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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们为读者开办的
栏目，读者版每周四与大家见面。

“身边的新闻”栏目欢迎各位
读者讲述与本报报道相类似的见
闻、经历。

“纠错”栏目欢迎大家吹毛求
疵，错别字、常识性错误，甚至标
点错误，欢迎您在此处大胆指出。

“读者来信”栏目，欢迎大家为
本报提出办报意见和建议。

“读者故事”栏目，是读者讲
述自己身边故事的平台，生活中
的琐事、趣事、伤心事，欢迎大家
来此唠唠，配图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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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读者来信

听听不不够够的的故故乡乡音音

读者故事

没有离开故乡，不知故乡
音的亲切，一旦久违了故乡，
哪一天突然听到乡音，这会让
你激动不已，会感到故乡音是
那样亲切、惬意。

1976年底，我投笔从戎。一
列“瓦罐”，把我们从莱阳拉到
了兖州，然后由军车直接把我
们拉到了军营。

当年乘一个“瓦罐”过来
的莱阳兵，共有120余人，分在
三个新兵连。起初同住一个大
院，老乡们几乎天天在一起，
嘀嘀咕咕地说故乡话，听着故
乡音，其乐融融。

好日子享受了个把月，新兵
连一解散，老乡之间有了距离，
平日难得一见，只有星期天或者
节假日，才能聚一聚，在一起说

一说家乡话，听一听家乡音。
一转眼，三年义务兵服役

期满，我们这120多人中，连干
部带志愿兵(现在称士官)共留
下6人，其他的全复员回乡。剩
下的这6人，可真是兄弟加战友
了。那时最盼的是老家来人，
我们6人中，不论是谁家来人，
大家都会在一起聚一聚，同老
家的人说说话，特别是老家的
莱阳方言，听着心里舒服。

2000年，因工作变动，在济
南的我被调回了莱阳，那时我
仍在服役。在家门口当兵，与
说地道莱阳话的人接触也就
多了，那时在机关各部门，几
乎都有莱阳籍干部，他们尽管
经过多年的部队生活，话也都
有些南腔北调，但莱阳人说话
的那种味道还都在。

有一次，两个同学来看
我，当时我正在开会，会议结
束后，俩同学正在办公室拉
呱，一个说：“伙家，夜里(音读
lai)瞎黑(音读ha)一瞎黑没(音读

mu)睡，到现在头还疼。”听到
这几句话，心里激动了好长时
间，我已有三十年多没听到这
样地道的莱阳话了。

定居烟台后，离故乡远
了，离乡音远了，心里总有些
遗憾。然而，自从结识了《齐鲁
晚报》“行走烟台”这个新朋友
后，遗憾随之消失。

在“行走烟台”这个版面
里，有熟悉的乡音字眼，有熟
悉而久别的乡村乡貌字眼，这
些字眼映入眼帘，是那样的亲

切，它使我又想起当年人们穿
的大襟袄，乌拉邦鞋，割(音读
ga)裆裤子；想起了当年人们吃
的大黄饼子(玉米饼子)、豆蛋
子 (豆饽饽 )、咸瓜渍，地瓜丝
饭；想起了当年人们挂在嘴边
上的大山沟、石骨砬子、酥石
硼等，这些字眼，同乡音一样，
看着让我动心，让我留恋。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烟
台，虽然离家远了点，但有“行走
烟台”这个新朋友陪伴，足矣。

芝罘读者 张建勇

读者来信

引号、书名号连用

之间不加顿号
两年多前新修订的《标点符

号用法》规定：“标有引号的并列
成分、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
间通常不用顿号。若有其他成分
插在并列的引号之间或并列的
书名号之间，如引语或书名号之
后还有括注，宜用顿号。”

这些规定，基于经济简洁、
形式美观的原则，避免了“满纸
黑瓜子(顿号)”，以展现报刊良
好的视觉效果。但时至今日，仍
有众多报刊媒体，没能完全按照
顿号的新标准使用，错用的例句
可信手拈来。

比如：
诸如“贵庚”、“芳龄”、“高

寿”等。(2014年12月3日《齐鲁晚
报》A24版《从语言差异看中西
文化差异》)。

一脉相承的“碑”、“馆”、
“塔”。……分别刻《中英交收威
海卫专约》、《三民主义》、《收回
威海卫纪念塔记》等文。(2014年
12月4日B02版《威海甲午战争的
碑、馆、塔》)。

学校要求背诵《弟子规》、
《增广贤文》、《唐诗宋词》等……
(2014年12月3日C16版《最是书
香能致远》)。

其实，上述涉及的顿号与引
号、书名号连用的运用，仍沿用
了1995年的国家标准。尤其有些
例句，顿号的错用与正确使用同
处一版，应该是对新标准不甚了
解的缘故。但读者据此对照阅读
后必生困惑，产生的认识莫衷一
是，可能会在客观上误导受众。

顿号虽小，但意义不小，希
望各地媒体工作者们能意识到
新规定的顿号使用新规范，以起
到示范作用。

莱州读者 杨君

作作文文祖祖孙孙谈谈

前段时间，《今日烟台》的
收藏版上刊登了王德志“艺术
漫谈”，在此，我得见文化人对
写字与书法的思辨，深受启发。
也勾起了一点回忆。

二十年前，我在一个摩步
团干新闻报道员，团里只有一
台电脑，由一个河南新兵管理，
也只有重要稿件才上他“微机”
过一遍。需上报的材料大多由
打字员打铅字稿。

宣传干事韩永革大我两
岁，却是十足的干才，他笔头子
飞快，笔力刚劲，主要弄各种文
字材料，有些材料要得急，开夜
车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打
字不赶趟，就调运输连司机小
宋来政治处帮忙誊稿。

小宋出黑板报擅写仿宋，
钢笔行楷也写得又快又好。韩
干事和小宋两人开夜车赶稿
子，我则去看个热闹。就见小宋
挥动那支黑杆儿铁帽英雄笔，
在原稿纸上笔走龙蛇如鱼得
水，那挥洒自如的运笔简直就
是一种享受。羡慕得我在一旁
啧啧称赞。

我到韩干事宿舍“观战”次
数多了，看小宋抄出的一篇篇
行楷，不禁眼热要拜师。小宋就
把小眼睛笑成一条缝：“拜啥师
啊，送你一招儿——— 你一气写
一本稿纸试试！别临帖临得太
死，就拉开笔像抄稿那么临，干
到实在写不动为止。”

“玩我？”

“你能不能试试吧？”
那时我年轻气盛，当天晚上

就真在灯下啃下一本稿纸。别
说，等第二天手指歇过来，再写，
落笔感觉大不一样，那字儿还真
规矩多了。我直奔运输连找小
宋，把右手伸给他，脸上现出万
分痛苦表情。他捏捏我大拇指二
拇指中指，说：“还早着呢，一点
茧子都没有。你摸摸我这儿！”

我摸他右手，也软，但是写
字时手指接触笔杆的地方都结
了硬硬的老茧。而且，我还发现
他右手中指短一小截、无名指
小指特软。看我疑惑的眼神，他
轻描淡写：“那是处理故障受了
点伤，有两节骨头碎了。”

天！就这样伤残的手指还

能写出那么漂亮的行楷？我彻
底服了。

在那之后，虽没再一气写一
本稿纸，但无论长稿短稿我都尽
量写得认真，字儿说不上写得多
美，至少清清楚楚有模有样。在
流行投电子稿之前，编辑们特欢
迎我的来稿，为啥？就因为我的
稿子字面上干净清楚，用不着左
猜右猜，修改起来方便。

同事葛云女儿练钢笔字，
说让我给看看，想到当年小宋
教我时说的话，我脱口而出：

“不妨一气写本稿纸试试。”这
13岁女孩望望我低头写字不理
我，我反应过来：“逗你呢，照老
师布置作业写准没错。”

芝罘读者 扈刚

不知是什么原因，外孙似
乎从小就对作文不感兴趣。照
他的话说，就是“我脑子里一片
空白”。

记得他还在读小学时，有
好几次都想叫我帮他写：“姥
爷，给我写一篇吧，就一篇！”我
说：“这书是你在读，还是我在
读？再说啦，这作文可是天底下
最最重要的功夫，不说古代考
状元就靠一篇‘作文’，就说今
天，你不会作文，也成不了一个
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数
理化哪一门离得开作文啊！”

他不言语，只好坐到一

边去硬着头皮写。当然，我不
代写作文，并不是不关心他
的作文，外孙写的作文我不
仅要看的，而且看得很仔细。

外孙说他“脑子里一片空
白”，那是假的，其实是懒，懒得
动脑筋写才是真的。他知道我
不会替他写，自己写起来还挺
快的，也写得很不错。只是他对
作文讨厌的态度，看来没有丝
毫改变。

记得有一回，作文的题目是
《我最讨厌……》他就毫不掩饰地
写道：“我最讨厌作文，作文就是
让人撒谎，说假话。凡是好作文，

都是‘编’出来的，‘实话实说’肯
定成不了一篇好作文……”

看到这里，我才知道外
孙讨厌作文的原因。我想，外
孙也许遇到过这样的事———
某一篇“编”出来的作文受到
表扬，得到好评，而某一篇反
映真实生活的作文却受到冷
落。于是，我在一张白纸上写
道：撒谎，说假话等等“编”出
来的作文尽管看起来很好，
但其实并不是一篇好作文；

“实话实说”的作文尽管不被
人看好，但未必不是一篇好
作文。正所谓，“为文之道在

于真”。你可以讨厌看起来很
好、实际上是假话连篇的作
文，但不可讨厌写文章，这毕
竟是你今后人生道路上必不
可少的一种能力。

我相信，外孙是看了我给他
写的那段话的，要不然，他在另一
篇《假如我是校长》的作文中就不
会这样写道：“假如我是校长，我
就把作文改成‘实话实说’。”

哈哈，这样看来，如果他是
校长，不取消作文，而是改为

“实话实说”，还有姥爷我的一
份功劳哩。

芝罘读者 刘吉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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