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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乐拍

本栏目长期向读者征稿，来稿

请写明拍摄时间、地址以及简短说

明，并附上联系电话、身份证号。投

稿邮箱：Ipphoto@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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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店的小黑板写着：“白洒，啤洒，经营各种洒。”；水果店门口挂着：“卖之麻香焦、青

萍果……”；停车场墙上印着：“仃车厂”你看到这几则告示，可能会开怀大笑，也可能产生

某种联想。无论是荧屏上，还是大街小巷中，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繁体字或一些不规则字体，

屡见不鲜，甚至错别字。

“你这银(人)特好，偶(我)好喜欢你哦。”、“就酱(这样)子 8(吧)”、“这是虾米(什么)呀？”

在网络上，我们开始习惯并纯熟地运用错字，甚至觉得索性将错字“转正”……

从一方面看，这些“新新语言”也充分展示了我国丰富的语言文化，让大家一目了然，

省时、省力。但在另一方面看来，负面影响的确很大。

对于这种滥改错字的“文化”，有些人觉得只要能将其融入到生活，这的确是一种标新

立异。但为了抓人眼球滥用成语，就成了对古典文化的一种埋没，时间一久，所有公共场所

都将布满这种错别字，在这种渲染下生活的人都将学会并熟知这类“文化”。

我们希望，在身边能够消除错别字，使我们身边的“污染”少一些，清新多一些，使中国

的文化继续源远流长。 （马峰）

爬爬也健康
时间：2010 年 4

月 26 日；地点：泰山；

自述：老人和孩子一

起游戏，再累也高兴。

点评：老将出马，一个

顶俩，爬爬也健康。

摄友 黄勇 摄
乐拍奖 30 元

咬咬文文嚼嚼字字

卖的啥？
时间：2010 年 11 月。地点：临沂市河东区。自述：路过

河东区一个村子的小卖部时，突然看到了门前的四个字竟

然有三个错字，感到很有意思。点评：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

“这店里卖的是虾米(什么)呀？”

摄友 临风 摄 乐拍奖 60 元

骑鹅
时间：10 月

16 日；地点：苏

州；自述：调皮的

小朋友爬到了企

鹅的雕塑上，两

腿一伸像企鹅的

手。点评：企鹅变

“骑”鹅，

摄友 方存

永 摄 乐拍奖

30 元

时间：2010 年 6 月；地点：临沂市兰山区；自述：两只

鹦鹉，两条鹦鹉鱼，他们接吻很难见到，更难拍到。点评：

动物都接吻了，那我们还等什么，亲亲更健康。

摄友 阿杰 摄 乐拍奖 50 元

学拼音
时间：2010 年 10

月。地点：东营；自述：

“府前街”的拼音拼写

成了“府桥街”。点评：

学好汉语拼音很重要。

摄友 萍萍 摄
乐拍奖 40 元

故意的
时间：2010 年 9 月

4 日；地点：临沂市兰山

区。自述：小区附近，每

天经过的人很多，我在

想，错别字是故意写上

引起别人注意的吧。点

评：这个错别字很管用，

墙下一点垃圾都没有

了。

摄友 无心恋雨
摄 乐拍奖 3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