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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

每年农历秋分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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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出线形势不乐观

6月22日20:00�巴西-哥斯达黎加
6月22日23:00��尼日利亚-冰岛
6月23日02:00�塞尔维亚-瑞士

赛程预告

日前，有网友爆料称，上海小学
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第24课《打碗碗
花》（李天芳著散文），原文中的“外
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为什么要
把“外婆”改成“姥姥”？有网友找出
了去年上海市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
答复，上海教委认为，“姥姥”是普通
话语词汇，而“外婆”属于方言。（6
月21日 观察者网）

21日一早，不少上海人的朋友圈
都“炸了锅”，把原作者稿子的“外婆”
改成“姥姥”让不少包括上海在内的
南方地区群众表示不习惯、不接受。

“姥姥”与“外婆”的称呼，其实
地域性明显，北方一般叫姥姥，南方
则多叫外婆， 但如果以方言细究起
来， 还有不少其他的称呼， 不一而
足。但如果将“姥姥”归属于普通话
语词汇，而将“外婆”归属于方言，不
少人可能觉得有疑惑。在《辞海》中，
“姥姥”这一词条的解释是：亦称“老
老”， 北方方言对外祖母的称呼，亦

为对年老妇人的尊称。 很明显，《辞
海》的解释是将“姥姥”定义为方言
而非普通话词汇的。

虽说普通话是将北方官话作为
基础方言，看起来“姥姥”一词似乎
更有资格成为普通话语词汇， 但我
们目前使用的普通话是有一个发展
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体系也
在逐渐地丰富、多元，尤其是一些已
经成为使用习惯， 且使用范围颇广
的语言、 词汇， 都融入到了普通话
中， 成为大家约定俗成的用语，“外
婆”一词显然就是如此。

既然是一种众所周知的表达习
惯和语义， 且在多年的教材中也已
沿用多年， 那么改变它的意义又在
哪里呢？况且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地
域决定了个人的表达习惯和特色，
也使得这种特色成为了文章的个
性， 从而可以让人了解其地方文化
背景， 这难道不是文化应有的“多
元”意义吗？对于这种不需要额外注

释就能了解的词语， 理应尊重和接
纳， 而不是仅仅凭僵硬的语言规范
将其做无谓的改动。

民国时期，刘半农向章炳麟讨教
语音问题时，刘认为“北京话”为明清
以来的京城人所说的话，然而章炳麟
即用明朝音韵背诵文天祥正气歌十
几句，其发音与北京话完全不同。语音
流变如此， 语言使用变化也是如此，
在说和用的过程中， 一些原本为方
言的词汇逐渐成了“标准化” 的词
语，被大众所默认。如我们从小便熟
知的歌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
婆的澎湖湾》等等，这显然已经不再是
方言的范畴，而是被一代又一代人所
默认的语言使用模式和习惯。

文化、 语言的融合是一个社会
文化丰富的象征， 而一些教条式的
“规范”， 不应该将这种丰富性机械地
抹杀，否则就只是一种“刷存在感”的
举动， 更与人们对语言情感的需求
极不相符。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外婆”改成“姥姥”，多此一举

长沙上千中介门店停业整顿
省住建厅：将发布房地产行业“红黑名单”，在长株潭展开交叉检查
【连线】公积金差别化信贷拟从严从紧【新政】长沙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可提取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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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湖南烈士公园年嘉湖的荷花绽放，吸引游客观赏。 当天是“夏至”节气，长沙天气转热，气温升高，公园里的
荷花次第绽放，逐渐迎来夏日荷花的最佳观赏季节。 记者 郭立亮 摄

长沙县龙喜路水果商贩欺客

六两水果“变”一斤
一键即可“动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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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个“＋”变救护车？
170公里要2300元
正规救护车只接不送
“黑车”见缝插针抢市场

前5月16家
世界500强企业入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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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近30年
老沙湖桥市场开拆

>>A04

记者调查

赏荷季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