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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忘字”，
电子时代的困惑

如今，键盘上“敲字如飞”取代了一
笔一画的汉字书写；除了签名，人们几乎
很少用到手写了。因为长期使用电脑和手
机，很多人只能大概记住汉字的形状，提
笔却无法正确写出具体部首和结构。提笔
忘字、错字连篇、笔顺颠倒，成为让人忧
心的文化现象。

腾讯微博今年一次网络随机调查显
示，!"#以上被调查网友出现过“提笔忘
字”的状况；在被问及“你想念远方朋友
时，会如何与其进行联络？”的问题时，
$"#以上的网友选择了使用 %%、微信、
电邮等方式与朋友联系，大约 &&#的网友
选择了电话联系，只有 '#左右的网友选
择了写信联系。

美国学者杰茜卡·贝内曾把电脑称为
“手写体的诅咒”。由于象形表意的文字结
构十分特殊，汉字比英文面临着更大的冲
击。因为电脑的使用，让作为象形文字的
汉字日益拼音化和字母化；拼音越俎代
庖，笔画的江湖地位日益衰落。

在便捷高效的文字信息化处理的诱惑
下，人们由习惯养成依赖，由依赖变为退
让。当不得不提笔时，才发现汉字的具体

构成竟是如此模糊，写出来的字也丑得难
以见人。

有语言专家指出，键盘输入的快捷和
高效，减少了人们的写字机会。长此以往，
中国人掌握的汉字数量可能会越来越少。

文化乡愁，
承载着深厚的底蕴

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手写体的
衰落似乎不可逆转。但汉字的手写，不仅
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
化。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记载
着中国文化的变迁。中国人的一切情感，
都藏匿在小小的方块字中。汉字以方块为
外形，集音形义于一体，具有独特的魅
力。晋女书法家卫夫人曾经教导少年王羲
之———“点”应如“高峰坠石”，“横”应
如“千里排云”，“竖”应如“万岁枯
藤”。简简单单的笔画，实际蕴含着丰富
的意境和做人的道理。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多年
的汉字书写如今却成了文化乡愁。

古人对于文字的诞生有着很深的敬畏
之情，认为那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一
个重要阶段。造字的“仓颉”，也被赋予
与众不同的外貌特征———他有 ( 只眼睛。

从结绳记事到毛笔书写，从毛笔到硬笔，
再到如今的电脑手机键盘，人们的书写习
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更新。在每一次更
新的同时，人们又必须承受抛弃以往的痛
苦。书写习惯变得越来越实用，手写逐渐
被剥离，也消解着蕴含其中的文化根基。

从事“书写汉字学”研究的北京师范
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宁认为，文字不是简单
地传播信息，其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如
果一切都机械化了，社会就没有了审美，
也就变得贫乏而丧失了想象力。

有学者表示：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标
志，又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工具。汉字书法
不仅是人类所创造的最为抽象的艺术，而
且是人类文明最为发达、最富有想象力，
能够全面揭示自然本质的一门艺术，一种
文化现象。

见字如晤，

真情实意的流淌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是不能书写的无奈，“乡书何处达，归雁
洛阳边”是恋恋的乡愁，“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是最珍贵的书写……电子信
息的发展，彻底颠覆了书写的交流方式。
交流虽然更加直接、有效率，但总觉得缺
少了一点委婉、含蓄和启发性。

中国人讲“见字如晤”。笔触一起一
落间，仿佛能看到作者眉宇间的神韵，感
受到他彼时彼刻的心情。这种意味深长只
有纸和笔才能承载。因此，手写才会成为
中国人传统的情感交流方式，才会延续上
千年。

书写不仅是交流，更是一种情感，一
种态度，传递出对人的真诚与尊重。在一
根网线，一个屏幕，一只鼠标，一个键
盘，就可以问候整个世界时，在纸上书写
的感觉如此温馨，如此有人情味。毕竟，
真诚需要一对一的原创，而不是批量化的
群发。

在辞旧迎新之季，你是否想过挑选几
张贺卡，为亲朋写上不同的祝语，贴上邮
票，让它们载着思念和祝福，飞向天南海
北呢？在用心书写、邮递和等待的过程
中，也许才回归了节日祝福的最初意义。

就像古村的主人不事张扬一样，江西
省丰城市的厚板塘古村躲在青山绿水蓝天
白云之间，安然度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时光，
悠闲自在地面对世事沧桑。

发现厚板塘是极其偶然的。)""* 年 +

月，正在乡野从事田野调查的我饥渴难
忍，在一条分岔口走错了路，却使一座富
丽堂皇的深宅大院走出了深闺。让我惊讶
的是，在这里时光好像静止了，一切都原
封未动地完好保留。四周的山光水色都被
精于风水的主人用来布置和装点自己的庄
园，敞开的大门是为了方便山水排闼送青
而来，明亮的天井是为了让阳光雨露长驱
直入登堂入室；关上大门，这里又俨然成
为一座壁垒森严的堡垒，让任何觊觎的目
光为之兴叹。而不同家庭成员居室的合理
安排，则让人感觉到其封建等级制度的森
严。

精明的红顶商人 *"" 多年前就已经用
深邃的目光丈量了它的价值。他用雄厚的
财力构筑了自己的梦想，每一块砖、每一
片瓦都安排得如此殚精竭虑，每一处精美
的木雕都如此用心良苦。

厚板塘古宅的开基者为涂士良。涂士
良自嘉庆年间开始长期在湖南衡阳经营衣
布、典当业，他凭借精明的经营头脑和与
衡阳籍官吏、兵部侍郎、湖北巡抚杨键的
特殊关系，使其“涂近仁堂”发展成为衡
阳最具影响力的商号之一。后又依托早年
受涂士良接济的衡阳人彭玉麟的关系，在
政治上、经济上得到极大的便利，不仅事
业上发展到顶峰，而且还被彭玉麟保荐为
二品“通奉大夫”，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
商人”。现在，村中摆设的 )" 对 （(" 个）
汉白玉石鼓 （传说为涂氏兄弟随湘军攻下
太平天国“天京”时天王府所获），$条铁
木条桌 （最大块“南洋木”长 &,$ 米，重
)""公斤），*)套太师椅以及众多的历史文

物（如官帽、古书、陶瓷文玩字画等），都
是“涂近仁堂”盛极一时，富甲一方的真
实写照。

今天我们看到的厚板塘村古建筑群分
布合理、规划严整，功能划分明确，既讲
求美观、实用，又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整个村庄四周为发达的水系，村前为面积
广阔的荷花塘，东边的港汊直通丰水河和
赣江，荷塘既是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又是
极佳的构景元素。现加上远处的大嵊山和
株山为背景，近处成片稻田为铺垫，整个
村庄有机地成为江南水乡田园风光的一部
分。古村每列建筑间均为平直整齐的巷道，
一二组建筑巷道上空有廊亭和过楼，以供
雨天通行和平时遮阴。由于空间布局讲求
高度对称，所以高大的山墙与平整的巷道
形成纵深感，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每
当明月高挂，银色的月光镀亮这片宁静的
荷塘，在蝉吟蛙唱的仲夏之夜，历史的涟
漪便荡漾开来。

中国最美古村 >>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芭蕉香火龙”共
有 ! 节，每一节都以竹子编织，再用芭蕉
绳捆扎，将之连成一体，再饰上芭蕉壳，
扎上芭蕉叶，在龙头、龙身插上数以千计
的香火。
“芭蕉香火龙”是广西壮乡特有的民间

民俗文化现象，是中国南方稻作文化在民间
的重要表现形式；还体现一种南国特有的芭
蕉文化内涵。芭蕉是南方特有的可在灾荒时
充饥救命的植物。芭蕉在当地的植物中叶子
最大，树干笔直，霜打火烧心不死，寓意耿
直专心的民族精神。“芭蕉香火龙”据传是
人们对龙在天旱时舍身变芭蕉救民之举的感
恩情结的体现。它来源于一个为民造福的美
丽民间传说。

相传约在 &"" 年前，长塘镇一带大旱，
在当地修炼的南海龙王太子巴龙化身芭蕉
林，供缺粮的百姓摘蕉叶，剥蕉秆充饥度过
灾荒，不料反被玉帝责罚。长塘方圆的百姓
得知后，集体以芭蕉叶为衣，起舞告天为巴
龙请愿。有一年正月十八，长塘镇上空雷鸣
电闪，接着倾盆大雨，长塘湾漂来许多芭蕉
树，其中有个木刻的笑佛熠熠如生，几天都
不被大水冲走，人们信以为巴龙显灵，就把
它立为土地神供奉，视为菩萨。之后，逢年
过节，特别是农历正月十八，当地人就会用
芭蕉叶扎龙插香，在田间地头舞“芭蕉香火
龙”纪念巴龙、祈祷春福。

这一传统沿袭至今。“芭蕉香火龙”主
要传承地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并集中于该
区所辖的长塘、伶俐、南阳、刘圩 (镇的村
屯。

每逢节庆，当地壮族群众就会挥舞着身
披芭蕉叶、插满香火的“芭蕉香火龙”在街
上翻腾。这 ( 镇的大部分村屯处于邕江河
畔。据传当年邕江河畔长满野生芭蕉林，现
在这些地方还有很多芭蕉树芭蕉园。“芭蕉
香火龙”传说原型长塘镇楞仲坡后背，还有
传说中巴龙修炼的山洞。这些都是“芭蕉香
火龙”能在当地世代传承的独特地缘因素、
物质基础和人文元素。
“芭蕉香火龙”在壮乡有多种展演，但

其基本形式均采用师公的横鼓、古八音乐
器吹打伴奏，一群男女穿着原生态芭蕉叶，
以神奇面具化妆，演唱起舞，从潭边请龙、
醒龙、龙翻身、龙戏珠、龙驾雾、龙降雨、
谢龙到请龙归潭，一气呵成地完成整套独
特程序。多少年来，这世代相传的民间故
事传说和民间民俗祭祀活动，已经深深地
扎根于青秀区各村镇民众之中，与村民的
生活融为一体，长盛不衰。

我们还需要汉字书写吗？
赖 睿

岁末临近，密集的节日翩然而至，亲朋

间总免不了相互的问候和祝福。最简便的方

式，莫过于编写或者干脆从别处抄录一条短

信，发送给手机里的所有名字，几分钟之

间，就能把祝福挥洒出去。

如此便捷，甚至带了点漫不经心。“一

键群发”的各色雷同的祝福短信和电子贺

卡，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般的敷衍，让人不

禁怀念手写的温暖和纸质贺卡的亲切。

中国人对文字有着神圣的敬畏感，民间

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但是今天，大街上

随处可见错别字招贴，很多人“提笔忘字”，

正销蚀着汉字书写的传统。

月色厚板塘
剑 川

据中新社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今
年年度考古发掘中，甘肃肃北蒙古族
自治县马鬃山玉矿遗址发现灰坑、房
址、石台基等各类遗迹 (" 多处，出
土玉料、陶器、水晶、骨器、石器、
兽骨等遗物千余件。

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文化馆表
示，连续两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组织人员，先后对马鬃山玉矿遗
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考
古人员确认这一遗址为一处大型汉代
工业遗址。

肃北县文化馆文博员赛依吉尔格
力说，马鬃山玉矿遗址是在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甘肃近年组织
文博专家对这一遗址的规模、遗迹数
量、保护状况、面积等情况进行了
“摸底”。

从遗址周边所采集的夹砂红陶、
灰褐陶等遗物特征和矿井的开采方式
等几个方面推断，马鬃山玉矿遗址由
采矿区、生活作坊区、防御设施区等
构成，基本断定是一处大型汉代工业
遗址。这为研究河西走廊地区乃至甘
青地区玉器制作的矿料来源提供了依
据。

压题图片：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

址被考古人员确认为一处大型汉代工

业遗址。

赛依吉尔格力摄

游人在厚板塘古村中留影 盛志逖摄

厚板塘古村 盛志逖摄

文化地理>>

甘肃发现大型
汉代工业遗址

“芭蕉香火龙”：
一方“保护神”

王 氏文/图

▲
表
演
者
制
作
﹃
芭
蕉
香
火
龙
﹄

!

﹃
芭
蕉
香
火
龙
﹄
表
演
现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