉字就有六七千，比甲骨文的数量大多了。这么多的

汉字是怎么造出来的?

乙: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几乎是同步的，新事物的出现需要

有更新的符号来记录。广大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的符号，并用它们

记录下社会生活中的新生事物。文字就是这样产生的。

甲: 这话听着有点水平，至少脱离了数砖头的层面。

乙: 数砖头? 还数瓦块呢! 我，专门研究“家”。

甲: 是是，您不光数砖头，还数瓦块，是大名鼎鼎的砖瓦家。

乙: 别捣乱。我专门研究 “家”这个字以及和这个字有关的其他的

字，是文字专家。

甲: 我知道，您的研究成果就是盖好房子，住进去一群猪，这就是您

的家。

乙: 好，你的悟性不错，我愿意考虑接受你为本专家的研究生。

甲: 就您那屋子里面一群猪的水平，还想带研究生呢! 先回去看看您

屋子里的老母猪生了几个崽吧!

乙: 那我考考你: 这个“家”字有怎样的内涵? 外延有多大? 反映了

社会怎样的本质?

甲: 什么叫内涵，外延又是什么? “家”这个字还能反映社会本质?

我怎么听不懂啊?

乙: 这都是逻辑学的范畴，只怪你平时读书太少，还得由本专家来给

你启蒙。

甲: 我是有点蒙。

乙: 你先来看，这个“家”字有多么传神! 简直是妙不可言。堪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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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祖先伟大的创造。如果当初上帝先造出诺贝尔，那么 “家”这

个字的发明者一定能得到第一个诺贝尔奖。

甲: 那上帝还得造出一大笔美金呢?

乙: 这个“家”字的上面是一个宝盖，像一座房子，下面一个 “豕”，

“豕”乃猪也。古人把猪牛羊鸡犬鹅这六种家畜并称为 “六畜”，

猪为六畜之首，它是动物大会的代表，所以“家”就是房子里面有

一群猪。过去，我们国家西南的少数民族的房子就是两层结构，上

面住人，下面住家畜，这也可以说是“家”这个字来历的佐证。

“家”字的演变

甲: 那喂猪的人住哪里呀?

乙: 这人当然有了，没有人，猪不都得饿死跑光吗? 所以猪安安静静

睡在家中，自然得有人。

甲: 原来这家里有人呀!

乙: 然也，事实上，这个字是会意字，让你一看就能领会它的意思。

其实，从这个字还可以看出古人心中 “家”的内涵就是有住的地

方，有吃的东西，说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并不是很高，人们对

“家”的要求还没有上升到 “避风港湾”这样的精神层面上来。

一直到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才提出了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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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荣辱”这样的著名论断，这距离“家”字的出现已经是一千

多年后的事情了。

甲: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原来“家”这个字这么值得研究。那么我

外公常说“中国字很有意思，一个字就是一幅画”又该怎么理解呢?

乙: 敢情你外公是外国人?

甲: 我说的外公是我家隔壁外国公司的人，简称“外公”。

乙: 其实这是老外只知有其一，不知还有其五。

甲: 是得捂住，还得捂得紧点，要不然猪都得跑光了。

乙: 别打岔。我所说的是汉字再创造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六条基本原

则，简称“六书”。

甲: 我只知道《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合称“四书”，怎

么又出来个“六书”?

乙: “六书”造出了许多汉字， “四书”是用这些汉字写出来的文化

典籍。

甲: 这么说，先有“六叔”，后有“四叔”，“六叔”都长胡子了，“四

叔”还穿开裆裤呢!

乙: 你很聪明，研究水平见长啊! 还希望你继续发奋努力，早日成为

我的学术继承人。

甲: 别臭美了!

乙: 正是因为我不耻下问到处求学才有这么大的学问。你如果想达到

我的程度，就要虚心听我继续传授。

甲: 那你就继续侃吧。

乙: 你刚才说的“一个中国字就是一幅画”，只是“六书”中的一种，

叫做象形字，像“日”、“月”、“车”、“山”等，不过这样的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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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不多，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图画来表示，还有其他五

种方法呢。所以我才说你这个“外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五。”

甲: 别提这个外国姥爷行吗? 我没有这个外公。还是说说老外不知道

的那“其五”吧!

乙: 估计老外不知道的，你也未必知道。其他的五种除了象形和

“家”字代表的会意外，还有形声、指事、转注和假借，不过只

有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能产生新字。这样吧，我出几个简单

的谜语你猜猜，结合着几个谜语给你打开头颅。

甲: 开颅手术我还是找外科医生做吧，你也只会拿砖头砸我的脑袋，

我还是赶紧走吧!

乙: 你领会错了。我的意思是让你开动脑筋，增长知识，打开头颅只

不过是个形象的说法。

甲: 好! 您这一形象，吓我一大跳。

乙: 听好了: 大姑娘的妹妹，打一个字。是什么?

人民币、美元和欧元

甲: 大姑娘的妹妹? 大姑娘叫大丫头，她妹妹叫二丫头，丫字加两

横，我知道了，是人民币的符号，所以大姑娘的妹妹是钱。我猜

对了吧?

乙: 什么就猜对了? 丫字加两横，汉字里有吗?

甲: 当然有了，去银行存钱，存款数前面不都加这个字表示人民币吗?

英文字母 S 上面加两竖道表示美元，C再加两横代表欧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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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你知道得还真不少。跑这里开外国银行了。我说的是: 大姑娘的

妹妹，打一个字。

甲: 那大姑娘还有三妹妹，叫三丫头，丫字加三横，我知道了，是

“羊”字，喜羊羊的羊。这下对了吧?

乙: 停停! 这位大姑娘只有一个妹妹。

甲: 那就是二女，可是这也不是字呀! 猜不出来。

乙: 记住了。大姑娘叫长女，她的妹妹叫次女，次女，合在一起念

姿，次和读音有关，女和意思有关，姿态、姿容、姿色等多用于

女性，这叫做形声字。这种方法造出来的字是最多的，简直可以

说不计其数。

甲: 明白了，大姑娘的妹妹念姿，那大少爷的弟弟念什么? 这次男不

是个字吧?

乙: 你看现在谁家还有那么多儿子?

甲: 别说，还真没有。双胞胎还偶尔能见到，三个四个的那只有在电

视里才有。

乙: 所以表示兄弟排行的字，也只有古代文献中才有。古代兄弟排行

按照“伯”、“仲”、“叔”、“季”这四个字为序，老大叫 “伯”，

老二叫“仲”，老三叫“叔”，最小的为 “季”。你问大少爷的第

孔丘

几个弟弟?

甲: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春秋时代

宁可饿死也不吃周武王小米饭的伯

夷一定是老大，而叔齐一定是老

三，那个鲁国的流浪学者孔丘字仲

尼，不用说是孔家的第二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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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真乃孺子可教也，不辜负本专家苦心一片。

甲: 别酸了，卖醋的都关门了。

乙: 这“仲”字的谜面可以说成“人中”，急救用的穴位。

甲: 那伸缩的“伸”字的谜面就可以说成是“数猴的”。

乙: 哎呀，不得了，还会编谜语了。恭喜你呀!

甲: 这有什么? 像你这样的专家，谁都能当。

乙: 虽说你的悟性经过我的开发大有长进，也还得按照程序来。现在

本专家将为你举行毕业答辩，猜出以下谜语的谜底，而且说出属

于什么造字方法，当场授予学位证书。

甲: 那就请你这个养猪专家被窝里伸腿———出题 ( 蹄) 吧!

乙: 不得对本专家无理! 听题: 高山湖下两条河 ( 打一字) 。

甲: 高山湖里有一摊水，两条河里也有水，上面一个 “水”字，下面

两个“水”字，我知道了，这是个“淼”字，应当属于会意字。

乙: 正确，加十分。再听下一题: 水恋着山，山恋着水 ( 打一字) 。

甲: 山水相连，互相依傍，这是一个 “汕”字，汕头的汕。是个形

声字。

乙: 不错，再加十分。听这个: 半个朋友不见了 ( 打一字) 。

甲: 一个朋是两个“月”，六十天，三十天就是半个 “朋”字，是月

亮的“月”，象形字。

乙: 大家看我这个学生怎么样? 跟着我真长出息! 我郑重宣布，有愿

意报我这个学习班的请迅速报名，前十名有意外惊喜。

甲: 你怎么还做起广告来了? 别找我当托儿。

乙: 继续出题: 一只小虫没伴侣 ( 打一字) 。

甲: 蝉。夏天趴在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叫的那种昆虫，油炸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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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好吃，形声字。

乙: 那要是两只虫儿舞三月呢?

甲: 两只虫儿在三月飞舞? 不可能! 虫儿只会在地上爬，怎么能飞起

来呢?

乙: 你刚才不是说就是会飞的虫儿吗?

甲: 两只虫儿，抬着三个月亮到处飞舞，哪儿有这种景象，我一定要

先去看看。

乙: 别胡说了，三十秒倒计时开始。

甲: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 刚才那是猫舔耗子———逗你玩。告诉你，三

月是指春天，两只傻虫子在春天飞舞，那就是说你呢——— “蠢”。

乙: 那你就是树干上插竹子，这也是一个字，快说。

甲: 树是木，树干就是本，本上插竹子，那就应当是个 “笨”字，还

是说你呢! 你是又蠢又笨。

乙: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的，你还真不把我这个专家放在眼里，听

着: 不上不下，打一字。

甲: 一个上不去，一个下不来，你说的这个字是 “卡”，应当是一个

指事字。

乙: 看看，这就是我这个名师教出来的高徒，我宣布: 马上授予你汉

字学士学位，颁发证书。

甲: 你那种养猪专家也就只能教出我这样的学生。

乙: 汉字的学问博大精深，三言两语漫谈，怎能窥其全貌? 望你终生

努力，不懈探索，争取三十年后能赶上我。拜拜!

甲: 慢点走，前面是猪圈，掉进去就难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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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乐阅读: 关于汉字

( 1) 关于汉字的小常识

汉字的起源和使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就是说，先有了语言，而后才有文字。文字

是书面语言，只不过比口头语言更讲究规范。

古代人口比现在少得多，往往同一民族的若干部落聚居在一个相对广

阔的地域，再加上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根本谈不上专业分工，同时古代的

交通工具落后，彼此间很少来往。于是形成此一地居民与彼一地居民语言上

的差异。这就是方言。如果是不同民族间的语言差异，便成了不同的语言体

系。所以语言又有鲜明的民族性，同一民族使用同一体系的语言。同一个

民族可能分属不同的国家，而同一种民族语言是不能用国界分隔的。

由于历史原因，有些民族有本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族的文字，他们民族

的历史变迁、文化传承只能依靠口头语言代代相传。因而后人很难准确全

面地了解这个民族历史上曾经辉煌灿烂的文化。像我国的羌族、裕固族就

属于这种情况。其实即使是汉民族，在商代之前的历史也是凭口头语言传

下来的。司马迁写 《史记》、 《皇帝本纪》的材料也是道听途说而来。另

外，也有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与其他民族融合，曾存在过的语言消失

了，曾有过的文字也令后人无法阅读，成为永远的秘密。例如，困扰今人

的契丹文献、西夏党项人的档案等。当然，在我国，也有更多民族从口头

到书面都使用了汉语。在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汉语和本族的语言并重，

在新加坡，汉语和马来语成为并列的官方语言。世界上也还有数十个国家

开设了汉语教学机构。这都说明，汉语的使用范围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扩

展，更激励我们学好汉语这个交流工具，为推动人类社会更加繁荣，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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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做出应有的贡献。

现有的实物证实，商代时汉字即已出现。清代王懿荣从中药材中的龟

甲、牛肩胛骨上发现了刻在上面的文字。他及其子王国维读出了其中一部

分，以后的学者胡适、郭沫若、唐兰等人又陆续读出了一部分。这些文字

大多记录了当时商朝统治者占卜的结果，还有一部分记录了天象的变化，

《战国策》封面

是颇具价值的文献。

汉字数量获得空前的发展，大约是在秦汉时

期。这个时期汉字的形体已经完成了从不易读写

的篆书向易读易写从而更易推广普及的隶书的演

化，其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现存的秦汉

简牍汉字大约四千多个。前不久清华大学还收到

海外华人捐献的一批简牍，能读出来的就有四千

七百多个不同的汉字。今天我们读到的《战国策》

就是根据出土的简牍整理辑录的，你看“册”字

不就是形象地表示一根枝条串起一片片竹简或木牍构成的一本书吗?

现今的汉字总量有五万多，使用频率较高的大约五千至八千。就是这

些汉字记录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和成果，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起

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音形意合一的独体字

世界各种语言中，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人数是最多的。有些西方人赞扬

汉语是最富表现力的人类最优美的语言。

任何一种语言都同时具备语音、词汇和语法三大要素。汉语中的每一

个字，绝大多数都有固定的语音、规范的写法和明确的意义，是音、形、

意三者合一的文字。绝大部分的汉字是能够独立自由运用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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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这一特点，使它更容易被人掌握和使用。比起拼音文字，尤其

对初学者来说，它更加省事省时，更不易出错。学习汉语的关键是每学一

个汉字时，就要同时准确地掌握其音形意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要读准字音。不同的字形大多读音不一样，意思自然也不一样。

特别要把握的是字形相同而读音不同的字。字形相同、读音不同的字，实

际是两个意义不相干的字。例如 “卡”这个字，既可读 “kǎ”，也可读

“qiǎ”。读“qiǎ”时，有三种动词意义、两种名词意义，如 “卡壳”，“关

卡”。读“kǎ”时，是音译用字，就是说，他是外来词中一个词素 ( 音

节) CARD的音，不是汉语原有的读音，本身没有明确的含义。作为证件

使用的各种卡片中的“卡”都是这个进口读音。其他处不这么读。当然家

“长”这个字，也有两个读音，但当 “长”读不同读音时，表示出不同的

两个意义，也就是说，是两个能独立运用的词，一字多音是掌握汉字读音

首先要掌握准确的。

其次，字形不同，读音相同，有人称之为同音异形字。这种情形很普

遍，是学习汉字的另一重点，一直受到老师和学生的极大关注。这类的字

有时构成的词还真不易区分，像“伟业不在”、“豪气不再”两个词组中的

“不在”、“不再”，你能正确说出它们的不同吗? 查词典看一下。近来电脑

打字的普遍应用，尤其是电视剧或现场采访谈话的字幕中间同音异形字相

互替代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电脑不如人脑可信。

更有一些肆意践踏汉字尊严的广告，滥改成语中的固定汉字，已成为屠戮

汉语文明的刽子手。我们要一边呼吁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出面加强监管，一

边还要特别加强自身的免疫力，规范汉字的用法。

还有一种情况，有时字形差别不够明显，而读音、意义却相去千里。有

人称这种字叫形近字。这类字要留心从音形义上分清，尤其不同字形的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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