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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历时近2000年，在今
天仍然有着重要的使用价值。

例如“除”字现在的常用义很难解
释“除法”“除夕”中“除”的意思，而答
案就在《说文解字》中。

《说文解字》：“除，殿陛也。”也就
是说，“除”的本义是宫室前的台阶。
台阶每级等高，引申为数学“除法”之
意。

再如有人不清楚“救火”一词的来
源，说要是把火“救”了，那“火”不是越
来越旺吗？《说文·攴部》讲：“救，止
也。从攴，求声。”“救”的本义是“制
止”。“救”由制止义又引申出拯救、挽
救、救援等意思。

而在内容上，《说文解字》涵盖天
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杂物、奇
怪、礼仪等多个方面。“世间人事，莫不
毕载”，是保留上古文献最多的百科全
书，也是解读上古文献资料的“钥匙”。

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
过《说文解字》，来辨识、释读新发现的
数千年前的战国竹简、青铜器铭文以
及甲骨文等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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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汤先增）
4月 23日上午，由福州市城
管委、福州市委文明办主办
的“文明出行你最棒”系列
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福州
市中山纪念堂前广场举
行。此次“文明出行你最
棒”系列公益活动第一期的
主题为“喜迎数字峰会 共
享文明城市”。

大数据是推动城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
升的新驱动力，福州市城管
委持续推动城市管理加速
向远程化、可视化、智能化、
精准化、高效化方向转型升
级，不断丰富完善共享单车
的管理模式。为提升市民
出行幸福感，城市慢行交通

建设，福州市城管委充分利
用高科技信息化手段，实现
市容管理智能化、精细化目
标，探索出“政府主导企业
主责，运维人员监管设备共
享”的共享单车管理创新模
式。

该模式建立以来，福州
市共享单车路面秩序得到
明显改善，市民出行效率得
到长足提升，有效推进了
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交通发
展。福州市在鼓楼区、晋
安区、台江区、仓山区划定
108个网格，由共享单车企
业组建第三方公司以网格
为单位，进行无差别规整
车辆、清理淤积车辆等秩
序管理。同时开拓创新，

结合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北斗技术等数字技
术，实时监测每辆单车的
运营情况，将其打造成移
动物联网平台，对共享单
车进行高效运营管理。应
用“蓝牙道钉”技术，结合

“路面共享单车停放负面
清单”来规范共享单车停
放秩序。通过高精度识
别提示和违停扣费，对存
在违规停放共享单车等
不文明行为的用户实行积
分制管理，以引导市民规
范停车。同时为了方便市
民骑行共享单车，福州市
城管委在各大地铁口设立
了共享单车专用停车位，
并要求共享单车企业在地

铁口的首尾进行共享单车
的增投。

滴滴青桔单车福州公
司运营负责人表示，数字峰
会期间，广大市民可以通过
各宣传渠道进入滴滴青桔
小程序内的活动页面，根据

操作指引上传自己随手扶
车辆整治停放两张对比照
片，即可获得抽取青桔单车
免费骑行月卡的机会，以鼓
励市民积极参与。

福州市城管委希望广
大市民踊跃参与，共同助

力福州市文明建设工作。
下一步，市城管委也将组
织各家共享单车企业定期
开展“文明出行你最棒”系
列公益活动，以最好的服
务方便市民朋友文明出
行、绿色出行。

喜迎数字峰会 共享文明城市
福州正式启动“文明出行你最棒”主题系列公益活动

从清末至近代时期，曾出现了废除汉字、改用拼
音文字的“切音字运动”。

自鸦片战争后，很多爱国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
路，其中就有一些学者将落后的原因归结到汉字上，
进而要求废除汉字，改用切音字即字母文字。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才逐渐认识到，汉字无法改成拼
音文字。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适合汉语。汉语中
同音词太多，如果改用拼音文字，必将在书面表达上
出现很多麻烦。语言学家赵元任于1930年代在美国
写了《施氏食狮史》一文：“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
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
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
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
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
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全文每个字的发音都是shi，如果用拼音写下来，通
篇使用的都是“shi”，这就容易造成阅读的障碍。

编前：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刚刚过去的
周末，各地纷纷端出丰盛的阅读大餐，神州大地书香四溢。

读书识字离不开字典，今天的《史话》就一起来认识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这
本1900多年前的字典，涵盖天地、山川、草木、鸟兽等多个方面，是保留上古文献最多的
百科全书，也是解读上古文献资料的“钥匙”，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使用价值。

公元121年，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
的儿子许冲自河南漯河抵达京师，将《说文解字》
呈奏汉安帝。中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字典，由
此而问世。

《说文解字》不仅具有查字的实用功能，还在
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

汉字起源久远，其发展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文字阶段，相传黄帝时期仓颉始
创文字，西周太史籀（zhòu）改进文字，推出“籀
文”即大篆。

秦统一六国后，秦相李斯奏请“书同文”，在大
篆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小篆。

汉朝时“横竖撇点捺”开始出现，开启了文字
由“画”向“写”的转变，汉字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
段——今文字阶段。

字形规范、书写方便的隶书，逐渐代替小篆，
成为主流的字体。但隶书抹去了很多造字之初的
理据。隶变之前的小篆，加上更早的甲骨文、金
文、战国文字等，基本保留着汉字造字意图。古人
为什么造一个字，字的形体是可以解释的，而到隶
书以后，不少汉字的造字意图就难以找寻到了，也
就产生了乱讲汉字的现象。

为了让世人明白先贤造字的深意，东汉经学
家许慎决心编写《说文解字》，以小篆为字头，用隶
书进行解读，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揭开
了表意汉字的真实面貌。

《说文解字》不仅沟通了古今字形、系统保留了古文字，它还首创了部首编字法。
目前常用汉字不到4000个，《说文解字》却收录了9353个正篆，1163个古

文、籀文等重（chóng）文。许慎将它们分为540个部首，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
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
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辞书
的编纂通例。

《说文解字》流传千年，它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是帮助古人研习
字义的经典之作，也是研究先秦文字必须借助的阶梯和桥梁，备受历代文人大
家推崇。

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原本屡经传抄，原貌渐失。今本由宋代的徐铉校定，共三
十卷，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包括善本）中，共有111部不同版本的《说文解字》。其
中，藤花榭刻本《说文解字》底本为宋刻本，是清嘉庆十二年，由额勒布主持再次刊刻
而成，还参考了多个版本进行修改，刻工精湛，版面清朗，历来为世人所称道。

世界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首创部首编排法，沿用至今

“灭火”为何叫“救火”
古人早就给了答案

□冷知识

汉字险些被废，改用拼音文字

《新华字典》里那只鹅的“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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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藤花榭刻本《说文解字》
（国家图书馆收藏）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

举例的字典，也是迄今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
汉语字典。

1950年，启动《新华字典》编写工作，由魏建功先
生主持，叶圣陶先生审订。1953年初版，1957年“商
务新1版”出版。

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新华字典》就是我国的
“百科全书”。《新华字典》不仅供人查字查词，还帮助人
们学汉语、学文化、学做事，甚至成为文化荒漠时期很
多人的文化绿洲。例如20世纪70年代《新华字典》编辑
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由于不知道怎么区分鹅的雌雄
差别，在杀鹅前，特意查了《新华字典》“鹅”这个条目，
《新华字典》1965版、1971版注释为：“一种家禽，比鸭
子大，颈长，脚有蹼，雄的头部有黄色突起。”于是就把

“头部有黄色突起”的鹅杀了。但杀了那只鹅以后，却
发现鹅腹中有卵，于是特意写信给商务印书馆，反映这
件事情。编辑们查阅相关资料后才得知，鹅不分雌雄，
头部都有突起，只是雄鹅突起大一些。于是，就做了修
改。1979版注为：“一种家禽，比鸭子大，颈长，脚有蹼，
头部有黄色或黑褐色的肉质突起，雄的突起较大。”

别看《新华字典》已“70岁高龄”，却每隔几年就会
“升级换代”，自诞生后已进行了十余次修订，不断跟
踪时代发展和社会生活变化，展现经济、社会、思想文
化、科学技术等各领域发展的新成就，如2004年第10
版收录了光纤、基因、克隆等，2011年第11版收录了
福祉、愿景、民生等，2020年第12版收录了打卡、点
赞、二维码等，以语词记录着时代的发展变迁。目前
读者正在使用的是《新华字典》第12版。

（综合央视、广州日报、光明日报、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