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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作为文字专家，提出“元”的
错体字，习惯用法“圆”也要符合现行法
律“元”，值得赞赏。

@史启明001：中国古代就有通假
字一说。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学生会：其实
觉得还是“圆”字看着舒服。

@我叫_你好：从研究的角度或者文
字角度，我们应该严谨！但我个人觉
得，如果是生活的话总是咬文嚼字的岂
不是很累。“壹佰圆”一直都这样并不
影响什么，以后后人问起来可以解释一
下我们古时候的钱是什么样的，“圆”
不是也很好嘛！

@edward156799：老版的不也是这

个“圆”吗？干吗非逮着新版人民币说
事，炒作吧？

@我就是胡思乱想的狮子座：我觉
得多少有点吹毛求疵，“壹佰圆”都是人
们很久以来习以为常的、欣然接受的事
情了。

@天幸美人娇：大家想过没有：“壹
佰圆”的写法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写法
应该是“壹佰圓”。要用繁体字就都用繁
体字，要用简化字就都用简化字，半繁体
半简化的用法实在叫人看着别扭！

@两晋闲人：“元”字大写可以是
“圆”，目的是这样不容易被改写。语
言文字不是越简单越好，也不是越
统一越好。

近日，常州一女子带孩子到一家餐厅吃
饭，席间女子向前台要了一个空碗，回到位置
坐下后，女子将碗拿到孩子身边。随后，该女
子把碗藏在了桌子下面。服务员来收拾桌子
的时候发现颜色不对，一闻才知碗里竟然盛
满了尿……

监控显示，当时一名穿着白衣服的女子
从收银处拿了一个空碗，后面跟着一名约三
四岁的小孩，坐下后，该女子将碗拿了下来，
大约过了 20秒，该女子将碗又拿上了桌子，
随后该女子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她把
碗放到了桌子底下。

餐厅负责人说，由于同行的红衣服女子
正好挡住了监控，只能依稀看出，白衣女子将
小孩子的裤子拉了下来，随后就将刚拿的空
碗从桌子上拿了下去，她也低头一直面对着
小孩子，过了一段时间后，白衣女子将碗从孩
子大约腿部的位置拿到了桌子上，旁边拼桌
的一名女子目睹了这个过程后，立即起身离
开了。而从端碗的姿势判断，碗里显然盛放
了东西。在将碗放到地上后，两人开始正常
吃饭。

餐厅负责人气得够呛：“她的这种行为完
全想象不出来，我的店开了七八年也从来没
碰到过这种事情。其实厕所也就离餐厅十几
米路……”。

【网评】
@田彩梅song：恶心。
@Midooly：太不道德了。
@蓝色意映：可以用纸杯或者塑料袋什

么的，店家肯定有，这样做实在过分。
@嘟嘟你不乖：素质太差了，娃娃都会

被带坏。
@网红：这比跟宠物同桌吃饭更让人不

能接受。
@link一念之间：现在很多人不缺钱，缺

德！
@真实的骆驼2013：这样的家长违反公

共卫生法，应由法律来处罚。

●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2014年12月前后，90后漫画作者陈安
妮以真实经历创作的《对不起，我只过 1%
生活》的漫画在网络上走红，先是被刷屏，
后是引发争议。1月 3日，央视财经频道播
出的对其采访中，在描述自己受到的这些
抨击时，她说“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由于这句话适用于受压力等各种遭受负面
打击的场合，因此很快就被争相借用，成为

“万能神句”。
后续热度：★★★★★★★★ 理由：

既然是万能神句，而且朗朗上口，相信还会
流行很长一段时间。

●吓死宝宝了

大约于7月开始成为网络流行语，确切
出处不详，但综合来看，多与一个叫宝宝的
人有关。流传颇广的一个说法是：一个叫
宝宝的网游女主播，在一次主持抽奖随机
选头像时，突然出现一个很黑很肥的胖
子，惊讶之下说了句“吓死宝宝了”。其
实，这个流行语本意就是“吓死我了”，
主要是“宝宝”一词更容易衬托出弱小心
灵受到惊吓的紧张，且略带卖萌的色彩，使
得其广为流传。

后续热度：★★★★★★ 理由：卖萌
要分场合，所以限制了其使用范围。

●狗带“go die”

另一个因明星在今年 9月前后火起来
的流行词，英语“go die”的谐音，直译就
是“去死吧”。据称其源自男艺人黄子韬
的一首中英文混搭说唱。既可以向对
方表达不满让对方“你给我狗带！”也
可以表示自己不会轻易放弃或者认输的情
况。

后续热度：★★★★★★ 理由：正反
两种境况都可以切换使用，加上艺人本身
的话题性，会让该词保持一定的热度。

●我单方面宣布

今年 3月，一位外国女孩在看NBA比
赛时发现梅西坐在身后，请求合影，得到许
可后拍下了照片，并在社交网站上宣布她
将在6月份单方面与梅西结婚。随后，这条
听起来更像是外交辞令的用语，借着梅西
的超高人气，一夜间成了流行语，用来展现
告知别人某件事时的霸气。

后续热度：★★★★ 理由：是否单方
面没人太在意，关键是你宣布了啥或者谁
宣布。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用于洗脑式的强调一件事情。出处不
详，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其来自动漫《潜行
吧，奈亚子》：“记得说三遍，说三遍，说三遍
就好了，会有神奇的效果发生。”但也有各
种别出心裁的考证，将其溯源得更加久远，
比如哲学家尼采的《善恶的彼岸》一书第五
章中曾出现一句：“再说一遍，而且要再说
三遍，它们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权宜之
计……”更牛的说法是，中国有首古诗是这
样开头的：鹅，鹅，鹅……

后续热度：★★★★ 理由：这种洗脑
式强调，容易让人想起那句广告“×××，
羊羊羊”，容易激起听者的反感。

●世界那么大

多用于给自己找一个“任性、洒脱”
的理由。今年 4月，河南一所中学任教多
年的女教师顾少强用该校信笺写辞职申请
时，只写了 10 个字的理由：“世界那么
大，我想去看看。”字里行间散发出浓烈
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情怀，引起很多网友的
共鸣，被称作“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

后续热度：★★★★★ 理由：需要情
怀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到“世界那么大”。

“壹佰元”还是“壹佰圆”

新版百元人民币上有错字？
继指出居民身份证上存在语文差错之后，

《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近日在该杂志“2015年
十大流行语”发布现场又出“大招”，指出在新
版百元人民币上存在错字，“壹佰圆”的“圆”字
系错用。“《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人民币
的单位是元，辅币是角、分。我们的规范用字
就是元。过去用圆是历史造成的，因为过去有
银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法了，在这个情况
下，新发行的人民币怎么能用字不规范呢？这
个‘圆’字从法的角度来看有根据吗？”

对此，网友们的看法不一。持相同意见的
网友说，“想想还真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但
有网友认为，“圆中有贝，贝就是货币最初表现
形式之一，用圆可以理解。”也有人指出，“字典
中明确写了‘元’同‘圆’的。”当然，还有网友表
示，“收据上的‘元’还是要写大写‘圆’字。”更
有网友说，新版百元人民币的“名字叫‘壹佰
圆’，其实单位还是元呀”，“只要能花出去就好
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申小龙表示，能否用
“元”字替换“圆”字是个需要商议的话题。在
新版百元人民币中，货币数字使用的是大写的

“壹佰”，因此，货币单位也使用了相应的大写
“圆”。他表示，人民币是比较庄重的汉字使用
场合，因此货币数字和货币单位的书写应当一
致。但申小龙同时也指出，其实“壹佰”这两个
字是繁体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圆”
字应书写为“圓”。他建议，汉字书写在人民币
上，属于特别庄重、严肃的场合，最好由国家相
关部门做统一规范。

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语言学家石毓智
表示，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等各种权威性的工
具书，“元”和“圆”都可以指同样的货币单位，
都没有指出哪一个规范或者哪一个不规范。
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则形成了两种“约定俗成”
的现象：钱币上一直以来用的都是“圆”字，可
是大众日常书写则多用“元”字。所以说，新版
的“壹佰圆”只是沿用了长期以来的一个文字
使用规范罢了，不能说是错别字。

【网评】

快看看这一年的网络流行语

不会这些话都不能愉快地聊天了
“世界那么大”，网络热点和公共事件层出不

穷，年年催生出很多流行语。就好像听到梅西结

婚的消息，很多球迷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直

到最后发现这只是某位NBA女球迷“单方面宣

布”的事情，才长出一口气并感叹“吓死宝宝

了”……

综观2015年的网络流行语，部分是由公共

事件衍生而来；部分则是借着明星或者动漫界强

大的刷屏能力，步入普通人的网络沟通话语体

系。流行语的新潮表达方式，除了展现个性之

外，更重要的是为了个体心理减压和表达对公共

事件态度找到了新的出口。

（本报综合）

餐厅吃饭家长竟用
饭碗给孩子接尿

■微报

面对“另一半”经常不开心，你会怎么
做？美国洛杉矶暖男蒂姆·墨菲的做法赢得
网上一片点赞。

墨菲的妻子莫莉患抑郁症，总是郁郁寡
欢。为了逗妻子开心，墨菲趁妻子出差，在卧
室一面大镜子上用墨笔写了 15条爱老婆的
原因。妻子回家看到镜子上这篇洋洋洒洒的
爱心留言，感动得眼泪哗哗，随即拍照，发布
到社交网站，3天内引来55万次阅读。

墨菲列举的妻子可爱之处有“她是我最
好的朋友”“有最美妙的歌喉”“完全支持我的
事业”，就连“爱扑哧一笑”也是优点之一，真
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妻子在社交网站上留
言说，她与丈夫结婚不久，遇到很多烦心事，
比如没钱办婚礼、和朋友吵架。她还说，虽然
丈夫的留言不能让她那么快摆脱抑郁症，“但
我一醒来看到留言就会知道我不是独自一
人，会知道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以及领航员
会帮我指路”。

暖男镜子留言
感动众网友

怎样发短信才能显得真诚？不要用标点！
美国宾汉姆顿大学哈珀学院研究人员观察
126名大学生，让他们用发手机短信或“传小
纸条”方式交换信息。送出的信息类似“戴维
把他多余的一张票给我了，你要一起去吗？”
而收到信息的人会回复“好啊”“当然可以”之
类。其中，半数人回复时使用了句号，半数人
未使用标点。收到手机回复短信的大学生说，
使用句号的回复短信让他们感觉不真诚。

但“传小条”的大学生没有这种感受。研
究人员说，人面对面交谈时，可以通过目光交
流、脸部表情、声调变化停顿等等表达社交以
及情感信息，发短信不行，只能通过表情符
号、故意的书写错误以及标点等表达情绪。不
用标点能给对方这样一个暗示：你是在用心
地、自然地回答问题。如果非要用标点，就选
择感叹号吧，它会让你的“真诚度”有所提高。

这样发短信显得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