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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文化

汉语欧化

网络语言滥用
“ 3 Q 得 or z ”( 感 谢 得五 体投

地)，看着女儿在网络聊天的对话
框 打 下 这 些 话 时 ，隋 兆 丽 一 头 雾
水，“这是哪国的外语，又是中文又
是 英 语 ，还 有 一 些 乱 七 八 糟 的 符
号。”正在读高中的女儿得意地表
示 ，这 可 是 我 们 9 0 后 的“ 江 湖 密
码”——— 火星文，你们这些大人看
不 懂 的 。隋 兆 丽 听 后 也 只 觉 得 无
奈，这种文字表达方式哪里是正常
人能够领会的，汉语从什么时候起
演变成了四不像。

“不会说火星文，不懂时下最
热 的 网 络 流 行 语 ，在 同 学 中 间 就
out 了，那可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上初中二年级的陈辉告诉记者。在
采访 中记 者发 现，对 泰城很 多 9 0
后年轻人来说，火星文已经成为一
种身份的象征，一种专属于这个年
纪的“江湖密码”，甚至是一份时尚
的标签。

“平时没太注意，但是很多网
络流行语的确已经深入到现实生
活中了，这可能跟我们接触网络时
间 长 、接 受 新 鲜 事 物 的 能 力 强 有
关 ，现 在一 张 口就 是“ 给 力”、“河
蟹”、“肿么了”。在山东农业大学读
大 一 的 孙 宝 斌 说 。包 括 流 行 的

“囧”、“槑”等字，在《新华字典》中
查不到的汉字也大行其道。而对于
许多网友来说，喜欢用这些词，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很形象。
至于是否符合汉语语法及使用规
范，很少有人会去追究。

作文套路化

几成八股文
汉语的落寞不仅仅是表面上

看到的汉语的欧化以及网络语言
的不规范运用。记者走进泰城的中
小学，语文课最为学生接触汉语最
直接的途径，却不受学生喜欢，而
作文也成了一种模式化、八股文式

的训练。
在泰安市粮食市小学，读小学

四 年级 的曹 飞( 化名) 刚 刚结 束了
一 节 语 文 课 ，谈 起 她 对 语 文 的 感
受，曹飞撇了撇嘴：“写作文也有固
定的模式，就跟做数学题似的。”

记者来到位于财源大街的一
家新华书店，看到了琳琅满目的作
文辅导用书。很多书已经按写作的
类型进行了分类。有的作文书甚至
还将别人描写诸如春夏秋冬的段
落集中在一起，供学生“借鉴”。记
者随手翻开一本名为名师手把手
小学生同步作文全辅导的作文书，

在一篇题为《我的爸爸》的范文后
面 ，作 者 将 写 作 思 路 逐 一 列 了 出
来，如开头写一件爸爸的故事，具
体事例写爸爸忙于工作，顾不上孩
子，最后结尾是爸爸百忙中抽出时
间帮我改了作业。

这些培养“八股文”的作文书
却很受中小学生欢迎，在书店买书
的黄晗今年上三年级，这样的作文
书她已经有五六本了。当记者问及
平时写作文的时候是不是会按着
书上的模式写，黄晗书说:“老师布
置的作文题目都能从作文书里面
找 到 ，写 什 么 都 要 按 着 这 个 格 式

写，大家都是这么写的。”

社会大环境

使得汉语受冷落
“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ee ……”这是李阳疯狂英语演
讲中最经典的一段自我介绍，和几
乎全部的疯狂英语迷一样，邹芳已
经习惯了每天背上一次。“你猜我
今天全部背完用了多长时间？”

邹芳对英语的狂热并不是她
自己一人在“游戏”，而是整个大学
早已形成的氛围。“如果有人在你
的周围整天背古文，你能习惯吗？”
记 者 问 道 ，而 邹 芳 坚 决 地 摇 了 摇
头，“不能接受。”

其实除了英语等外语的冲斥
以外，在很多人看来，汉语的落寞
也离不开国人自己对汉语的态度。

泰山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
院大四学生韩东(化名)告诉记者，
他在大学四年中一直没有上过语
文课，“不是我没有去上，而是学校
直接没有开这门课。”而当被问道
没有学习《大学语文》会不会觉得
缺少了什么时，韩东随口说出一句
话，“这就像中文系的学生不上高
数一样，理所当然。”

“在我收到的简历当中，很少
出现没有错别字的。”泰安一家科
技公司的人事经理程成对记者说，
临近大学生毕业，他们公司准备招
一批大学生补充力量，可是简历中
时常发现有错别字和不通顺的话
语，让他感到很为难。

“汉语越来越不受到人们的重
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泰山学
院教授现代汉语的秦存钢老师认
为，是社会大环境造成了汉语的冷
落。“高考考英语、研究生考试也考
英语，学生们都把精力放在外语学
习上了，哪还有充足的精力和端正
的态度去学汉语？”秦存刚表示，虽
然目前针对汉语的发展有普通话
测试和汉语规范化测试能措施，但
是这些还远远不够。“汉语等级考
试 要 是 能 确 立 ，必 然 是 一 件 大 好
事。”秦存刚说，想想汉语能和英语
一样，需要过四六级的话，那时人
们对待汉语的态度，将会有多热。

“落寞”的汉语
本报记者 周倩倩 邵艺谋

近期，来自教育部的一
条关于汉语“四六级”考试的
消息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
题。随着外语的不断冲斥和
电子时代的到来，汉语被人
们留在了寂寞的角落里。汉
语欧化、网络语言滥用，作文
写作越来越像八股文，大学
校园随处可见的“疯狂英
语”，汉语运用能力差，让人
们不禁认识到：汉语落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