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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词词条条

神棍节

2011 年 11 月 11 日，被单身者
奉为神棍节，一百年才出现一次，遇
到“11·11·11”这么整齐的日子不容
易，光棍们都在想这天应该做点什
么。这一天又被称为巨型光棍节。

录时代

随随着着道道德德信信任任感感的的降降
低低，，人人们们的的法法律律意意识识不不
断断增增强强，，摄摄像像头头、、微微型型
录录音音机机、、录录音音笔笔等等录录
音音摄摄像像设设备备过过度度
泛泛滥滥，，人人们们随随
时时 随随 地地 感感 受受
录录与与被被录录。。““录录
时时代代””的的处处世世
准准则则即即权权利利得得
到到充充分分尊尊重重、、义义
务务得得到到认认真真恪恪守守。。

外貌协会

外貌协会是指仅仅以对方的外
貌为标准，决定是否交往的一个人
群。外貌协会的人很重视一个人的
外表，并且对另一半要求很高。

软素质

““软软素素质质””在在教教育育领领域域是是指指智智
力力因因素素以以外外的的一一切切心心理理因因素素，，包包括括
动动机机、、兴兴趣趣、、情情感感、、意意志志、、性性格格五五种种
基基本本因因素素。。 据互动百科

周周末末网网事事

说起东北话，本山大叔亲切
的脸孔便浮现在眼前，很多人也
许都会学他的调调来一句，“哎呀
妈呀！这可咋整啊？”

说起来这个“整”绝对是个妙
词，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情景下代
替任何动词———“中午整点啥

吃？”“整点肉吧！”“咋整？”“随便
整，红烧吧！”“整多少？”“整上两
斤！”“整点酒不？”……

单这一个“整”字，东北网友
能不间断地给你“整”出无数句
来，反正“咱整啥都用‘整’”，你说
万能不万能？

微微博博热热点点

“ 11 月 8 日，立冬，期满，归。
1 8 4 天，最长的半年。大家都好
吗？外面蹉跎吗？”2011 年 11 月 8

日零时，醉驾入狱 6 个月重获自
由的高晓松，用一条微博打动了
网友的心，网友纷纷跟帖回应。

蹉蹉跎跎体体

□报告晓松老师，这半
年：拉丹被毙了，菲哥归西
了；乔帮主去世了，没有爱疯
5 ；凤姐移民了，芙蓉 8 5 斤
了；峰芝还是离了……

□报告晓松老师，房价
还没有降，CPI 还一直涨。

□报告晓松老师，我们
每天都在创造奇迹，这证明
我们都还活着，因为活着就
是最大的奇迹。

网络热点 关键词：汉语 听力

网友自创汉语听力考题
题目诙谐有难度 志在考晕外国人

小明送给领导红包。
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明：“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小明：“小意思，小意思。”
领导：“你这人真有意思。”
小明：“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领导：“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小明：“是我不好意思。”
考题：请分别解释每个“意思”的

意思。
“小明，你要他那个礼物呢还是

我这个礼物呢？”
“那个……这个吧。”
考题：“小明要哪个？”

※考题鉴赏※

还记得英语四、六级考
试的艰辛吗？近日，一套由语
文考试名人“小明”领衔的汉
语听力考级试题在微博上爆
红。考题分四级、六级、八级、
十级，网友利用汉字的多意
性结合最新网络流行，打造
出了“最坑爹”的题目，要“考
晕”外国人“报仇雪恨”。

这套试题被称为《小明
汉语听力》。其中，最简单的
算是四级考题，多是利用发
音相近的字词，或一字多义
来混淆理解。

发音只是个开始，跟不
上网络流行的潮流，听力可
是“走不远”的。“小明，谢谢
你送我的红蓝立体眼镜。”

“闹太套。”( 英文 Not at all

的谐音)问：“小明姓什么？A

红、B 黄、C 蓝。”答不出来
的，赶紧去恶补网络热点吧。

所有试题中，人气最高
的是网友“李铁根”的一条内
涵题，“小明，一起去打篮球
啊？”“额，我，我不去了，我还
要写小说……”问：“小明的
身高是多少？”这条拿名人开

涮的调侃题，已经被转发超
过 1 . 5 万次。

各种试题还在不断更
新，网友感叹试题内容看似
简单搞笑，但其中却隐藏了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一个
词在不同环境能呈现出不同
的意思，一个字用不同的语
气表达就能体现出或高雅或
粗俗的态度。

“太有才了！”有网友就
“担忧”，这么“坑爹”的题目，
老外们可真要捏把汗。

华静言

举例：东北人说啥都用“整”

“一开口就知道你
是 X X 人 。”“ 满 口 的 X X

话……”我们经常能从朋友的
几句话判断出他是哪里人，不过
有时候，一个词就能完成这种判

断，而这个词通常只有一个字。比如有人说“整
啥呢？”“咋整啊？”没错，这肯定是东北人，在东北
话里的“整”几乎可以在任何时候代替任何动词。

日前，果壳网网友突发奇想召集大家一起
来搜集各地的“整”，在武汉这个词是“搞”，在
山东这个词是“弄(neng 四声)”……在许多

方言里都有这样一个“万用动词”，在
你的家乡这个词是……

网友PK
家乡万能动词

各地几乎都有这么个万能的
动词无所不能，即使有时候逻辑
可能有点问题，但同一语言环境
下的对话双方却都能心领神会。

“山东话，弄( neng 四声)”、“武
汉话是‘搞’”、“弄，河北人”、“潮汕
话，物”、“弄( nong 一声)，四川话”、

“长沙也是搞”、“貌似是‘干’( 丽

江)：干饭，干麻将，干电脑”、“太原
话好像是‘闹’”、“温州话‘JIO’，也
相当于搞”……“我们赤峰常说的有
一个‘治’(读三声)，比如吃饭和做
饭都可以说治饭”。

各地网友开始纷纷为自己家
乡的万用动词投票，总的来看，目
前是“弄”和“搞”暂时领先。

PK：“弄”和“搞”暂时领先

有网友“考证”，“万用词”是
古今中外共同所有的。“古代汉语
有个跟‘搞’可以 PK 的‘为’”，为
人、为学、为政、为天下笑、不为己
甚、为之奈何、意欲何为、为所欲
为、可以为师、为之者较少、应声
便为诗、不为远者小……这也绝

对是个“万金油”。
还有网友说，不仅中文里有

万用词，外语里其实也有———“英
文是 take 还是 make ？”“显然英
语里是 do 吧！”“德国人之名词+
machen 文法，也可代替大部分常
用动词”…… 据《扬子晚报》

延伸：古文的“为” 英文的“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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