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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昨日，记者从《咬文嚼字》编
辑部获悉，2023年十大语文差错
公布，其中包括“账号”误为“帐
号”、“蹿红”误为“窜红”、误让岳
飞自称“鹏举”等等。来看看，这
些字词你了解多少？

一、“多巴胺”的
“胺”误读为ān

“多巴胺”本身是一种神经
传导物质，同时也是一种激素，
能够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2023
年，色彩鲜艳的“多巴胺穿搭”成
了时尚潮流，“多巴胺”也引申出

“快乐因子”的含义，成为流行
语，广泛使用。

“多巴胺”的“胺”经常被误读
为ān，其实正确读音是àn。“胺”是
氨分子中部分或全部氢原子被烃
基取代而成的有机化合物。常容
易读错的还有“三聚氰胺”。

二、“卡脖子”的
“卡”误读为kǎ

近些年，西方国家对我国实
行技术封锁，“卡脖子”频频出现
在新闻报道中。“卡脖子”的“卡”
常被误读为kǎ，正确读音是qiǎ。

“卡脖子”是用双手掐住别人的
脖子，多比喻抓住要害，置对方
于死地。

这里的“卡”是动词，指用手
的虎口紧紧按住。“卡”读qiǎ时，
还表示夹在中间不能活动（如

“鱼刺卡住了”）、阻挡（如“卡住
退路”）等义。读 kǎ时，为音译用
字，多用于外来词，如卡片、卡
通、卡车、卡介苗等。

三、“账号”误为
“帐号”

2023 年 7 月，话题“账与帐
很多人分不清”冲上热搜。生活
中，许多网站和手机应用软件都
将“账号”误为“帐号”。古汉语
中，“帐”可通“账”。但是，2001年

发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对二字明确分工如下：“账”用于
货币和货物出入的记载、债务
等，如账本、报账、借账、还账；

“帐”专表用布、纱、绸子等制成
的遮蔽物，如蚊帐、帐篷。

“账号”本指单位或个人跟
银行建立经济关系后，银行在账
上给该单位或个人所编的号码，
与货币等有关；后由此义引申，
指用户访问计算机系统或使用
某些资源时使用的识别码。因
此，表示用户识别码时，“账号”
才是正确词形。

四、“蹿红”误为
“窜红”

2023年，各大视频平台上多
部爽剧爆红。媒体常称某部作品
的迅速走红为“窜红”，其实应作

“蹿红”。“蹿”读 cuān，指快速向
上或向前跳跃，如“身子向上一
蹿”。

“蹿红”指迅速走红，多用于
演艺界、体育界等，如“蹿红歌
坛”。而“窜”读 cuàn，本义为藏
匿。现常指乱跑、乱逃，多用于匪
徒、敌军、兽类等，如“抱头鼠
窜”。还可表示改动文字，如“窜
改”。

五、“下军令”误
为“下军令状”

2023年俄乌局势持续紧张。
在相关报道中，常出现“军令状”
一词，如“乌克兰总统下达军令
状，敦促乌军加快反攻”。其中

“下达军令状”有误。“军令”指军
事命令；而“状”作为文体的一
种，指向上级陈述意见或事实的
文书。

“军令状”本是戏曲和旧小
说中所说接受军令后写的保证
书，表示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愿
依军法受罚，后借指接受任务时
所做的按时完成任务的保证。可
见，上级向下级下达命令应称

“下军令”，而非“下军令状”。

六、误让岳飞自
称“鹏举”

电影《满江红》于 2023年年
初上映，反响不俗。其中，岳飞亲
笔留下遗言，开头是：“鹏举绝
笔，以明心迹。”实际上，岳飞是
不可能自称“鹏举”的。鹏举是岳
飞的表字。

“表字”是旧时成年人在本
名以外另起的与本名在意义上
有联系的别名，也说“字”。字通
常是平辈或晚辈对某人的称呼，
以表示尊重或亲近，用于他人称
自己，不可自称。岳飞自称或署
名，可以是“飞”或“岳飞”，但不
会像电影设计的那样，自称“鹏
举”，那是不符合传统称谓规范
的。

七、误称白居易
修建“白堤”

2023 年 9 月至 10 月，第 19
届亚运会在杭州举行。杭州的各
种人文胜景一时广受关注。不少
文章和报道中称，白堤是白居易
修建的。其实，白堤在白居易到
杭州之前就已存在。

白堤，旧称“白沙堤”，位于浙
江省杭州市西湖之中。白居易任
杭州刺史时，曾以“最爱湖东行不
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赞颂其风光，
后人为纪念白居易将此堤命名为
白堤。可见，白堤并非白居易修建，
而是因白居易得名。

八、“宇宙飞船”
误为“航天飞机”

2023年 10月 26日，神舟十
七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与空间站
组合体成功完成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在相关报道中，有媒体将
神舟十七号称为“航天飞机”。神
舟十七号不是“航天飞机”，而是

“宇宙飞船”。

“航天飞机”兼有航空和航
天功能，是一种往返于地面和宇
宙空间的部分重复使用运载器。
它利用助推火箭垂直起飞，然后
启动轨道飞行器进行轨道航行，
可以滑翔降落返回地面。“宇宙
飞船”简称“飞船”，是用运载火
箭送入地球卫星轨道运行并能
重返地面的航天器，有时特指载
人航天器。神舟系列飞船，是中
国自行研制的用于天地往返运
输人员和物资的航天器，属于

“宇宙飞船”。

九、误称“支原
体”为病毒

2023年秋冬，支原体肺炎高
发，其症状主要是发热和咳嗽。
不少人因为支原体引起肺炎而
称之为“支原体病毒”。其实，“支
原体”既不是病毒，也不是病菌，
而是微生物的一种，它有细胞
膜，没有细胞壁，呈不规则球形
或丝状，共生、腐生或寄生生活，
寄生型支原体能引起动植物病
害和人类疾病。

病毒是比病菌更小的病原
体，多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见。
病毒没有细胞结构，但有遗传、
变异等生命特征，能在特定的
寄主细胞中复制繁殖。很多病
毒可以致病，如“新冠肺炎”就
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引起
的。

十、误把“土耳
其”当成阿拉伯国家

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有媒
体在相关报道中，误将土耳其归
入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有相
似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一般指国
民以阿拉伯民族为主的国家；阿
拉伯民族以通用语为阿拉伯语
而得名。土耳其绝大多数国民是
土耳其人，以土耳其语为通用
语。土耳其不属于阿拉伯国家。

据《咬文嚼字》

2023年十大语文差错公布
“问苍茫”“核废水”等也禁不住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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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公共选修课考试，包满
绩（绩点，多所高校对学生评价
的方式），时间地点价格私聊”

“ 帮 忙 找 题 目 ，有 意 者 私
聊”……近日，来自重庆某高校
的大学生刘芳（化名）向记者反
映，一些群聊中有“助考中介”
的身影出现。

“花钱就能买满绩，这对认
真学习、参加考试的学生太不公
平了！”刘芳说，一些学校的公共
选修课考试，往往采取开卷等方
式进行，不会查验身份信息，催
生出了“助考服务”。

所谓“助考服务”，就是由
“助考中介”分别对接“枪手”和
考生，“枪手”通过各种手段帮助
考生作弊，保证考生可以获得高
分。

记者调查发现，“助考中介”
不仅出现在大学期末考试中，甚
至还出现在英语四六级考试、企
业招聘考试中。“助考中介”使用
行业黑话，号称在考前、考中都
可以进行服务，成为“隐秘的角
落”。

助考中介称“控分包过”

据刘芳介绍，绩点分为 4分
制和 5分制，不同学校绩点换算
标准或有不同。不少有出国读研
打算的同学，会在大三下学期之
前将绩点“刷”高。如果自己成绩
太差，有人干脆请人“助考”。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联系了
几名“助考中介”，对方称，初高
中物理化学考试、大学期末考试
都能做，费用在100元至1000元
不等，具体会根据学校和科目划
分不同价格。

这些“助考中介”大多宣称
自己是在校学生，比如有中介自
我介绍称，“本人是 985高校的
研究生，大学学习非常好，可以
帮你‘控分包过’”。

除了期末考试，有“助考中
介”称还可以助力英语四六级等
国家考试。当记者向其中一名中
介咨询四六级考试时，对方称可
以线下操作，600元一次。

记者发现，这些“助考中介”
的业务范围非常广，还延伸到了
企业招聘考试。

“××电网、××银行……需要
笔试、面试全部备考资料的直接
发！”这是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
搜索“银行笔试”的关键词后，看
到的一条广告。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不少企
事业单位的笔试多为线上进行，
有商家便在网络平台发布“高分
包过”“考试援助”广告，诱导考
生购买相关业务。此外，还会在
主页备注“互关后私信”，诱导考
生“上钩”。

为躲审查用暗语沟通

为躲避平台审查，“助考中
介”有着自己的行业黑话。比如
把线上笔试称为“车”，把提供

“助考服务”称为“上车”。
记者在电商平台输入“考试

助力”“课程辅导”等关键词后，
发现有不少商家打着“辅导培

训”的旗号，暗卖付费“助考服
务”。在对应的商品详情页，部分
商家会使用“代”的拼音暗指“助
考服务”，在商品描述上使用的
也都是“助力上岸”“笔试三对一
辅导”等表述。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随机进
入一家有相关服务的电商，使用
上述“暗语”向对方私聊“咨询助
力”后，客服就会提供进一步联
系的社交媒体号。通过进一步联
系，上述商家表示“国企央企、银
行、券商、互联网企业的线上考
试都可以助力，价格因企业和考
试时间会有所不同”。

据介绍，银行线上考试助考
价格一般在1500元至2000元，烟
草系统价格则在2000元以上。记
者观察其中一名“助考中介”的朋
友圈发现，自2023年12月以来，
其一共发布了 18家招聘单位的

“上车”信息，内容大都是“××都可
约”“××要上车的抓紧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
“助考服务”的作弊类型主要有
三种。一是考前透题，卖家称会

在考前一晚准时发送原题和答
案，绝对保证高分通过。二是考
中助力，由助考机构安排专人进
入考场拍摄试卷，等候在作弊群
中的“枪手”会在开考后同步把
题目和答案发给考生，如果是线
上笔试，则由考生自己拍摄试卷
发给商家。三是线上远程助力，
商家会提供特定的插件，通过屏
幕共享帮助考生答题。

整治乱象需多方合力

针对考试作弊，我国法律有
着明确的规定。刑法第二百八十
四条之一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
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针对“助考中介”乱象，受访
者建议，招聘企业、平台和有关
部门应从监管、技术等多角度共
同发力，整治替考、助考舞弊行
为。 据《法治日报》

助考乱象调查——

期末考招聘考，花钱就能得高分？

2023年，有许多语言文字
问题引起了各界热议。一些未
进入“十大差错”榜单的问题，
也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比如：

1.“问苍茫”有语病。有
人认为，热播电视剧《问苍
茫》的剧名有语病。毛泽东

《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
地”，“大地”可以“问”。把“大
地”省略，让“苍茫”成为“问”
的对象；“苍茫”是形容词，指
旷远迷茫，不能成为“问”的
对象。也许类似用法古代时
有出现，但在现代汉语中，属
于搭配不当。

2.“将近酒”的“将”读
jiāng还是qiāng？“将”既可
以读jiāng也可以读qiāng。
读 jiāng 时，表示将要；读
qiāng时，表示请。《将进酒》
是李白沿用乐府古题创作的
七言歌行，学界认为，“将”在
这里是“请”的意思，“将进
酒”即“请喝酒”。“将”的正确
读法是 qiāng。也有学者主
张读jiāng；但读qiāng是主
流观点，《现代汉语词典》的
相关义项注的就是qiāng。

3.日本排放的是“核废
水”还是“核污水”？“核污水”
与“核废水”有本质不同。“核
污水”指受到放射性物质污
染的水，有较高浓度的放射
性物质。“核废水”则指核电
站在正常运行中产生的废
水。由于地震造成核电站损
坏，日本排到大海的水，直接
接触了核反应堆芯内的核燃
料及核反应物，是“核污水”
而非“核废水”。一些媒体在
报道相关新闻时，也把“核污
水”误写成了“核废水”。

这些差错
也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