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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最近校园霸凌又成为社
会关注热点。针对校园霸凌愈演愈
烈，方法学家和自我管理教育专家吴
甘霖日前推出了《孩子，你该如何自我
保护》一书，专门传授应对校园霸凌的
方法，获得家长和孩子的高度关注。

作为教育专家，吴甘霖曾是国内
著名的方法学家及自我管理教育专
家，曾出版发行百万册的畅销书《方法
作为比问题多》，近来对家庭教育进行

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发现近年来，
青少年被伤害的事情屡屡发生，不断
成为社会热点，如女大学生上学途中
被人欺骗绑架、刚考上大学的学生被
人骗光所有上学费用导致身亡，让人
触目惊心。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以往青少年太缺乏自我保护的安全教
育了。因此，他通过对100个鲜活案
例的分析，总结了18条实操对策与60
种安全方法，写出了一本让青少年“喜
欢看，记得住，用得上”的安全读本《孩
子，你该如何自我保护》一书。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昨天以“传统戏曲的当
代传播”为主体的第十届东方名家名
剧月高峰论坛在东方艺术中心举
行。定于2017年3月举行的东方名
家名剧月已经是第十届了。在十届
中，共计有来自 15 个省市（包括台
湾）的表演院团演出了京剧、昆剧、越
剧、沪剧、淮剧、粤剧、川剧、甬剧、黄
梅戏、滑稽戏、评弹、南音等24个剧
种的136台185场演出，登台的艺术
家也汇集了5位梅花大奖、88位梅花
奖、50 位文华奖和 56 位白玉兰奖。
在观众中，尤其是青年观众中，培养
了一大批戏迷。

东方艺术中心总经理林宏鸣说，
东艺在2004年和2008年进行的两次
大规模观众调查表明，喜欢戏曲的人
群从21%下降到了9%。而东艺整个运
营团队组建后，以前看过戏曲的也只
有两个人。也就是在戏曲最低谷的
2008年，东方名家名剧月创办。“中国
人造的剧场，中国人管的剧场，中国观
众为主的剧场，不能只注重演出交响、
歌剧、芭蕾‘洋三件’，也有责任为弘扬

民族艺术尽力做好薪火相传的工作。
推广民族艺术在当下是一份责任，面
对先人和未来则是一项使命。”

林宏鸣坦言，现在没有看过戏曲
的人群，远远多于喜欢戏曲的观众，而
前者被定义为“新观众”。根据这样的
受众定位，东艺把创新为主、兼重传承
的戏曲新剧目和传承为主、兼顾现代
表达的老戏新演作为重点，谓之聚焦
新剧目、展示新成果，这和拓展新观众
比较契合。他告诉记者，“名家名剧
月”每年都举办由名家主讲的免费艺
术欣赏讲座，让新老观众们能更近距
离地与艺术家交流，更好地感受传统
艺术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艺术欣
赏讲座还走出东艺，走进社区、走进大
学校园、走进办公楼，为普及民族艺术
做更多有益的尝试。每年还在东方名
家名剧月中上演一个之前未曾演过的
新剧种，比如第八届是秦腔，第九届是
楚剧和汉剧，第十届是豫剧。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林宏鸣说，
现在戏曲的观众有所增加，在青年人
中增加得尤为迅速。在最近两次调
查中，喜欢戏曲的人群已经增加到
10%和11.2%。

《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对青年
报记者表示，今年十大语文差错的评
选遵循了典型性（重点关注语文运用
中使用频率高、出错频率高的典型差
错），新闻性（重点关注出现在重大新
闻、热点事件报道中以及名人偶像所
犯的差错）和广泛性（差错类型全
面。语言文字及文史百科等各类差
错兼顾，街头店招、广告、说明，书、
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以及网络等
全方位考虑）。

这其中当然是以一些著名事件
里出现的语文差错为关注的焦点。
比如2016年8月31日，相声演员郭
德纲在其个人微博上发布了所谓《德
云社家谱》，全用繁体字书写。遗憾
的是，出现了好几处错误，“令人髮
指”误成“令人發指”就是一例。“发”
既是“髮”（fà，毛发的发）的简化字，
又是“發”（fā，发展的发）的简化
字。“令人发指”的意思是，让人头发
都竖了起来，形容愤怒到了极点。其

“发”指头发，用繁体字书写，显然是
“髮”而非“發”。

又如2016年11月17日，林丹
发出了一条个人微博就出轨一事向
家人道歉。这条道歉微博说：“做为
一个男人……”“做为”应是“作为”之
误。《咬文嚼字》专家说，“做”“作”两
字在语用中常常纠缠难辨，有时甚至
含混不清，但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运用
规律可循：表示抽象语义多用“作”，
表示具体语义多用“做”。“作为”是介
词，常用来引进人的某种身份或事物
的某种性质，如“作为一个学生，必须
遵守课堂纪律”等。无疑表示的是抽
象语义，所以是“作为”而非“做为”。

十大语文差错中属于公众性的
差错还有，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
行“脱欧公投”，其结果是英国“脱

欧”。有些媒体在报道这次事件时，
把“脱欧”解释为“脱离欧洲”，这属于
明显的概念错误。其实，英国脱离的
不是欧洲，而是欧盟；2016年10月中
旬，韩国总统朴槿惠被曝出亲信干政
丑闻，不少新闻媒体在报道此事时，
用“举足无措”来形容朴槿惠执政团
队的慌张和混乱。汉语中没有“举足
无措”，只有“手足无措”；如某品牌男
装每年都进行“优雅绅仕形象大使评
选”，香港明星黄宗泽就当选了今年
的“新绅仕”，大幅广告贴满大街小
巷，其中的“绅仕”是“绅士”之误。

其他语文差错还包括，“载人飞
行”的“载”zài误读为zǎi，一些广
播电视媒体的播音员把“载人飞行”
的“载”读作了zɑǐ。“载”是多音字，
读 zɑì时，意思是装乘、携带；读
zɑǐ，意思是记载、刊登。“载人飞
行”指用飞行器承载人的飞行，应读
作zɑì；将“一篮子货币”误为“一揽
子货币”，货币篮子（Currency bas-
ket）或称一篮子货币，是一个经济学
术语，指设定汇率时作为参考而选择
一组外币，由多种货币按不同的比重
构成货币组合。而“一揽子”则指对
各种事物不加选择地包揽在一起，如
一揽子计划、一揽子交易等等。“一篮
子货币”中的货币需要精心选择，不
能“一揽子”放进来；在美国总统大选
报道中将量词“任”误为“届”，如果总
统在任期内因故由其他人接替，接替
者仍被视为同一届总统。如果同一
人在不连续的数届总统选举中当选，
每当选一次就算一任；“凭借”误作

“凭藉”，2016年11月26日，很多媒
体说：“冯小刚凭藉《我不是潘金莲》
夺大奖……”“凭藉”是不规范的，正
确的写法是“凭借”；“黏豆包”误为

“粘豆包”等。

《咬文嚼字》公布2016年十大语文差错

名人用词引关注 郭德纲林丹上榜
《咬文嚼字》杂志昨天公布了2016年十大语文差错。英国脱欧，郭

德纲微博声明，林丹的道歉均进入十大语文差错之列。《咬文嚼字》认为，
越是有公众影响力的事件，操作起来越要注意文字规范，否则社会负面
意义太大。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东艺：喜欢戏曲的青年人迅速增加

吴甘霖新书 研究应对校园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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