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能利用的高科技工具越多，对改变自身的重视就
越少。电脑、手机、外语等，让人们告别了传统年代，也似
乎与传统汉字渐行渐远。

不使用钢笔多久了？记者在街上随机抽查了大约
30 位各年龄段上班族，23 位说钢笔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了，大多数过了高中就不再用了，更有一些在初中毕业
就不再使用。

“现在天天上班，没时间练字，也没想过练字了。”有11
名表示很少写字。

几名孩子的家长则表示：给孩子的作业签字、写评语
还要用钢笔，不过次数也很少。

采访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上班族”都习惯了用
电脑，不会写的字，赶紧用电脑敲出来。

汉语全拼、搜狗拼音、QQ拼音等使用率越来越高，我
们的手写汉字被打入“冷宫”，等到想起写写时却发现也出
了问题。

鲁先生是名书法爱好者，本人写字也很漂亮，他觉得
字写得好，给人的印象就会好，可是他也碰到过提笔忘字
的事。“我给人写一幅字‘天道酬勤’，愣是想不起来酬字怎
么写了，还是用手机拼音输入法打出来才知道的。”

我们用电脑打字，用短信互通信息。手机和电脑的出
现，占据了我们手写字的练习空间，“锻炼”的“炼”怎么
写？“寒暄”的“暄”竟然也忘了？

“上次我和几个客户去吃饭，要自己写菜单，我写着就
忘了宫保鸡丁的‘保’怎么写，就随便写了一个‘抱’，结果
那服务员看见我就笑。”常先生是做建筑生意的，他说提笔
忘字这事让人感觉很不好意思。

写错字也会让孩子很受伤，党女士是个园林绿化工程
师，完全是电脑办公。

“有一次我给孩子写评语写到‘锻炼’，但是怎么想都
想不起来是火字旁的炼，结果随便写了一个‘练’字代替。
孩子回来还跟我说同学笑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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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发得溜快，你能写得同样顺溜吗？
字如其人，你的字能给自己挣面子吗？

信息化时代，重拾汉字之美

无纸办公时代，我们每天都在和电脑打交道，用短信互通信
息。我们有多长时间没使用过钢笔了？

给孩子写评语，“锻炼”写成“锻练”，孩子被同学笑话；遇到不
会写的字，赶紧求助“搜狗输入法”……这些尴尬，相信很多人都遇
到过。

重识汉字之美，重拾汉字之美，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晚报记者 张勤 实习生 闫珍黎/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郑州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王保国教授认为，电脑普及，手写
字较少，主要是现代人对书法越来越不讲究、不重视以及多方面原
因造成的。

他说，中国的汉字书法是千年文化，是一个整体的工程。培养
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的素质都很重要。社会人的素质教育被忽视、
文明素质整体要求不严格，口头表达常用还好一些，书法就容易被
忽视。以致现在书法“受冷落”。

书法主要是个人兴趣，民族的文化，有必要去学习，但是也不能
强求，要对书法从心里产生美感，心甘情愿地去学习，去追求才能真
正地做好书法的普及和推广。书法的推广应该从整个社会对书法
的重视程度抓起，从人文素质高度抓起，语言表达、书写方式等角
度，强化书写能力，提高各方面的素养。

电脑的普及和书法本是相得益彰。设计匾之类的大物件时，电
脑能设计出美丽的东西，但是设计者们宁愿让一
个书法不好的人来题词，也不愿意全用电脑合成
做出。还是要以书法为主，这里体现的就是人的
感情和情绪的表达，电脑是无法表达的，所以两者
不可偏废其一。

在人与人交流中，用电脑相对地比较方便，
但是手写的更贴近，能直接体现人文素质的高
低。推广汉字书法很有必要从小学生做起，至于
现在的成年人来说，得靠自己的学习自主性了，
偏废书法汉字并不是好事情，汉字永远都用得
着，也很重要。

如何重拾“汉字之美”？从2009年开始，教育
部开始举办一年一届的全国学生汉字书法大赛，
希望能从学生抓起，学好书法这一课。

而就在上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
长李宇明则明确表示，将在中小学增加写字课程，

制定《中小学学生写字标准》。通过强制性的标准让书写教育回归
学生课堂，回归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当中，或许这是一个解决公众
汉语能力下降书写水平退化状况的选择。

昨日上午，记者进行了一个小调查。结果显示，成年人很少上
书法班，多数是小学生。在市场上，书法培训班少见，其中更难觅年
轻人踪影。

在文化宫路附近，沿街查看了近 13家挂出条幅和有宣传牌的
培训班。美术、外语、舞蹈、音乐、播音编导等专业培训课，以招收艺
术高考生、初中生、小学生为主。

工人路上的一家书画艺术中心，可以进行书法培训。该小区的
门卫说，这是个小孩子书画培训班，一般下午 5点放学以后才会来
学。培训班负责人表示，成年人练书法的太少，不招收成年人。

随后，记者在市中医院附近的公园随机采访了几位年轻人和老
年人，问他们是否会上书法培训班，得到一致结论：“年轻人天天忙，
谁有时间上书法班啊，还得多花钱，就是想学也是买本字帖，回家自
己练了。”

一家书法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说，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少儿阶
段是学习书法的最佳时机。年轻人没有耐心学习书法，况且早已形
成自己写字风格，不容易改变。除了那些书法爱好者，多数人也不
愿意再进行练习写字。

除了学生和书法爱好者，也许就只有老人在练习书法了，在老
干部党校，开设了声乐课、国画课、书法班等，书法班大约有150人。

记者听其教务处负责人说：“退休老干部报几个班进行修身养
性，基本上也没什么目的，都是兴趣所在养养心性而已。”

朱国亭老师写过一篇
论文，认为加强中小学生的
书写能力教育，是现代教育
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把这
篇论文放到了自己的博客
和 QQ 空间里，希望能够影
响一部分人，让他们意识到
练字的益处。

目前，在郑州市的绝大
多数中小学，缺少的是专业
的书法教师。“哪位老师的
字写得好一些，就兼着书法
课。”朱国亭认为，因为不专
业，老师们不知道该怎么教
孩子写字，上课不得其法。

而相比之下，小学的书
法课开设还比较普遍，中学
则几乎不开设书法课。

朱老师更认为，学生厌
学、成绩不好，和写不好汉
字有很大关系。“刚上学，孩
子的字写得不好，作业也就
不好看，容易受到老师的批
评。”他说，时间长了，学生
就不愿意写作业，进而发展
到厌学。如果从刚进入小
学开始，每位老师都能重视
学生的书法课，或许就不会
出现那么多“问题学生”了。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书法在学生中的当红地位
就像如今的动漫、游戏，庞
中华的字帖是最热门的畅
销书。现在书法完全失宠，
书法大赛被模特大赛、英语
大赛替代。

“书法、汉字书写目前
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缺失，
而如果长此发展下去，中国
悠久的汉字书写传统就要
彻底消亡了。”

中原区伏牛路四小六（3）班全班同学曾经代表学校参
加郑州市举行的书法大赛，获得了一等奖。

教书法课的老师叫朱国亭，年近六旬。六（3）班的书
法课，是朱老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教的，每位学生都是他
的“得意门生”。除此之外，朱老师还经常教学校的年轻教
师写字。

在朱国亭老师看来，不少成年人的汉字还没有小学生
写得好。

他现场抽取了六（3）班一名小学生的习作，是摘抄的
一篇课文。书写工整有力度，点是点，捺是捺。

“你再看看这篇习作，是一位老师写的，明显不如学生
写得好。”朱老师拿出了一位老师的书法作业，每个汉字写
的都是“平”的，每个笔画都是一样粗细，没有变化。

朱国亭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使用电脑、手机，
手写汉字机会减少，早已经忘记了中国的汉字该怎么书
写，每一笔每一画需要注意些什么。

“中国的书法、汉字奥妙无穷。练习写汉字，其实是一
种练心、练脑、练观察能力、审美观的过程。”朱国亭老师
说，比如有的汉字笔画要正一点，有的会斜一点，如何在两
者间寻求平衡，就是一种辩证思维的训练。而电脑只是一
种科技化的体现，软件中的字体也是书法家们写好的字，
再刻录到电脑中。

其实，如果把电脑中的字体放大，也能发现，每个字体
的笔画也是特别讲究的，“点”有劲，“提”有形，“捺”有收。

“所以说，即使是使用电脑，也完全可以从中学到汉字书写
的规范。”朱老师说，可惜的是，现代人已经缺少了观察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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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路四
小王佳同学的作
业本

4月8日是中原区闫垌小
学书法特色教育活动1周年，
400名学生在校园里共同练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