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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语

观察者说

所谓表达匮乏，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提笔忘字；二是
张嘴忘言。

可以肯定的是，当代人的这
两种“表达匮乏症”，和我们所处
的网络时代有着密切关系。虽然
称之为“病症”，但它毕竟不是可
以导致身体出现不适的“实体疾
病”，所以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
的重视。

虽然我们所处的网络时代
可以很方便、高效地通过屏幕完
成原来需要用手写、用嘴说的工
作，但“手写”与“嘴说”，仍旧有

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如其字”
“见字如面”，这些书写的价值和
意义并没有因为电脑的出现消
失，很多时候反而变得比以前更
加珍贵。即便书法艺术只是少数
人的专利，但对于普通人，能够
写一手令人赏心悦目的好字，还
是一个人十分重要的加分项。还
有，从继承和弘扬汉字书写文化
等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努力克
服“提笔忘字”才行。

相比之下，“张嘴忘言”的负面
影响更大，我们在工作、生活当中
离不开与他人交流。但网络时代，

夫妻两人一个在客厅一个在卧室，
可能都懒得说话而使用微信留言，
足以说明“张嘴忘言”的原因所在。
很多时候，我们不仅要说，还要说
好，提升沟通和交流的效率。

当代人要想克服“表达匮乏
症”，就得有意识地多动手、多动
嘴，如果在提升自我素质，或者
是职业需要的情况下，也可参加
一些专门的书法培训、语言培
训，去锻炼和提高自己的书写能
力、口头表达能力。而且这些技
能一旦养成，是可以伴随终身，
受用终身。 苑广阔

漫画：王成喜 95后宁波学生
缘何赢得
全国网友点赞？

4月4日，央视新闻频道对萧山
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的院前急救指
挥调度工作作了报道，因为电话指导
成功接生而被中央媒体点名表扬的
言侃侃出镜。4月 6日，央视网又以
《惊心十分钟！95后姑娘电话“远程
接生”》为题，对此事进行报道。（4 月
9日《宁波晚报》）

一个初出茅庐的 95 后姑娘缘何
赢得很多网友点赞？我认为，至少有
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一是过硬的专业技能。人民日报
称赞言侃侃“有条不紊，非常专业”。
这次电话“远程接生”，是言侃侃参加
工作后第一次遇到紧急情况，但她沉
着冷静、从容应对，这得益于她求学
期间掌握的过硬的专业技能。

二是良好的职业素养。中央电视
台评价言侃侃“沉着冷静，从容应
对”。言侃侃被表扬还因为良好的职
业素养。中国医师协会医患关系调研
报告显示：在频发的医疗纠纷中，因
技术原因引起的不到 20%，其他 80%
均源于医德医风、服务态度和语言沟
通。上述新闻中，短短 10 分钟，对于
曹先生一家和言侃侃来说，是漫长而
又惊心动魄的。调度员面临的往往是
非常紧急的情况，一通电话可能就是
一场生死救援。面对慌乱的求助者，
要想做到临危不乱，快速有效地传达
科学救治信息，良好的职业素养非常
重要。

三是高尚的医德品质。优秀的医
护人员，不仅要有精湛的技术，更要
有高尚的医德品质。言侃侃被表扬更
因为高尚的医德品质。她表示，当自
己接到那个求助电话时，脑海中想
像出现场的画面，她为孕妇感到焦
急，同时也明白，自己需要冷静地为
孕妇及其家人提供系统专业的指
导，更好地帮助他们。在了解孕妇情
况后，言侃侃一边马上派出急救车，
一边安抚曹先生的情绪。更可贵的
是，在急救车派出后，言侃侃并没有
挂断电话，而是指导曹先生做好接生
准备。这是一种可贵的换位思考，这
是一种浓郁的人文关怀，这是一种高
尚的医德品质。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被众多媒体赞的言侃侃，其母校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以“仁爱、健
康、奉献、创新”为主旨的学生核心素
养养成教育，将会培养出更多的“言
侃侃”们回馈社会。 崔雨

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光明日报在内

的国内主流媒体关注了当代人的表达

匮乏问题，引发了网友和公众的强烈关

注。很多网友反映，对着一张白纸，脑子

里想的字呼之欲出，却怎么也写不出

来。曾有机构调查发现，94.1%的人都曾

遇到过提笔忘字的情况，其中26.8%的

人经常会提笔忘字，尤其在年轻人中更

加明显。（4月9日《光明日报》）

“提笔忘字”引发的思
考

提笔忘字是很多人感慨青
春不再的符号。然而，当越来越
多年轻人加入其中，恐怕就不能
再以记忆衰退来解释，这种集体
无意识的能力衰减，一定是符合
了某种规律。

“用进废退”的进化学理论，
完全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人类所
有的技能，都需要通过不断地练
习方能巩固，而一旦不被生活所
需要，重复的频次降低，能力也
将退化。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沟通信
息已很少再使用手写汉字时，书
写能力的退步也是必然。之所以
提笔忘字，不仅因为写得少，更
因为忘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事儿——拼音和语音会告诉人
们正确答案，几乎不影响效率。
简体字时代来临，繁体字日渐退
出；影视时代来临，戏曲逐渐式
微；电话和电脑时代来临，书信
也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无他，
当一种新工具的传播与沟通效
率成碾压之势时，旧工具必然会
被人们遗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有心者还应当调查一
下，互联网时代来临后，沟通效
率比手写时代提高了多少倍，如
果真的可以选择，人们是否愿意
回到过去。

字如其人是一种时代的偏
见，多是因为无法通过更高效的
方式了解一个人，而现在有了大

数据，对一个人的画像比过去要
立体和真实得多。同样，汉字不
是文化的全部，忘字也不代表一
个人没文化，只是传播方式的变
化让这种不再是必须的能力退
化而已。若整体而论，现代人接
受的信息总量和整体文化水平，
比过去高出何止一个数量级。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们
难免怀念过去，那些寄托于传统
载体的文化内涵，的确需要掌握
与传承，但大可不必上升到文化
衰退的程度。毕竟，当代人热衷
的那些——以表情、图片、视频
和弹幕、二次元及各种梗来表达
感情的方式，不也是一种文化
吗？ 宋鹏伟

警惕网络时代的“表达匮乏症”

要知道，世界上只有汉字是
传承至今的表意文字，中国文字
的独特之美举世公认，它既是交
流工具，又是艺术作品，是中华
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宝藏和重要
载体。

一味将丧失写字能力、提笔
忘字完全归罪于电脑显然偏颇，
整个社会缺乏良好的文字训练
才是根本原因。手写汉字，现在
似乎成为中小学生的“专业”，而
成人们却用各种原因和借口而
疏远了手写，更遗失了饱含在文
字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

不难想象，未来几代人仅依
靠键盘等输入工具书写，汉字书

写能力会普遍下降，文明传承的
品质就会形成缺损和迷思。为了
保护文字，在美国有英文的全国
拼字比赛，从 1925 年延续至今，
是全民关注的活动。最近几年我
国举办的“汉字大赛”、“诗词大
赛”等有助于汉字推广的益智类
比赛，都收到广泛关注与好评，可
见在快速、浮躁的当今，重拾传统
的写字本领，对于个人和民族而
言，都是不可或缺、亟待补上的重
要一课。尽管汉字书写目前还不
至于出现需要拯救的危机，但对
提笔忘字、书写能力下降这一趋
势应该及早警觉，并积极作为。

“横平竖直写汉字”，“堂堂

正正做真人”，我们不能漠视提
笔忘字的“字”外之义。加深对汉
字及汉字艺术的认知与热爱，加
强汉字书写的基础训练，电脑和
纸笔双管齐下，提倡定期阅读和
手写的习惯，培养“写字”的文化
氛围，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手写
汉字在各种信息化平台、工具以
及大众生活中得到更广泛的应
用，传承中华文字之美，并使汉
语汉字永葆活力，减少并消除提
笔忘字的不利局面，让中华文字
之美入“手”入脑入心，发扬光
大，应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也
是中华民族子孙义不容辞的历
史责任。 斯涵涵

提笔忘的不是“字”，是文化传承

“提笔忘字”是时代进步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