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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学生百科丛书》自2006年面市至今已经3年了。
3年来，此套汇集了多位特级教师心血的丛书伴随着全国的中学生一起成长，并获得了广大师生和家
长的关注和好评。
很多读者纷纷来信给予表扬和鼓励，并求购本套丛书。
同时，他们对本套丛书内容的日臻完善和丰富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应广大师生和家长的要求，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对丛书进行了修订再版。
为保证丛书的再版质量，我们特聘了全国知名中学——江苏启东市中学的高级讲师、数学专家董国超
老师主持组织修订，并邀请拥有丰富一线教学经验的冯静娟、董卫兵、沈卫东、石阳等老师参与了修
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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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学生百科丛书》共分为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等七本分册，每本分册都对本
学科知识进行全面的梳理总结。
以提高中学生素质，帮助中学生获得更多的课外知识切入点，结合现代中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对相关知
识的需求而编写，本套丛书在编写中既注重拓宽广大中学生的知识视野，又兼顾提高中学生开拓和观
察认识世界的兴趣与能力，其不但涵盖了中学生应知应会的知识内容，还对与本学科相关的知识内容
进行了非常系统全面的整理，全书内容丰富，知识面广，选材精确，相关知识链接部分的分析较为透
彻，生动活泼的文字更增加了丛书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在本图书编写中注重每个词条翻译义全面、完整、准确、言简意赅，是广大中学生朋友难得的优秀课
外辅导读物。
也是中学教师和家长在辅导中学生学习课堂知识之处，为全面提升中学生综合素质，打好人生基础，
摄取各方面知识提供又一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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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汉语语音、文字、语法与修辞　　一、方言与语音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
现代汉民族使用的语言，它是汉民族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通常有两种解释，狭义的解释指的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广义的解释指的是现代汉民族使
用的普通话和方言。
现代汉语有口语、书面语和文学语言。
口语是人们口头上应用的有声语言。
书面语是用文字写下来的语言，它是在口语基础上形成的。
文学语言是经过加工和规范化的书面语言，比一般书面语更丰富、更富有表现力，它是书面语的高级
形式。
　　【民族共同语和方言】　共同语是一个民族（不分国家）全体成员通用的语言。
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方分支，是局部地区的人们使用的语言。
民族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是与经济、政治的集中分不开的。
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
出版社1960年版，第500页）。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北方方言】　官话方言通称为北方方言，即广义的北方话，一般所指的“大北方话”，以北京
话为代表。
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官话方言有它突出的地位和影响，使用人口约占汉民族总人口的73％。
近1000年来，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从唐宋白话到元曲到明清小说，都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创作
的，再加上.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话通行地区，从元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的心
脏地带，向来官场上办事交际，都使用北方话，因而有“官话”的名称。
实际上它是汉语各方言区的人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通行地域。
官话方言通行于长江以北各省全部汉族地区；长江下游镇江以上、九江以下沿江地带；湖北省除东南
角以外的全部地区；广西省北部和湖南省西北角地区；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区域以外的全
部汉族地区。
此外，在非官话方言区中，还有少数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官话方言岛。
如海南岛崖县、儋县的“军话”，福建南平城关的“土官话”，长乐洋屿的“京都话”等。
使用人口7亿以上。
　　【吴方言】　习惯上称吴语，也叫江浙话或江南话，以苏州话为代表。
“吴”是古代地域名称的沿用。
　　通行地域。
吴方言通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角和安徽南部的部分地区，大约有110多
个县市，使用人口约占汉民族总人口的7.2％。
　　【湘方言】　又称湘语或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代表，是汉语七大方言中通行地域较小的一种方言
。
湖南省有多种不同的方言，湘方言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
　　通行地域。
湘方言通行于湖南省的岳阳、南县、汩罗、湘阴、沅江、益阳、桃江、安化、宁乡、长沙、望城、株
洲、湘潭、湘乡、双峰、涟源、娄底、新化、冷水江、叙浦、辰溪、邵阳、邵东、新邵、隆四、洞口
、武冈、新宁、城步、东安、零陵、双牌、祁阳、祁东、衡阳、衡山等地，约占全省面积的一小半。
此外，广西北部全州、灌阳、资源、兴安4县也通行湘方言。
使用人口约占汉民族总人口的3.2％。
　　【赣方言】　又称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是汉语七大方言区中通行面积较小、使用人口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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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言。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3.3％。
　　通行地域。
赣方言通行于江西省中部和北部、湘东和闽西北、鄂东南和皖西南的，一些县市通行的方言，其特点
近似赣方言，有的学者认为也可以划入赣方言。
　　【客家方言】　又称客方言、客话、客家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
从分布上看，主要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四川6个省，海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
尼西亚等地。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3.6％。
　　客家话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以长汀话为代表的闽西客家话、以梅县话为代表的粤东客家话和
以赣县蟠龙话为代表的赣南客家话。
　　【闽方言】　又称闽语，俗称“福佬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最复杂、内部分歧最大的
一种方言。
　　通行地域。
闽方言主要通行于福建、广东、台湾三省和浙江省南部以及江西、广西、江苏三省的个别地区。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5.7％。
　　【粤方言】　又称粤语，俗称广东话、广府话，当地人称白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较为
复杂、保留古音特点和古词语较多、内部分歧较小的一种方言。
　　通行地域。
粤方言通行于广东、广西两省境内，以广州话为中心。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4％。
　　【音高】　即声音的高低，它决定于发音体在一定时间内振动的快慢和振动的次数。
　　发音体在一定时间里振动的次数叫做“频率”。
在一定时间内振动快，次数多，频率就高，声音也就高；反之则低。
如果在相同时间内，A音每秒振动600次，B音每秒振动300次，那么A音肯定是比B音高的（如右图）。
　　物体发音之所以会有高低的区别，一般地说是与它的大小、粗细、厚薄、长短、松紧有关。
大的、粗的、厚的、长的、松的物体振动慢，频率低，声音低；反之则高。
例如，口琴的高音弹簧片短而薄，低音角片厚而长；胡琴的高音弦细低音弦粗。
语音的高低，跟声带的长短、厚薄、松紧有关。
人的声带不会完全相同。
一般地说，成年男人声带长而厚，所以其声音低；成年女人声带短而薄，所以声音高。
老人声音低，小孩声音高，也是同一道理。
　　【音强】　即声音的‘强弱，它决定于发音体振动辐度的大小。
发音体振动的幅度叫做“振幅”。
振幅大，声音就强；反之则弱。
如右图所示，A、B两音，B音振幅比A音振幅大，B音肯定比A音强。
发音体振幅大小又取决于发音时用力的大小。
语音的强弱是由发音时气流冲击声带的力量强弱决定的。
　　【音长】　即声音的长短，它决定于发音体振动持续时间的久暂。
振动持续时间久，声音就长，反之则短。
　　【音色】　即声音的特色，也可以说是声音的本质，所以又叫“音质”。
音色的差别主要决定于振动形式的不同，或者说主要是音波波纹的曲折形式不同。
　　音质的不同可以从声音的产生和音响两方面分析。
音响方面的分析暂时不论，从声音的产生方面分析，音质之所以不同，大体上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
一是发音体不一样。
同样一把胡琴，拴上丝弦和金属弦，声音就不一样。
二是发音的方法不一样，同一把胡琴的同一根弦，用弓拉和用手指弹，声音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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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共鸣器的形状不一样，把同样的弦分别绷在二胡和京胡上，再用同样的弓去拉，发出的声音是不
同的，这主要是由于二胡和京胡的琴筒（共鸣器）的大小、形状不同。
这三者中只要有一个不同，就会发出不同音质的声音。
　　【音素】　是最小的语音单位。
它是从音色的角度划分出来的。
一个音节，如果按音色的不同去进一步划分，就会得到一个个最小的各有特色的单位，这就是音素。
例如，“爸”（bà）从音色的角度可以划分出“b”和“a”两个不同的音素。
“刊”（kān）可以划分出“k”、“a”、“n”三个不同的音素。
　　音素可以分为辅音和元音两大类。
气流在口腔或咽喉受阻碍而形成的音叫辅音，又叫子音。
如b、p、m、f、d、g、k、h、r、等气流振动声带，在口腔、咽头不受阻碍而形成的音叫元音，又叫母
音，如a、o、e、i、u等（元音、辅音分类表见附录）。
　　【音节】是语音结构的基本单位，也是自然感到的最小语音片断。
每发一个音节时，发音器官的肌肉，特别是喉部的肌肉都明显地紧张一下。
每一次肌肉的紧张度增而复减，就形成一个音节。
一个音节可以是一个音素，也可以由几个音素合成。
例如“西安是一个美丽的古城”，这里紧张十次，是十个音节，写下来是十个汉字。
一般说来，一个汉字就代表一个音节。
　　【声母】指音节开头的辅音。
例如，在“好”（hāo）这个音节里，辅音h就是它的声母。
有的音节不以辅音开头，即没有声母，也可以说它的声母等于零，习惯上叫做“零声母”。
例如“爱”（āi）开头没有辅音，就是零声母音节。
　　声母和辅音不是一个概念。
虽然声母由辅音充当，但有的辅音不做声母用，只做韵尾，如“guāng”（光）中的“ng”。
辅音n既可做声母，也可做韵尾，如“nán”（南）中的两个辅音“n”，在音节开头的是声母，在音
节末尾的是韵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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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孩子学习的助手　　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桥梁　　促进孩子对课内文化的掌握　　激发孩子对课外
知识的兴趣　　详解文字语泫修辞　　博引中外名家经典　　感受语言文字奇妙　　汲取古今文学精
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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