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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据解放日报“许多读书时期的
‘规范读音’，如今悄悄变成了‘错误
读音’；经常读错的字音，现在成了对
的……”近日，一篇《广电人注意！这
些字已经改读音了》的网帖，再度引
起网友注意，点击量接近 10 万。该
网帖列举的规范读法：“远上寒山石
径斜（xié），白云生处有人家”“一骑
（qí）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shuāi）”等，真的是新近改的吗？

通行读音仍参照1985
年审音表

上海辟谣平台追溯发现，帖子与
2019年曾在网上传播的《播音员主持
人请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
基本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进行过三次
普通话审音，分别是1956年、1982年
和 2011 年。每一次审音，都历经数
年。如，1963年发布的《普通话异读
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是第一次审音
的成果，也成为普通话异读词读音的
基础。

1985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
音表》是第二次审音的成果，也是目
前参照使用的审音成果。根据1985
年审音表，“确凿”不读“确zuò”，读

“确záo”；“驯服”不读“xún服”，读
“xùn服”，等等。

2011年，我国启动第三次普通话
审查，并在2016年向社会发布《普通
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到目前为止，
2016年征求意见稿尚未定稿公布，所
以，通行的读音仍旧参照 1985 年审
音表。

参照 1985 年审音表，会发现网
帖中有很多内容不正确，部分让人以
为新近才改变的读音，其实在 37 年
前就已规范。例如，“一骑（qí）红尘
妃子笑”中的“骑（qí）”由“jì”更改
而来，都是1985年审音表规定的。

比较网帖内容、1985年审音表、
2016年征求意见稿可以发现，网帖中
有部分内容来自 2016 年征求意见

稿，帖子将尚未定稿的读音误称为已
经审定的读音。此外，还有部分内容
引用错误。比如，网帖称“‘粳米’的

‘ 粳 ’原 来 读‘jīng’，现 在 要 读
‘gěng’”。在2016年征求意见稿中，
标注“粳 jīng（统读）改为粳 gēng
（统读）”，网帖声调标注错误。

事 实 上 ，“ 粳 ”字 到 底 如 何 发
音，在 2016 年征求意见稿发布后，
争议较大，尚无定论。曾有语言专
家 表 示 ，“ 粳 米 ”的“ 粳 ”本 读

“jīng”，绝大部分人也是这样读
的，但 2016 年征求意见稿将其审为

“gēng”，应该是“以北京语音系统
为审音依据”。这是学术问题，目
前意见还不统一，并未确定“粳”字
的最终读音。

再如，被部分网友称作“感到怀
疑人生”的“说客”中“说”的读音，网
友们认为应该读作“shuì”，但网帖
说已经改成“shuō”。可对照1985年
审音表和 2016 年征求意见稿发现，
两者并不矛盾，“游说”中的“说”字读
音没有变化。其中，1985年审音表显
示为“说shuì，游～”，而2016年征求
意见稿显示为“说(一)shuō～服，(二)
shuì游～ ～客”。可见，2016 年征
求意见稿是增加了“shuō～服”这个
读音，并不是将“游说”“说客”中的

“说”字改音。

“从今不从古”更为合理
网帖除了以讹传讹外，也没有将

部分文字读音的变化说清楚，引发误
解。比如，根据 1985 年审音表，“远
上寒山石径斜（xié）”“乡音无改鬓
毛衰（shuāi）”等读音就早已确定了，
并不是新近才改定的。

《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表示，这
种差异实际上是由古音和今音不同
造成的。所谓古音与今音之差，并非
只发生在当代。古诗词讲究平仄押
韵，从先秦到汉、唐、宋，读音的变化，
最早宋人就已经发现，某些字的读音
在一首诗中不合韵脚了。为此，宋人
采取的办法是临时改一个字的读音
以便读起来还押韵。这在语音学中

称“叶音”，也称“叶韵”“叶句”，“叶”
也作“协”。明清以后，“叶音”之法逐
渐被淘汰。

以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
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
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为
例，这是一首首句入韵的七绝，即以
第一、二、四句的末字“回”“衰”“来”
押韵。这三个字用普通话念起来并
不完全相谐：“回”读 huí，“衰”读
shuāi，“来”读 lái，要说押韵，只有
同属开韵（ɑi）的“衰”“来”可以算
得上押韵，而属于微韵（ui）的“回”
字不能与之相押。过去，为了解决
今音不同韵的矛盾，把“衰”字原来
的读音shuāi改为cuī，但这样改并
没有史料依据，也未解决今音不同韵
的矛盾。

首先，“衰”若读cuī，与诗文本
意不通。“衰”字读cuī时，用以表示

“用粗麻布制成的毛边丧服”和“由大
到小依照一定标准递减”，如衰序等
意义；读shuāi，用以表示“衰微”“衰
老”“疏落”等意义。在现代汉语中，

“衰”读cuī的音要写作“缞”，只表示
“丧服”的意思。改读的结果，反而易
造成理解障碍。

其次，将“衰”改读，也不能解决
全诗押韵的问题。这首诗的首韵

“回”（huí）与末韵的“来”（lái），今
音分属两个不同韵部，这是全诗韵不
同的关键。当“衰”读shuāi时，虽与
前面的“回”字不谐，但与后面的“来”
字押韵；改读cuī音以后，与“回”字
合辙，但与“来”字拉开了距离，并没
有收到协同全诗韵读的效果。

黄安靖说，从古音到今音（普通
话）的变化原因和规律十分复杂，“很
多古音都已经发生变化了，为何只改
韵脚？实际上是改不胜改的”。从语
言的统一规范来说，“从今不从古”的
原则更为合理。

当然，一些特殊名词的读音则适
合采用“名从主人”原则，即当地人怎
么读就怎么读。如安徽六（lù）安、
浙江台（tāi）州、山东东阿（ē）等地
名，仍保持古音。 ■施晨露 任翀

据新华社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
部门近日印发《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
扶持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明确了房
租减免、税费减免、社会保险支持、金
融支持、防疫支持以及其他支持等26
条纾困扶持措施。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养老
托育服务业面临较多困难。通知指出，

养老服务机构和托育服务机构属于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范畴、承租国有
房屋的，一律免除租金到2022年底。鼓
励非国有房屋租赁主体在平等协商的
基础上合理分担疫情带来的损失。

在税费减免方面，通知明确，
2022年，各地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
服务机构按照 50%税额顶格减征资

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
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等“六税两费”。严格
落实养老托育服务机构用电、用水、
用气、用热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的
政策，鼓励地方 2022 年视情给予进
一步减免优惠。 ■安蓓

一篇关于汉字读音变化的网帖引发关注，其中存在不少错误

“一骑（qí）红尘妃子笑”早已审定

据新华社 9 月 2 日，“中国网事·
感动 2022”三季度网络感动人物评
选启动，将从 17 位（组）“感动人物”
候选人中评选产生 10 位（组）季度
当选者。

通过江苏、湖北、陕西等省份各
级党委宣传部、网信办以及媒体等
机构推荐，经组委会审核筛选，共17
位（组）入选三季度网络感动人物候
选人。

在候选人中，有反哺桑梓的村支
书。2007年，武汉市江夏区法泗街大
路村胡涛返乡带动乡亲共发展。他
推进村庄村湾集并，强化村庄产业引
领，创新村庄服务机制。如今，在他
的带领下，大路村已从“空壳村”变成
年产值上亿元的生态村。

候选人中，有一对夫妻，从护林
员到望火楼瞭望员，他们做塞罕坝

“林场的眼睛”23 年。23 年来，刘军
夫妇与孤寂、艰难为敌。在115万亩
森林深处，纵然鬓边青丝悄然变白
发，他们仍用信念守望着苍翠林海。

“川 A 英雄”是成都三环路灭火
救援群体。6 月 18 日，成都三环路，
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起
火，司机被困。危急关头，一个个“无
名英雄”挺身而出，冒着浓烟和火苗，
不到5分钟，成功救出被困司机。

这些候选人或躬耕于农田助力
乡村振兴，或穿梭于都市贡献个人
力量。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刻苦钻
研、默默奉献，用责任和使命时刻冲
锋在前。他们平凡如你我，又璀璨

若繁星。
本次评选网络投票时间为9月2

日10时至9月15日11时。公众可通
过新华网PC端、新华网客户端等渠
道参与投票，同时也可参与#网聚感
动##感动推荐官#微博话题互动，了
解感动人物故事。本次评选结果将
于9月16日公布。

“中国网事·网络感动人物评选
活动”由新华网、新华社“中国网事”
栏目承办，自 2010 年起已举办十二
届。该活动以普通百姓为报道和评
选对象，由新华社记者走访基层挖掘
感人故事，不同机构推荐候选人，发
动网民通过新媒体方式进行线上、线
下评选并举行年度颁奖典礼。

■刘亚丽 申钉钉

“中国网事·感动2022”三季度网络感动人物评选启动

26条扶持养老托育服务业
“中小微”免除国有房屋租金至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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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智慧生活离我们有多近？
编者按
回到家，推开门就有语音管家服务，一坐下电灯就自动亮起。这样的智慧生活是否

遥远？
城市之所以产生，是人们为了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创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空

间。将“人民至上”刻进城市肌理，是打造人民城市的关键。
9月，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综合基地（上海杨浦）揭牌，其核心机构之一的上海市人工

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也同步揭牌。区校强强联合，推动在杨浦率先构建基于智能技
术、充满活力、富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

在杨浦，“科技含量爆棚”的智慧生活将触手可及。

本版部分图片由相关单位提供

■记者 汤顺佳 毛信慧 宋玥

在家里走几步就能遇到
“小聪明”——千兆网速每个
房间都能用

假设有客来访，主人碰巧不在家，
怎么办？按响智能门铃，主人通过摄
像头远程确认来者身份后，再通过手
机发送临时的门锁密码，输入密码，访
客便可进入。这是上海移动智慧家庭
体验馆中的一个应用场景。

9月3日，在上海移动杨浦滨江营
业厅大楼一层，智慧家庭体验馆开馆，
模拟实际生活场景，展出多款实用的
智能设备，同步上线全屋千兆的超快
网络服务。

大门开启，房间自动进入居家模
式，暖光灯亮起，电视屏幕打开……馆
内模拟了一个真实居住环境，餐厅、卧
室、厕所等一应俱全，而各种智能家居
设备就放置其中。几乎每走几步就能
遇到惊喜——比如，入门的开放式厨
房顶部，装有烟雾传感器和燃气传感
器，可及时感知屋内危险情况；走进客
厅，高清晰度与色彩还原度的超大8K
电视映入眼帘，找一个悠闲午后，连接
VR设备，可与好友来一场线上球赛。

“小翼管家”“我在”“开窗帘“明
白”，来到卧室，叫一声智能管家，窗帘
便自动打开，都市夜景尽现眼前。智
能台灯感应人上下床的动作，并作出
开关反应。在儿童房，安全被放到首
位。智能插座可设定开关机时间，还
能借助手机远程通断电，而桌上一张
小小的电子学生证承载着更多功能。

“很多孩子在学校不能佩戴智能设备，
那么上下学安全如何保障？这张电子
学生证就可提供帮助。它上面的数字
按键，可设置成一键拨号，方便孩子拨
打家长电话。它还有交通卡的功能，
内置离线健康码，方便孩子乘坐公共
交通。”上海移动工作人员许敏慧表
示，“如果家长想知道孩子的实时位
置，也可启用它的定位功能。”

平时宅家上网，明明装了Wi-Fi，
但只要到另一个房间，一墙之隔就会
影响网速。像馆内陈设这样组合使用
各种智能设备，会不会产生“全屋网
卡”的尴尬呢？许敏慧告诉记者，组合
排布的 FTTR 全光 Wi-Fi 是硬基础。
网线设计一路隐形，不影响房间美
观。“这个全光Wi-Fi的从光路由，它
分布在我们每一个房间。还有一个总
控系统，就是全光 Wi-Fi 的主光网
关。通过这样的组合，我们就可以实

现每个房间达到一千兆以上的网速。”
当下在上海，数字生活的飞速提

质离不开千兆 5G、千兆宽带和千兆
Wi-Fi 等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的加
速普及。推进千兆光网和5G协同发
展，已成为宽带网络建设发展的重
点。近年来，为助力城市全面数字化
转型，上海移动积极推进全千兆网络
建设，不断提升居民对数字云生活的
感知，取得了网络、用户规模、终端和
应用全面领先的发展佳绩。打造这
样的实景场馆，正是为了让市民现场
体验超快网速，实际感受它带来的生
活便利。

“还是希望尽可能普及全千兆网
络和智能设备，希望市民用得起、用得
好，让更多优质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来
到市民身边。”上海移动市场经营部总
经理助理王晔表示。

会场里看似普通的椅
子，其实“科技感满满”——
大创智企业举办元宇宙3D
打印椅全球首展

会场里看似普通的椅子，其实“科
技感满满”。

202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
2022）举行期间，大创智企业一造科技

办了一场展览——元宇宙3D打印椅
全球首展。

这把椅子是由一造科技推出的
全 球 首 台 元 宇 宙 3D 打 印 机
MetaPrinter 耗时约 3 小时打印出来
的。除了展览展示，今年元宇宙 3D
打印椅几乎覆盖了 2022WAIC 全体
会议产业发展论坛的整个会场。会
场中使用的 200 多把椅子，均由元宇
宙3D打印机制作。

据悉，MetaPrinter 由一造科技与
同济大学研发合作，将元宇宙场景与
大尺度 3D 打印技术相融合的产物，
旨在以区块链数据存储及低碳智能
建造为核心技术，全力辅助未来虚实
融合场景的建设。作为全球首款面
向 NFT 建筑艺术作品定制化生产的
元宇宙 3D 打印机，MetaPrinter 具备
生产建造一体化、线上线下实时交
互、可移动、可多站点联动打印等特
点，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实现全
加密的设计存储、文件传输、生产流
程。同时，MetaPrinter 以回收塑料为
主要生产原材料，并兼容各类纤维增
强改性塑料颗粒原材料，满足各类大
尺度 3D 打印应用场景的材料需求，
实现低碳建造。

近年来，一造科技深耕建筑科
技赛道，参与建筑产业从数字建造
到智能建造的历史转型，以艺术创
意设计思维视角为抓手，打造反向
整合智能设计与建造的建筑一体化
营建范式。

“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离
不开与社会的磨合适应”——
杨浦的创新生态是超前探索
智能社会建设的“沃土”

“在智能社会建设探索方面，杨浦
具有创新生态优势，作为实验基地而
言，其社会结构多元化，产业类型丰
富，人口构成完整，具有不可比拟的要
素健全优势。此外，相关部门还有大
量的基层治理探索经验和人才集聚效
应，为智能社会的技术进步提供素材
积累和人员储备。”9月2日，2022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智能社会论坛在杨浦举
行。论坛上，杨浦区发改委负责人如
是说。

当天，由中央网信办等八部门联
合确立的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综合
基地（上海杨浦）正式揭牌，其核心机
构之一的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
同创新中心也同步揭牌。

据悉，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综
合基地（上海杨浦）于去年9月获批，
位列中央网信办等八部门公布的 10
家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名单
内，也是上海唯一一家。该基地以上

海市杨浦区为应用主体，以同济大学
和依托同济大学建设的上海市人工智
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上海自主
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中国（上海）
数字城市研究院为核心研究主体和技
术主体。

这是杨浦基于科教资源和创新生
态优势，以及丰富的数字经济发展及
城市数字化转型实践，超前探索构建
面向未来的智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
举措，也是杨浦与同济大学全面战略
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期揭牌的上海市人工智能社
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作为上海市教
委确定的新一轮上海市协同创新中
心建设平台。中心依托同济大学建
设，汇聚法学、经管、人文、信息、自主
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等多学科和
单位力量，联合阿里巴巴、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共同开展协同
创新。

未来，该中心将以上海市杨浦
区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综合基
地为平台开展社会实验与印证检
验，为人工智能可信向善发展贡献
上海智慧，助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
型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

当天，来自人工智能、公共管理、
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法律、社会治理
等领域的国内外权威专家以及来自
管理部门、产业界等专业人士，围绕

“智能社会、协同治理与人民城市”议
题，开展圆桌对话，为智能社会治理
实验建言献策，贡献了一场丰富的思
想盛宴。

“产业界在智能社会推进中，除了
面临着公共数据匮乏的困境外，还面
对数据本质的挑战，即数据量大但并
不可用的问题，未来要在场景化应用
数据方面下功夫，尤其是关系到百姓
衣食住行的重要方面，为数据做梳理、
打标签，这样才能做好精准服务和高
效利用，为城市管理提供决策参考，推
动城市智能化发展。”上海脉策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 CEO&联合创始人汤舸
表示。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
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薛澜认为：“古往今来，新技术的
产生和发展历程，都离不开与社会的
磨合适应，产业技术由企业实现突破
后，需要面对社会的考验以及政府的
规制。面对高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
术，市场、社会和政府方面应当协同
发力，充分激发管理创新潜力，推动
技术的高效运用和发展，满足人民需
求和社会服务，真正落实到人民城市
建设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