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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北京的向女士最近
很关注自己普通话的发音。
外孙女正处于牙牙学语的阶
段，自己说的每一个字都可
能被孩子模仿，从而对她未
来的语言习惯产生影响。
因此，一遇到拿不准的词
语，向女士就会上网查询准
确读音。

向女士告诉记者，有一
天带孩子在外面玩，时间有
点长，就跟孩子说，“咱们快
回家，家里暖和”。但是“暖
和 hé”还是“暖和 huo”，一时
间她拿不准读哪个音，于是
就去网上搜了一下“暖和”
的读音，有一个查字典网
站，它提供的答案是“暖和
hé”。当时很相信这个网
站，因为它写了新华字典在
线字典。

“暖和hé”这个读音与向
女士长久以来的习惯一致，
自己似乎没有错。但很快她
发现，这个网站上的一些内
容并不完全可靠，该词语的
前五条例句有两条存在明显
错误，“暖”跟“和”这两个字
虽然连在一起，但是表达的
意思是分开的，比如：“我们
尽力做着喜欢的事，心中便
充溢温暖和安宁。”

这让向女士感到怀疑。
她翻箱倒柜找出《现代汉语
词典》核查，确认该词语正确
读音应为“暖和 huo”。这意
味着该在线字典网站的标注
有误。

向女士又去搜了搜其
他的多音字，发现这个网站
对于很多多音字就是乱标
注。比如说“倔强 jiàng”，它
读 成“ 倔 强 qiáng”。 还 有

“咖喱”，它给标注的是咖啡
的“咖”的音。

记者发现，在搜索引擎
中搜索该网站，搜索页面标
题中出现了“新华字典”“在
线字典”等关键词。向女士
也因此认为该网站内容出
自《新华字典》，可以放心查
阅。事实上，该网站提供的
内容与《新华字典》等权威
辞书内容相去甚远。记者
联系到查字典网站，工作人
员表示，字典是非收费业
务，内容需要读者自行甄
别，至于是否得到《新华字
典》方面授权，工作人员表
示不便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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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由于通信技术及产品的快速迭代,传统移动增值业务已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现决

定于2024年12月31日终止“理财时报”产品的服务，建议您通过关注相关金融机构的

官方APP或新媒体公众号来获取理财资讯服务，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关于“理财时报”产品下线的公告

中国电信福建公司
2024年12月3日

在线字典良莠不
齐，有的还冒用权威字
典名称，不难想见会对
读者造成多大影响。
特别是对于一些学生
来说，很容易接触到错
误的、不规范的，甚至
是不良导向的内容，危
害不浅。

更令人忧虑的是，
这些伪劣在线字典之
所以存在，实际是以字
典业务为引流手段，开
展着范文下载、教育培
训、起名测字等收费业
务。也就是“挂羊头卖
狗肉”，在污染知识传
播的同时，设下消费陷
阱，侵犯用户种种合法
权益。一本权威字典，
背后凝结着专家学者
的智慧与心血，更有政
府公信力为之背书，如
若放任“李鬼”横行，无
疑是对真知的践踏，以
及对信任的辜负。一
切伪劣字典，须止于严
格审核、严厉监管。

网络上的侵权手
法不断“变身”，需要社
会各界形成合力。想
要不被知识“割韭菜”，
读者也要懂得辨别，掌
握“数字世界”居民必
备的安全技能。如有
线上查询的需求，可从
正规渠道下载《新华字
典》APP，或通过“商务
印书馆工具书数据库”
网页端查询字词。

互联网时代日新
月异，我们比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真实无误的
信息。对于“李鬼网
站”“李鬼字典”“李鬼
APP”等 网 络 空 间 的

“牛皮癣”，势必要来一
场“大扫除”，从前端、
中端到后端，让打假的
力量无孔不入，让假冒
伪劣无处遁形。

N综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央广网 正观新闻

《新华字典》大家都用过，网页版的在线新华字
典你用过吗？如果你确实用过在线新华字典，那你
可能遇到了“李鬼”字典，因为《新华字典》目前还没
有推出网页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在线字典网站
打着“新华字典”旗号，吸引用户点击访问，实际提
供的内容却错误百出，有的字音、字形有误，有的词
语释义不当，提供的例句更是前言不搭后语，误导
读者。那么，在线字典该如何规范？

“新华字典网”收录了大量错误成语，比
如“多文强记”一词，该网站用的是文化的

“文”，词语释义为“形容知识丰富，记忆力
强”。按照词义，应该是见闻的“闻”。

实际上，有大量在线字典网站都收录了
“多文强记”一词，而且词语解释、出处等内容
都如出一辙。记者查询第七版《现代汉语词
典》发现，与“多文强记”相似的成语为博闻强
识与博闻强记，但都是见闻的“闻”。

便民查询网也收录了“多文强记”一词，
这是一个工具集合网站，该网站在搜索页面
的标题为现代汉语词典-在线汉语词典。记
者联系该网站，工作人员表示，该字典工具跟
《现代汉语词典》无关，相关内容来源于网络。

便民查询网工作人员称：“我们这个来源
是好几十年前网络搜集的，具体来源我们也
不了解，好几十年前了，因为我们现在主营游
戏开发了，网站方面没有怎么维护了，字典没
怎么更新了。”

冒用权威字典名称、字音字形错误百出、
词语释义不当、例句前言不搭后语、网站维护
更新滞后……记者调查发现，除了上述网站，
至少还有在线新华字典、新华字
典（在线）、在线汉语字典、字典
网、我爱查、查典等字典查询网
站也存在这些问题。这些网站
大都以字典业务为引流手段，开
展范文下载、教育培训、起名测
字等收费业务。此类网站大都
无专人维护，缺乏安全保障，容
易被不良网站利用，用户的个人
信息和隐私存在泄露风险。

在线字典

字音错误百出
例句文不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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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来源于网络

或构成商标侵权和
不正当竞争

商务印书馆是《新华字典》和《现
代汉语词典》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
馆副总编辑余桂林表示，目前网页
端存在的“在线新华字典”“在线现
代汉语词典”相关网站并未获得商
务印书馆授权。

余桂林称，《新华字典》和《现代
汉语词典》，已经是国民品牌了，《新
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就由政

府来主导编的字典。《现代汉语词典》
也是一样的，它是为推广普通话，政府主

导来编的一个词典。它们就是唯一性的，
所以不能随便用的。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赵占领认为，《新华字典》在全国范
围内被公众广为知晓，此前法院判例也已
经认定其属于未注册驰名商标，其合法权
益应该受到保护。

赵占领说，未经商务印书馆的许可，使
用“新华字典”，无论是在搜索推广的环节，
还是在网站上作为网站的标识，都是属于
商标性使用，都构成商标侵权。同时按照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使用这种知名商
品的名称、包装装潢，也是构成不正当竞争
的。所以像这种行为，既构成商标侵权，同
时也是构成不正当竞争。

余桂林表示，这些网站往往打着“新华
字典”的旗号，吸引用户点击访问，实际提
供的内容往往与正版《新华字典》大相径
庭。这些网站提供的内容未经严格校对和
审核，可能存在知识性差错和误导性信息。

余桂林说，网上的这些字典良莠不齐，内
容属于众筹式的，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是这么
解释，也没人审核就放上去了。无论是从读
音也好，从字形也好，从它的解释也好，包括
它的用例都有不同的问题存在。

余桂林解释，目前，网络上的侵权手法
不断“变身”，手段隐蔽、传播快，很难被及
时发现和打击。此外，举证成本高、平台执
行机制不明，长周期的维权途径很难去应
对网络快速传播所带来的问题。打击网络
侵权，需要社会各界合力。“我们是受害方，
但更大的受害方是读者，如果学到了不规
范、错误甚至不良导向的内容，危害很大。”

余桂林表示，读者如有线上查询的需
求，可以下载《新华字典》APP，或通过“商
务印书馆工具书数据库”网页端查询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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