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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僻字又称罕用字、奇字，泛指现代汉语中
因使用率极低，被排除在常用字外、甚至音义均
难以考证的汉字。

记者查阅发现，2021年，广西大学的本科新
生名字中，就出现了彧（yù）、赟（yūn）、勰（xié）、
琎（jìn）等生僻字。

“点名时如果念不出来，学生和老师都会很
尴尬。”刘女士在广西南宁一所小学当老师，这
些年发现不少学生名字中含有生僻字，“有些字
在输入电脑时，要在输入法里找很久。开学前
需要查阅这些字，做好功课避免尴尬。”

除了人名，广西的地名中也存在不少生僻
字。比如百色市西林县的者夯（hāng）乡、钦州
市浦北县六硍（yín）镇。

地名中的生僻字往往还具有地域性，受当
地文化和方言的影响，对于本地人来说常见，但
外地人不熟。以南宁吴圩镇的圩（xū）字为例，
南宁人对它并不陌生，但它也是个生僻字，并且
是个多音字，如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新乌江镇
的周圩村，其中的“圩”念（wéi）。当圩读（xū）时，
指的是集市；读（wéi）时，指的是低洼地区周围
防水的堤。

日常生活中，一些地名、人名中的生僻字，
因无法进行数字化输入和显示，给人们的就医、
出行等带来不便。这些打不出来的生僻字，往
往被合成字、同音字、拼音甚至“*”或“#”替代。

在广西钦州市钦南区尖山镇，有一个村叫
黄坡“尸口”（dū）。“尸口”字上面是个“尸”，下面
是个“口”，有尽头、底部、屁股等意。据村支书
黄国明介绍，当地居民的身份证和村委公章用
的都是“尸口”，但不是所有电脑系统、手机输入
法都能打出这个字，每当需要用到却无法数字
化时，他们会尝试从别的地方复制粘贴过来，实
在不行就只好用同音字“督”代替。

为此，村民遇到过不少麻烦。“以前村委给
村民开亲属关系等证明时，用的是‘督’，银行新
员工不认，后来找了知情的银行老员工才解
决。”黄国明说，上级曾让村委把公章上的“尸
口”改成“督”，但考虑到所有村民的身份证用的
都是“尸口”，最后没有更改。

北京的刚女士因为名字里带有生僻字“龙
天”（yǎn），小到买票，大到报考、买房，都受到影
响。8月 6日，刚女士告诉记者，目前她的名字

在微信平台的实名认证只能用拼音，因为与银
行账户上的汉字不匹配，所以没办法绑定银行
卡。“去医院挂号、办理退税等很多线上办理的
业务，我都得去柜台办理，连驾照都是手写的，
看着像假的一样。”

1989年出生的南宁市民卢女士介绍，她也
曾因名字里有个屾（shēn）字，遇到过一些麻
烦。“以前念书时，有时需要报名，但系统录不进
这个字，只能用拼音代替。”卢女士说，上大学
后，这个字逐渐能在各平台系统顺畅输入、显
示，这才方便了许多。

去年 7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
门联合发布新版《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
（GB 18030-2022）强制性国家标准。与上一版
相比，新国标增加录入 1.7万余个生僻汉字，为
增强中文信息处理能力、满足姓名含有生僻字
人群的用字需求、传承中华文化方面等提供了
标准保障。

尽管去年新国标尚未正式实施，但在新国
标指引下，同年 11月，搜狗输入法、支付宝推出
了生僻字键盘，专门用于生僻字输入。今年 4
月，全国首个“生僻字征集”微信小程序上线，直
接面向用户征集无法输入的生僻字。

记者从桂林银行了解到，该行在今年7月也
上线了综合柜面系统生僻字兼容版，姓名中含
有如“班莹”（yíng）、“由頁”（dí）等生僻字的客
户，原先需通过拆字、拼音替代来办理业务，如
今可在柜台采用对应汉字正式码进行实名业务
办理。

随着8月1日新国标正式实施，相信更多的
生僻字将不用隐身了。

（据《南国早报》谭双梅 黄俏华 彭爱虹）

增录1.7万余个生僻字，新版《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

“电脑打不出生僻字”有望解决
赟（yūn）、屾（shēn）、硍（yín）……

当这些生僻字夹杂在地名或人名中，你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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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这使得姓名中带有生僻字的人常常会

遇到信息核验失败、实名认证困难等问题，

给生活带来不便。

8月1日，新版《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

符集》(GB 18030-2022)强制性国家标准正

式实施，其中收录了汉字87887个，比上一

版（2005版）增录1.7万余个生僻汉字，这让

很多人的名字得以“被看见”。

2021年，广西大学本科新生名字中的生僻字。

黄坡“尸口”村内一处挂牌上，有的用
“尸口”，有的用“督”。

因名字中带有生僻字“龙天”（yǎn），刚女
士报名参加法考时，该生僻字被“#”替代。

赟、勰、圩……生僻字就在你我身边

无法实现数字化 有些生僻字无奈“隐身”

多部门推动 让生僻字不再“隐形”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北京时间 8月 8
日2时23分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从此时
节，阳气渐收，万物内敛，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
熟结果。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介绍，虽然这
个节气名带“秋”字，但立秋只是天文学意义上的
秋天来临，并非气象学上的入秋。气候上划分季
节主要依据“候平均温度”的变化来定，即当地连
续五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进入气
候意义上的秋季。

立秋后，热气消散和气温降低都尚需时日，我
国很多地方仍处在炎热的夏季之中，有民谚说“立
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

7月11日入伏后，已经忍受了一段时日“上蒸
下煮”闷热天气的人们，无比渴望着凉爽秋风早一
点吹来。对此，我国一些地区民俗把立秋又分为

“早立秋”和“晚立秋”。
具体来说大致有两种不同分法：第一种分法，

以农历七月为参照，如果立秋时还没有进入农历
七月，那么就称为“早立秋”，反之，若立秋时已进
入农历七月，就是“晚立秋”，如此，今年立秋对应
的农历日期为六月二十二，属“早立秋”；第二种
分法，以时间点来划分，0点至 12点为“早立秋”，
12点至 24点为“晚立秋”，如此，今年立秋属“早
立秋”。

源于此，民间也产生了不少谚语、俗话，如“早

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早立秋把扇丢，晚立
秋热不休”等等。

由国庆表示，这些民间俗话来自祖祖辈辈口
耳相传，虽然有一定道理，却并没有严谨的科学依
据，而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是太阳辐射、大气环流
和人类活动等，因此，立秋是早是晚，和天气热不
热之间没有明显对应关系。

立秋无论早晚，炎热的气温已到尾声，时节
向着“秋意渐起”行进。落叶知秋，岁月迎丰，秋
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是让人产生无限憧憬的季
节。让我们在“咬秋”“摸秋”“贴秋膘”等民风民
俗活动中一起迎接立秋的到来，齐齐道一声“天
凉好个秋”。 （据新华社 周润健）

立秋也有“早”“晚”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