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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差错重灾区 风行词进学生作文

语言文字出现“全面混乱”？
《咬文嚼字》咬名人博客旨在网民间树立语言权威

! ! ! !本报讯 （记者 林明杰）苏
州博物馆今年推出的“文房雅
玩———明清文人书斋雅物展”，开
展以来颇受好评，许多观众闻讯
从全国各地前往观赏。
这个展览让人们看到中国文

人，尤其明代中期以后文人雅
士，是如何营构符合“雅”这一审
美意境的书斋空间的。文房器具
并非仅是“文房四宝”，更有雅致
的家具和器物陈设等，如笔筒、
笔搁、笔洗、笔舔、香炉、香薰、香
筒、砚屏、折扇、印章、玉器把件

和摆件等等。即使是“文房四宝”
也有各种材质、工艺，精雅兼备，
美不胜收。仅笔筒就包含瓷、玉、

牙、竹以及珍贵木材等材质和各
种雕工、画工、镶嵌工艺等。有一
些器物今人已不常见，甚至不识

其用途。还有各种秦汉器具被后
世移作文具或文房雅玩。在本次
展览中，展示的大都是明清工艺
类“书斋”文物，也就是在明末被
杭人张岱艳羡为“吴中绝技”，被
嘉兴沈德符列指为“时玩”的赖以
成就文人闲赏优雅生活的“玩好
之物”。

这个展览吸引了众多收藏爱
好者和书画艺术家，在艺术网站的
论坛广为传播，有些论坛大量贴出
展品图片，受到欢迎。该展将于本
月 !"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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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林明杰）据报道，
一本署名为广州美术学院杨之光、
陈金章、梁世雄、叶绿野、刘济荣、陈
章绩等多位教授集体编著的书――
《岭南画派技法范本》，日前被著名
画家杨之光本人揭发系伪书。

今年 #月，杨之光和家人发现
一本名为《岭南画派技法范本》的
画册在网上卖得很火，该书封面注
明此书为“广州美术学院杨之光等
编著”，封底印上广州美术学院资
深教授陈金章、梁世雄等作为参与
编著者。

随后，杨之光教授发表个人
声明，称“我及这批教授们对此书
出版毫不知情，从未参与编著此
书，也未授权在此书刊登我们的
作品，这是典型的冒名、侵权行
为。”杨之光认为，该书不仅所载

的“岭南画派技法”缺少学术含金
量，“是对读者的糊弄和欺骗”，更
严重的是书中刊登的两幅署名岭
南画派名家关山月的作品被其亲
友鉴定为伪作，另外一些作品真
伪也非常可疑。

杨之光和家人与该书出版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交涉后得知，
该书确为拥有正规书号的正式出
版物，而具体的出版事宜由“主编”
等人操作，对于假冒、侵权等情况
出版社表示概不知情。杨之光在声
明中责成出版方及有关责任人停

止冒名、侵权的行为，要求立即将
此书下架，停止销售。但至于是否
会联合涉事的广州美术学院画家
集体追究对方法律责任，他表示目
前还没有后续计划，“主要是没有
精力”。

另据画家梁世雄及夫人透露，
事前的确有人找上门来，就出书事
宜邀约作品，被梁家明确拒绝。《范
本》一书中关于梁的画作是从其它
出版物中抽取出来的。梁教授遇到
类似冒名伪书事件已不是首次，同
样因为精力有限，无法一一理会。

梁世雄和家人认为有人为谋私利，
冒名出版书籍刊物很不道德，“既
不尊重画家本人，又易误导读者。”
“很愤怒，也深感无奈。”

杨之光说，目前出版业界冒
名、侵权等不良现象有愈演愈烈之
势。不久前，他还遇到另一起侵权
事件：一位收藏家请他作序，为他
出了一本画册，后来他愕然发现书
中被私自掺进了不少假画，画册还
被某拍卖行用于拍卖。当他就此事
与拍卖行交涉时，对方称要找律师
反告他侵犯拍卖行权益。

! ! ! !新华社杭州 !月

"日专电（记者冯源）
中国美术学院 !$#!

年本科招生考试 %日
在学校所在的杭州拉
开帷幕，记者从校方
获悉，今年的报名总
人次达到近 & 万，是
历年来最高的一次。

据校方统计，今
年本科招生的总报名
人次为 '&()* 人次，
同比增长了 ($+。而
与报名人次形成对比
的是，学院计划招生
人数为 #))(人。对于
考生和家长的报考热
度高涨，中国美院院
长许江认为，这与大
众对艺术教育的认识
不断更新有关，也与
国家推动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战略部署有
关。而去年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艺术学升格为独
立的学科门类，也为艺考加了一把
火。此外，近年来随着文化艺术市场
的火热，尤其是书画市场的火爆，舞
文弄“画”成为一门赚钱的行当，也
在一定程度上推涨了艺考潮。

! ! ! ! 本 报

讯 （记者
乐梦融）从
最近备受
网友喜爱
的电影《波
普先生的
企 鹅》到
《帝企鹅日
记》，从《快
乐大脚》到
《小企鹅 ,-. /0》，有太多的图书或
影片让可爱的小企鹅成为主角，不
过他们多是外国企鹅。近日，由博
采雅集文化公司策划，中国画报出
版社出版发行的《1宠大乐斗：功夫
企鹅》与读者见面，小企鹅接了地
气有了中国范儿。该书以 1宠大乐
斗游戏为小说背景，由苏七执笔，
讲述了企鹅少年蓝小乐战胜自我、
冒险成长的故事。同名电影预计今
年底上市。

! ! ! ! 本 报

讯 （记者
乐梦融）近
日，瑞士当
代国宝级
作家马克
斯·弗里施
作品集由
重庆大学
出版社整
体推出。马
克斯·弗里
施（#&##2#&&#），瑞士大作家、诗
人、剧作家，是二战后德语文学最
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迪伦马特并称为德语
文学的双子星座。

此番推出其经典作品包括
《彬，北京之行》《蒙托克》《蓝胡子》
《人类出现于全新世》等久负盛名
的几部小长篇，作品带有强烈的自
传色彩。迪伦马特曾经赞叹弗里
施，有能力把自家的故事演绎成世
界的故事，身份的问题、两性关系
以及艺术家和市民生活的冲突一
直是他创作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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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有了中国范儿

《功夫企鹅》近日出版

瑞士国宝级作家
弗里施作品出版

名画家杨之光被冒名出书
揭发《岭南画派技法范本》为“伪书”

如今的网络，成了语言文字差错的“重灾区”，而这些
差错，又直接“落地”成学生作文用语，形成恶性循环。日
前，《咬文嚼字》杂志初次“涉网”，相继开咬名人博客，旨在
从传播源下手，解决青少年的不规范“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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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战”各方均有“错”
如今“韩”、“方”大战尚未完全

结束，而素有“语林啄木鸟”的《咬
文嚼字》杂志社先以一份方舟子的
博文差错引发众人关注———“嵇
康”误成“稽康”，金代出现的“平水
韵”被搬到了唐诗中……着重“文
本分析”的“打假斗士”，此番也被
“文本分析”了。《咬文嚼字》声称，
把两人作为咬嚼的目标是基于其
名人效应的考量：“方舟子在博客
写作时态度认真，挑错难度比较
大。”而韩寒博客的“语言文字质量
报告”要下月才能公布。

根据《咬文嚼字》专家们的反
馈，作品长期位列畅销书排行榜前
三的人气作家郭敬明，是《咬文嚼
字》所有的咬嚼对象中文字质量最
差的。对比《小时代》等出版物的较
小差错量，显然郭敬明对撰写博客
没有当一回事，“除了向读者征稿
之外，杂志社还印刷了一批材料分
发给特约作者，很多作者不约而同
地弃卷———郭敬明的文字中实在
语病过多，不忍卒读。”《咬文嚼字》
主编郝铭鉴认为，这也从一个侧面
折射出部分“'$后”作家的缺陷和
不足———创作思维活跃但语言文

字粗糙，相关知识比较贫乏。

学生跟风学“网语”
“近年来，比起印刷出版物，网

络在社会语文实践中发挥的作用
越来越大，网络语言运用关系到汉
语的未来，网络语言混乱会造成社
会语言的混乱，所以不能置之不
理。”据郝铭鉴介绍，在我国的语言
文字发展过程中，曾于新中国成立
初期和十年动乱之后出现过两次
语言文字混乱，相比较这两次的
“局部混乱”，目前出现的第三次混
乱则是“全面混乱”：“有语法、用词
的混乱，也有文风问题，教科书、工
具书甚至文件的语文差错比比皆
是，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字问题十分
严重。语文研究的缺位导致语言文
字呈现无权威状态，谁都可以随意
地创造并且使用新词，但社会却没
有承担起引导的责任。”

郝铭鉴的担忧不无道理———
记者发现，在各大中小学校，学生
在日常交往中使用网络语言的现
象十分普遍，“杯具”、“秒杀”、“雷
人”等风行一时的网络词汇也成了
他们的口头禅，而这，也让接受传
统语文教育的教师不知从何下手。
“网络用语的出现和流行是青少年
个性发展的必然产物，但网络环境
的复杂性使网络语言呈现出越来
越低俗化的趋势，家长和老师应该
及时、有效地加以正确引导，帮助
孩子筛选和吸收网络文化，培养他
们规范运用汉语言文字。”教育专
家孔敬祥认为。

纠错名博以治本
咬春晚、咬热播电视剧、咬周

刊、咬名作家……《咬文嚼字》每一
场“战役”都能激起不小的波澜，但
针对网络开炮，咬嚼名人博客，还是

头一次尝试。“有朋友劝我们，网络
写作太随便，跟它较真没意思。但我
们觉得，网络写作也要加强必要的
引导。”郝铭鉴透露，!$#!年，《咬文
嚼字》综合博客的粉丝数、点击量、
更新频率和社会影响等因素，选出
方舟子、郭敬明、韩寒、黄健翔、郎咸
平、李承鹏、李银河、马未都、钱文
忠、徐静蕾、郑渊洁、周国平等#!位
博主，逐月给出文字检测报告。这样
的尝试，是希望从网络语言的根本
上规范文字使用，为当今青少年的
语言文字病“治本”：“博客是网民们
思想交流、观念碰撞的前沿阵地，名
人博客受众多、影响大，跟帖和评论
数量遥遥领先，理应对文字心存敬
畏，在文字规范方面作出表率，在网
民间树立一种语言权威，网络语言
差错或能得到一定缓解。”

编辑部成员起初担心，会有名
人的粉丝指责这样的挑错是“吹毛
求疵”，郝铭鉴和《咬文嚼字》也先
后开通个人微博，听取网友意见，
得到的反馈也以正面为多———“为
名人和作家的行文敲了警钟”，“任
何人要写出文字给别人看，都必须
以社会公认的语言文字规范来要
求自己，不论是纸质出版物还是网
络上。”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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