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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关注

提提笔笔忘忘字字，，你你是是不不是是也也算算一一个个？？
常用电脑的无纸化生活让好多汉字与我们仅是“脸儿熟”

近日，“快乐汉字”竞赛活动开始海选，威海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该活动将进一步在
社会营造重视汉字规范读写的良好氛围。如今，无纸化办公和智能拼音输入法的流行，让越
来越多的人“提笔忘字”。今天记者走上市区街头，挑了十个常用的词让市民默写，结果不尽
人意，最好的成绩也只是写对六个。

十个常用词 写对六个算高手

近日，“快乐汉字”竞赛活动海
选开始，谈起举办快乐汉字的活动
初衷，就不得不提起日渐严重的“提
笔忘字”现象。5月6日记者走上街
头，随机挑选了二十名市民，通过十
个常用词测试，结果发现，能写对六
个以上的就算是高手了。没有一位
市民可以把十个词全写对。

“你好，可以找您做个测试吗？”
6日上午，在人民广场上游玩的一位
市民陈先生接过了记者的测试题。
在这张纸上，写着十个常用词的汉
语拼音，分别是：钥匙、蟾蜍、吝啬、
喷嚏、笤帚、胶囊、水獭、匍匐、辣椒、
一绺头发。陈先生看着这张纸，拿着
笔愣在了那里，嘴里不断地咕噜：

“唉……这个字很熟，我有印象，你
稍微等等，我再想想。”就这样停停

顿顿，十五分钟过去了，陈先生在纸
上只写出了吝啬、胶囊、辣椒、匍匐
四个词，其他的要么空着，要么就是
写错。“这些字你给我看我全都认
识，特别是这个钥匙、笤帚这几个，
整天说整天见，但是你真要我写出
来，还真有点困难。”事后陈先生说。

在受访者中，陈先生的测试成
绩其实并不算差。记者在人民广场、
统一路小学附近随机测试了20名市
民，只有2名市民写对了六个词，是
最高成绩；有2位市民写对五个词；5
名市民写对四个词；8位市民写对三
个词；1位市民写对两个词；剩下2位
市民只写对了一个词。在这些词里，

“喷嚏”和“笤帚”没有人写对，“吝
啬”、“蟾蜍”、“一绺头发”都只有1个
人写了出来。

受访的汉字高手 都已年过50岁

记者在给陈先生做测试的时
候，引来了周围其他游玩者的好奇，
其中一位年龄偏长的王先生毛遂自
荐，想要挑战一下。

三分钟左右过后，王先生就交
了测试题。王先生果然有实力，一共
对了六个词，是当天参与测试者中
的最高分。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今
年已经五十八周岁的他，原来从事
仓库保管工作。“当初仓库保管都得
靠笔记，没有现在年轻人用的电脑，
当时我们全是手写的货品单。”王先
生说，那时候中国人说写字就是脸
面，对写字特别讲究，练字的风气也
浓厚，当时没有什么字帖，他们就没

事的时候就抄报纸，既了解国家大
事，还能练字。王先生在做完测试
后，还让记者把十个词的正确答案
给他看看，“嗯，原来这些字我都会
写，这几年退休了很少写字，年龄大
了记忆力也不行，就忘了。”王先生
一边看着答案一边说。

在人民广场进行完测试后，记
者又来到了统一路小学附近，在这
里进行监测的结果与人民广场基本
一致，仅有一位市民写对了六个词，
而这位市民的年龄也达到了五十二
岁。按照六十分及格来看，这一份问
卷有二十名市民参与，两名及格者
年龄都已过五十岁。

无纸化的生活模式 让错字在纸上飞

市民赵女士是一家公司的业务
员，她的测试结果是对了五个词。得
知自己成绩还不错的时候，赵女士
表示，要是一年前做这个测试，估计
自己会错的“很惨”，随后她与记者
分享了关于自己写错字的故事。

有一次，赵女士从外地出差回
来，把整理好的发票去财务科报销。
可就在填写数额的时候，赵女士懵
了，因为不仅要填阿拉伯数字，还要
填中文大写，“平时去银行都有提
示，现在盲写可是真有难度，我记得
当时是一百二十多元钱，这个大写
的一和二没有一个写对的。”这事儿
让她被单位的同事笑了好几天，从
那之后，赵女士就开始没事抄字典
练字。“都是现在无纸化办公闹得，
上班五天，写不了几个字，网上办

公，加上拼音输入法又给力，不特别
去练，很多字真是一年写不了一
次。”

在一家培训机构负责招生工作
的李先生，他也有与赵女士一样的
困惑，“现在这些学生的名字都太厉
害，很多家长都挑着生僻的字取名，
我记得最窘迫的一次，一共三个孩
子报名，结果有两个名字我只会读
姓。”李先生还说，平时提笔最长写
的就是自己的名字，一般也只在收
快递、刷卡消费、记别人电话号码的
时候才拿笔，原来还记个“通知”什
么的，现在通知都在网上，如果印在
纸上，也是用手机拍张照片就好了，
不需要动笔。“提笔忘字的原因没别
的，就是写的少。”李先生一边将测
试卷还给记者，一边感叹到。

汉字承载中华文化 不能被遗忘

“快乐汉字”竞赛活动海选过
后，威海市将有18支校级代表队参
加五月中旬的市级竞赛。海选第一
站在城里中学拉开帷幕，城里中学
通过自行组织班级海选，选拔了近
百名参赛者进行了比赛，三名竞赛
评委老师进行了比赛指导。经过层
层比赛筛选，5名学生将代表学校参
加市级竞赛。据了解，按照市级竞赛
成绩，还将选拔部分优秀学生，成为
参加省级比赛的候选队员。

谈起比赛，接受测试的大部分
市民表示，比赛的出发点是好的，但
是通过比赛带动写字，还是有点难
度。市民刘先生就认为：“比赛的选
拔对象要是我们这些人，成绩肯定
还不如学生，毕竟他们还整天写字，

现在网络时代如此方便，不可能让
我们再用手写的低效率模式办公和
生活了，写字这事情估计慢慢只能
成为一种爱好。”

威海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谈到
该比赛说到，现在是网络时代，需要
动手写字的地方越来越少了，但是
这并不代表汉字的读写可以被遗
忘。为了发挥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的载体作用，组织举办了

“快乐汉字”的比赛，就是来督促学校
重视和加强汉字书写教育，提高学生
汉字识记能力、书写能力和汉语言
应用能力，从而进一步在全社会营
造重视汉字规范读写的良好氛围。
希望大家都能提起笔来，将汉字和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下去。

本报记者 王天宇

鲸园小学师生在练习写毛笔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见习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李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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