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女士：

“嘈杂”的“嘈”有人误读

为声 cāo 或 zāo。在 1962

年发表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

表初稿（第三编）》中，“嘈杂”

的“嘈”的读音被确定为二声

cáo。在 1985年公布的《普通

话异读词审音表》中，“嘈”字

被规定为“统读”cáo，也就是

在任何词语中都读二声

cáo。由于时常有人将“嘈”字

误读，所以有的工具书提醒读

者注意此字读音。例如《新华

多功能字典》指出：“‘嘈’读

cáo，不读 zāo。”再如《现代

汉语应用规范词典》提示人

们：“（嘈）统读 cáo，不读

zāo或 cāo。”对此，《现代汉

语规范字典》（上海辞书出版

社）还解释道：“嘈，形声字，从

口，曹声。”

“嘈”的意思是“声音杂

乱”。请注意下面例子中“嘈”

字的读音：

（1）他走进火车站，只见

这里人来人往，声音嘈

（cáo）杂，便找了个地方先

坐下。

（2）外面人声嘈（cáo）

乱，哭声，叫声，混成一片。

（曹禺《雷雨》第四幕）

（3）探春因家务冗杂，且

不时有赵姨娘与贾环来嘈

（cáo）聒，甚不方便。（《红楼

梦》第 58 回）

（4）隆隆的发动机声压

倒了“上西站”的一切嘈（cáo）

音。（茅盾《苏嘉路上》）

（5）小镇上的农村集市

……人声嘈嘈（cáocáo），尘

土腾腾，家禽家畜叫成一片。

（《小说选刊》1981年第 6期）

（6）大弦嘈嘈（cáocáo）

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

嘈（cáocáo）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

《琵琶行》）

（7）叫喊声、跺脚声、叱责

声……足足地嘈（cáo）闹了

有五分钟。（郭小川《一个和

八个·一个傲慢的犯人》）

（8）忽听得村外人声嘈

（cáo）嚷，接着有人来报告

说敌人来了。（《星火燎原·海

陆丰的红旗》）

（杜永道《语言文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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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3 日晚，

“天涯共此时 五福传四

海”中秋民俗活动暨“海

丝起点 清新福建”校园宣

传推广活动在华侨大学厦门

校区举行。来自泰国、摩洛

哥、俄罗斯等 65 个国家的在

闽留学生、外国政府青年官

员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

千余名学生，在龙舟池畔

体验闽南民俗，共庆中秋

佳节。

当晚，福建艺术家带来

了高甲戏、南音等非遗表

演，让中外学生感受到福建

艺术的多姿多彩。来自马达

加斯加、老挝等国的留学生

带来了精彩的节目，展现了

学校“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的校园氛围。他们还体验了

闽南民俗博饼，一个个“状

元”的诞生，让留学生们对

闽南中秋风俗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

来自摩洛哥的明远说：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我很荣幸能作为主持人参加

这次中秋活动。祝愿大家中

秋快乐，希望大家来了解中

国的传统节日。”来自印度尼

西亚的陈俊伟欣喜地表示：

“在华侨大学，我感受到不同

文化交融的魅力，让我更爱

福建、更爱中国。”来自中国

台湾的黄茗敏也很激动：“中

秋节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情感

链接，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

亲。” （刘妍希）

10 件泉州籍“大师之作”

赠予印尼孔子学院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道 9 月 15 日晚，在

2024（印尼）世界闽南文化节上，福建泉州

市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茶艺大师共 10 件作

品，现场捐赠给印尼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

这 10 件作品均为泉籍国家级、省级工

艺大师和茶艺大师的代表作。捐赠作品涵

盖影雕、木偶头、藤编、永春纸织画等非遗

技艺，展现了泉州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与

文化底蕴。

据悉，这些作品将在中国驻印尼大使

馆和印尼国家清真寺合作建设的“中国空

间”进行展出，成为宣传中国文化、推介闽

南文化、展示泉州形象的一个窗口。

“2024 年中华文化大乐园
—泰国曼谷营”开营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道 近日，“2024 年

中华文化大乐园—泰国曼谷营”活动在泰

国泰京时代中学拉开帷幕。活动为期 14

天，开设了中华武术、中国书法、民族舞蹈、

民族器乐、中国美术、手工制作、中华经典

诗词诵读等 12 门课程，吸引 400 名曼谷华

裔青少年参加。

开营仪式上，来自泰京时代中学的学

生精心准备了泰国传统器乐、民俗舞蹈等

表演，展现了对“中泰一家亲”的理解。中国

驻泰国大使馆秘书张龙在致辞中表示，“中

华文化大乐园”作为一项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国际交流活动，承载着促进文化

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

“中泰两国友谊源远流长，希望每一个

同学抓住机会，学习、了解、喜欢中华文化，

展示出风采与成果，有机会到中国、到江西

感受历史文化。”曼谷华教促进会主席何韵

说。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近年来，

“中华文化大乐园”活动在全球多个国家和

地区成功举办，吸引了众多海外青少年和

当地民众的热情参与，促进了中华优秀文

化的传承与弘扬和全球文化的多元共生和

繁荣发展。 （姜涛）

2024 中华文化大乐园

马来西亚营天津教师团

顺利抵达
本报讯 日前，2024 中华文化大乐园马

来西亚沙巴营天津教师团一行 14 人顺利

抵达哥打基纳巴卢机场。承办此次活动的

沙巴马中联谊会代表到机场迎接。

当天，教师团全体成员与沙巴马中联

谊会、亚庇建国中学董事会成员及部分教

师一起座谈，就如何开展好大乐园活动进

行了深入沟通和交流。

大会主席、亚庇福建会馆主席、亚庇建

国中学董事长兼沙巴马中联谊协会名誉会

长拿督叶参太平绅士对天津教师团一行表

示了热烈欢迎和亲切问候。他介绍了亚庇

建国中学和活动招生筹备有关情况，表示

作为活动协办方，一定全力以赴为大乐园

活动提供全程服务保障。

教师团领队冯媛媛代表天津海外联谊

会感谢海外承办方和协办方的热情接待。

她首先介绍了参加此次执教任务的各位教

师情况及各项教学准备工作，教师团成员

们表示一定尽心竭力完成执教任务，为推

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

献，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认识天津。

发现中文国际教育新模式
9月 12日一大早，许倩

就来到服贸会教育专题展的

国际交流展区参观。“有很多

大学、教育机构都开展推介活

动，很多教育服务的含金量都

很高。”许倩坦言，此行她最大

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中文 +”

的国际教育模式，“这个模式

现在非常流行，我在展区中看

到了‘中文 +职业技能基地’

‘中文+汽车’等很多专业。”

许倩说，白俄罗斯跟中国

的大学在“中文 +”国际教育

模式已经达成了一些合作，

“2023年 11 月 21日，40所中

国高校和 41所白俄罗斯高校

代表签署了《中国—白俄罗斯

大学联盟成立协议》，我觉得

这一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我

非常想知道这种国际教育模

式未来的发展潜力。”她表示，

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白

俄罗斯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方

向，未来她将深入研究“中文

+”的国际教育模式，并在论

文中进行体现。

利用各种机会学习中文
许倩与中国的缘分，要

从 2014 年说起。那年她考上

了白俄罗斯明斯克国立语言

大学，从此和语言结缘。“当

时我哥哥就告诉我，中国的

发展很好，未来会更好，他让

我一定要学习中文。”在哥哥

的影响下，2016 年选修第二

外语时，许倩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中文。为提高中文水平，

2017 年她还专门前往华东

师范大学学习语言，因为热

爱所以努力，在短短 4个月

的时间里，她便可以基本听

懂老师的话。

“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只

会大约600个汉字，但我总会

找机会使用中文，练习中文。”

走在街上，她会大胆地用中文

向当地人问路，遇到听不懂的

话就比划手势。接到网约车司

机和外卖小哥的电话时，她也

会诚恳地说：“我是外国人，请

您说慢一点好吗？”在这样的

学习劲头下，许倩的中文越来

越流利。如今她不仅可以用中

文顺畅沟通，也能够直接用汉

字书写文章。

2019 年，许倩成为浙江

师范大学中英笔译专业的研

究生，正式开启了长达 5年

的中国留学生涯。这 5 年的

时间里，除了在学校学习中

国文化，她还努力创造一切

机会到中国各地游览、学习。

宁波、杭州、青岛、重庆、厦

门、昆明……许多城市都留

下了她的身影。“中国很大，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文

化，给我留下了很多难忘且

美好的记忆。”许倩感慨。

愿当使者传播中国文化
“了解金华浦江的治水过

程”“带着外国友人一起探秘

亚运场馆”“从百年书店感受

中国百年之变”……在华留学

期间，许倩积极参与各类文

化交流活动，每一次活动都让

她对中国的认知更深一层。不

仅如此，许倩对中国传统文化

也情有独钟，她把汉服、京剧、

针灸等体验了个遍，也尝遍了

全国各地的美食。

2022 年许倩考入北京外

国语大学，成为一名博士生。

“在北京，我最喜欢吃炸酱面，

实在太好吃了，我每天吃都不

会腻。平时我还喜欢逛胡同，

这能让我最直接地感受到北

京传统文化。”也正因为有这

些丰富的经历，在2023年举

办的第三届“用英语讲中国故

事”活动中，许倩获得了来华

留学生组唯一的“风采之星”

奖项。

如今，已经深深爱上中国

文化的许倩，会在各种场合情

不自禁地将中国文化传递给

她的白俄罗斯朋友们。“我想

把汉字带到我的国家。在白俄

罗斯本地人开的中餐馆中，很

少会展示中文，我要让更多人

看到汉字的魅力、喜欢上汉

字。”不仅如此，许倩还常常通

过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充当

中国和白俄罗斯文化传播的

“使者”。此前，她还曾与白俄

罗斯驻华大使等人一起直播，

让更多中国人了解白俄罗斯

的文化和产品，也帮助更多白

俄罗斯人了解中国。

明年，许倩就要从北京外

国语大学博士毕业。她表示，毕

业后将继续为中国和白俄罗

斯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我要做中国和白俄罗斯语

言、文化交流的使者，让两国

人民亲似一家人。”许倩说。

（武文娟 崔峻 来源：北

京青年报）

白俄罗斯女孩服贸会上讲述中国故事
“十二年戎马生涯，我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在 2024 年服贸会教育专题展区中，一位白俄罗斯姑娘身穿

民族服饰，正用流利的中文向观众们分享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这位中文名为许倩的白俄罗斯姑娘，是北京外国

语大学一位在读博士。在中国求学 5年多来，她始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此次服贸会之

行，也让她有了新收获，那就是找到了“中文 +”的汉语国际教育新模式。

“嘈杂”中“嘈”的读音

杜老师：

时常听到有人把“嘈

杂”的“嘈”读成一声

cāo，请问这种读法是否

妥当？谢谢。

河北读者曾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