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冰花是密云县教委研究中
心的一名教师， 同时也是北京市
书画协会的会员。对于书法，她有
着30多年的造诣。 “人们常说‘字
如其人’，而现在我们看到最多的
是电脑打印出来的宋体、楷体，早
已看不出‘人’是什么样子了。 ”刘

冰花认为，作为中国人，每个人都
有继承传统文化遗产，了解汉字，
会写汉字，更要写好汉字。

在刘冰花任课的一家书法培
训班内， 有100多名学生利用课
余时间学习书法， 提升自己的书
写能力。 “这就证明大家在逐渐

认识到书写能力的重要性。” 刘
冰花说， 在她教授的学生中， 大
多数都是小学生， 但也有很多年
轻的上班族， 他们希望通过学习
书法， 重新拿起笔。

说起时下正在流行的汉字听
写类电视节目， 刘冰花笑着说，

“这种节目非常好， 它是在引导
大家重视汉字， 重视汉字文化。”

但对于缺少书写美观这一项
考核 ， 也让刘冰花略显遗憾 ，
“书法是传统文化的基因， 会写
字， 写好字， 才是继承和弘扬传
统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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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王路曼

随着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节目的进行， “汉字” 又成了今年夏天最热门的词汇之一，
从社会各界广泛而热烈的反应也不难看出汉字书写能力问题的严重性。 汉字书写能力真的退
化了吗？ 原因何在？ 如何有效应对？ 语言学家给出答案， 我们习惯了用键盘打字， 手写的几
率势必就会相对减少， 这就出现了提笔忘字的情况。 以后提笔忘字的现象恐怕会越来越多，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看到。 由于信息化时代的特点， 我们认的字以后可能会多一些， 但会写
的字却越来越少。 但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节目的本质恐怕是在提醒我们要更重视文化传承
的意义。

书写汉字的能力，你退化了吗？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引发的思考

采访中，当问到“您会不会出
现提笔忘字？ 您觉着为什么会出
现？ ”时，采访的40位职工中，有16
位职工回答，工作太忙，看书阅读
的时间大打折扣， 是造成提笔忘
字的主要原因。有24位职工提到，
随着办公条件越来越现代化，电
脑输入代替书写， 已经极少有人
还在坚持手写汉字。

魏超， 是一名非公有制企业
的行政主管， 用他的话来说，“如
果不是因为经常要在文件上签

字，他可能就再也用不到笔了。 ”
魏超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网络

营销公司， 不管是业务部门还是
行政部门， 几乎所有岗位都不怎
么需要手写内容。 “即便是新员工
入职需要填写的表格， 我们也希
望是电脑打的，因为这样既清楚，
又节省纸张。 ”对于公司的无纸化
办公，魏超还显得有些自豪。

说起会不会出现提笔忘字的
情况，魏超尴尬一笑，“的确，有时
候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魏超说，

有一次，帮一个朋友签收快递，因
为不会写朋友的名字而愣了好一
会， 这不仅逗笑了送快件的快递
员，更让魏超自己脸红了大半天。

虽然在自己的环境中， 用笔
的概率非常小，但魏超也不否认，
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需要书写的
内容。比如到银行办理业务，需要
手写表格、专业考试，需要手写答
卷、 签收快递， 需要手写签字等
等。

“其实，细想起来，书写在生

活中是不可避免。 ”魏超笑着说，
为了避免提笔忘字， 他经常会将
需要手写的内容， 用手机先写一
遍，然后照着手机抄录下来，让智
能的输入法帮他避免尴尬。

但即便如此， 魏超的尴尬还
是存在 ，“我写的字实在太难看
了，拿不出手。 ”魏超略显难为情
地告诉记者， 大概也是因为字写
得不好看， 所以让魏超更加不想
书写。这样的循环心态，也让他距
离书写越来越远。

【调查】

写名字时用笔最多

电脑、 手机……现在人们交
流的手段不少， 不仅便捷而且迅
速， 然而在这个电子化日益普及
的背后， 人们主动手写汉字的机
会却变得越来越少， 甚至有人会
用可怜来形容。

近日， 本报记者对于人们书
写汉字等问题， 采访40位职工。
他们中有的来自工厂一线， 有的
来 自 第 三 产 业 服 务 岗 位 ， 也
有 的 做文职工作 。 当记者问到
“您平时手写汉字的机会多不多？
平均一天会用多长时间来书写汉
字？” 的问题时， 30位被访者给

出的答案是不多， 6位回答还可
以， 4位回答较多。 职工李涵告
诉记者， 他手里有一支签字笔 ，
已经用了3个多月了， 笔芯里还
剩一多半墨水， 可见用笔的次数
非常少。

当问到 “您手写汉字主要用
在什么地方 ？” 时 ， 80%的被访
者都认为写自己名字用笔的概率
最大， 其中包括开会签到、 签收
快递等。 而其次用笔概率较大的
情况就比较简单， 比如在工作中
需要随时标记符号， 或者填写一
些数字等等。

记者发现， 上班族手写汉字
的机会少的可怜。 对话用微信、
通知用邮件， 这样的安排对于不
少人早已司空见惯。 “别说是记
事本， 笔我们都很少用。 单位开
会， 都是用电脑记。 所以， 手写
的机会很少。” 80后职工小王介
绍。

“说到上一次用笔手写汉字
还是参加职称考试时。” 小王回
忆， “说实话， 我还特意到文具
店买的新笔， 在家练了练， 再奔
赴考场。 一拿到试卷， 发现手写
的字不仅歪七扭八， 而且总是写

错字， 速度还很慢。 这都是平时
不写字闹的。”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 主动手
写汉字的人群中， 多数为学生和
教师。 而问及他们主动完成手写
的原因， 给出的答案似乎让人听
着有些意味深长。 “说是主动，
其实也算是半被动。” 小坤是个
高中生， 他平时手写汉字多数是
为了完成作业。 “每天主动写字
的时间， 都是在学校。 面对的都
是作业本和试卷， 其余的时间还
是用电脑 、 手机来完成汉字输
入。”

提笔忘字让人尴尬

2002年， 教育部 《关于在中
小学加强写字教学的若干意见》
中提到， 中小学写字教学要使学
生会写铅笔字和钢笔字， 学习写
毛笔字。 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要求 “能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
在艺术 、 美术课程的内容目标
中 ， 提出了让学生了解包括书
法、 篆刻在内的 “多种艺术形式
和表现手段”、 “欣赏我国书法、

篆刻的代表作品” 等要求。 学校
应组织学生开展写字、 书法的课
余活动， 提高书写能力， 加深对
汉字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理
解。

对于这点 ， 从事行政工作
的 职 工 李 盼 很 是 称 赞 ， “ 提
供汉字手写机会 ， 要从学校做
起， 以带动人们对于手写汉字的
重视。”

【声音】

学校需重视汉字书写

【建议】

要会写字更要写好字

在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
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
2020年）》 中提到， 提高国民语
言文字应用能力。 建立和完善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测评体
系， 提高全社会对语言文字学习
的重视程度， 促进国民语言文字
应用能力的提升。 各级各类学校

要加强经典诵读和规范汉字书写
教育， 广泛深入开展中华经典诵
读、 书写、 讲解的社团活动和校
外活动。 建设中华经典诵写讲行
动社会参与平台。 继续举办中华
经典诵读、 规范汉字书写赛事等
系列活动。

听过这个纲要， 李盼认为，

需要社会重视人们的汉字手写机
会缺失的问题 。 “之所以会出
现， 提笔忘字的情况， 主要是写
字的机会太少， 现在人们书写大
都依靠电脑或者电子产品输入拼
音完成。” 此外， 还有人提到公
众媒体需加大对于汉字书写的宣
传。

“2013年， 中央电视台第一
次举办的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节目， 不仅受到观众热捧， 更让
人们产生热议。 虽然只是一个节
目， 但是让观众开始重视起汉字
的认识、 书写知识的补充。 这样
的节目要做， 更要多做。” 职工
沈鑫说。

社会需提供书写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