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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私自作保

妻子不必担责

晨报讯（记者 李鹏）12月 11日，淇滨区的张秀

梅（化名）松了一口气，她终于摆脱了纠缠她 1 年多

的逼债风波。

2010年， 张秀梅前夫朱先生的弟弟为买房子向

刘先生借了 20 万元，朱先生作为弟弟的担保人在借

据上签了名，同意为借款人承担连带责任。 2011 年，

借款到期， 但朱先生的弟弟没有能力偿还本息共

21.65 万元。 刘先生向朱先生要求还款，朱先生躲了

出去。 刘先生便找到了张秀梅，要求还款。

张秀梅感觉很突然， 朱先生作保她并不知情，

且今年她已和其离了婚。 刘先生的逼债让张秀梅压

力巨大。2011 年 12 月，张秀梅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求

助。工作人员调查后认为，张秀梅对此事毫不知情，

并且朱先生的担保行为不是为了夫妻共同生活，家

庭也没从中获益。 朱先生已和张秀梅离婚，他的担

保是其个人行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张秀梅不

应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朱先生的弟弟不还款，朱先

生作为担保人，应还这 21.65 万元钱。刘先生可向朱

先生追要债款，但不能向张秀梅索要，不能打扰张

秀梅的正常生活。

最终，在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调解下，刘先

生承诺不再打扰张秀梅的正常生活。

（线索提供：张洪顺）

酒后心脏病发作

劝酒者也应担责

晨报讯（记者 渠稳）12 月 9 日中午，家住山城

区某小区的张先生去参加朋友孙子的满月宴， 因架

不住劝酒多喝了几杯， 导致心脏病发作。 被送医院

后，人虽救了过来，却花去了 2300 多元的治疗费用。

“这笔费用是否应该由劝酒者支付呢？ ”12 月 11 日，

张先生的妻子王女士向记者求助。

据王女士讲， 朋友给孙子办满月宴， 丈夫赴宴

了。“同桌的蔡先生是老张以前的一个同事，见了后

免不了要劝酒。 老张已经 62岁了，还患有心脏病，原

本不肯喝酒，可架不住劝酒，只得一杯接一杯地喝，

喝了大约半斤酒。 ”王女士说，宴席快结束时，她丈夫

突然心脏病发作瘫倒在了酒桌上。“已经花去了 2300

多元的医疗费，后续治疗可能还要花更多的钱，医疗

费却还没处筹措。 ”王女士说。 她去找蔡先生讨要医

疗费，对方却不肯支付。 为此，两家闹起了矛盾。

对此， 记者采访了一位姓王的法律工作者。 他

说：“明知喝酒能对身体造成危害而劝酒， 从而导致

张先生心脏病发作，根据《民法》规定，劝酒者应承担

一定责任。 而张先生知道自己患有心脏病还依然喝

酒，也存在过错。 因此，劝酒方和喝酒方应该各承担

一半的治疗费用。 ”

（线索提供：肖国良）

女孩试探问一声 窃贼弃车逃无踪

晨报讯（记者 李鹏）“多亏了邻居

张先生的女儿，要不我的电动车就被偷

了。 ”12月 11日，淇滨区福汇佳苑 7号

楼住户刘女士对记者说。

刘女士说，10 日晚上， 她在家看

电视时，张先生的妻子敲开门，让她

下去看看外面的电动车是不是她家

的。 刘女士下去看到，自己的电动车

已被推到了小区路上，旁边还站着一

个 10 多岁的小女孩。 刘女士连忙问

是怎么回事。张先生的妻子说：“我在

家里玩电脑， 女儿小娟在楼下叫我，

说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从地下

室推出来一辆电动车，看着像邻居家

的。当时，小娟拦住男孩问了句‘是你

的车子吗’， 男孩见状扔下车子就跑

了。 ”

张先生的妻子对刘女士说：“我下

楼后到地下室看了看，发现你家的地下

室门没锁，就上去敲你家门了。 ”

刘女士下去一看，发现自己家的

地下室门确实没锁， 电动车才差点

儿被人偷走 ，“以后一定会注意锁

门”。

京立医院神经内科的蔡秀华主任

介绍， 写字是一个比较精细的动作，需

要大脑指挥整个运动系统相互配合协

调完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写字也是

一种运动， 这种运动不仅能活动手指，

还能锻炼大脑运动系统。如果长期不写

字的话，会对大脑运动系统功能正常运

作产生影响。 因此，长时间不写字会导

致大脑迟钝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

蔡秀华说。

除了健康方面，“汉字的遗忘”对

文化的传承也会造成深远影响。 淇水

诗社副社长孙信保先生对“提笔忘

字”造成的负面影响深有感触。“有一

次某单位组织晚会要临时写台词，几

个上过大学的年轻人竟然有很多字

不会写，只能让我来写。 现在在年轻

人中很少能见到比较出色的诗人和

书法家，这和汉字学习和书写的逐渐

‘弱势’有很大的影响。 ”

“电脑、手机这些电子设备是科技

进步的产物，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推

动作用， 但它们毕竟只是一种工具，无

论什么时候手写汉字这种能力也不能

丢下。 汉字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如

果大家都不愿意甚至不会写字了，汉语

言文化的传承就会面临危机。 ”孙信保

说，“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从中小学教育开始，就应该强调书法的

学习、汉字的传承。上班族工作忙，即使

不学习书法， 每天也要通过手写文件、

日记来保持一定的写字量。 ”

□晨报记者 贾正威

VS

提笔忘字

已成普遍现象

郭欣告诉记者，她大学毕

业才两年，在学校时还是校学

生会宣传部负责人。 如果不是

这次抄写菜单，她都没发现自

己逐渐淡忘了不少汉字。“我

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自己的

朋友，没想到朋友也称不会写

这两个字。 ”郭女士说。

笔画较多的汉字真的这

么难写吗？ 12月 11日，记者用

“酱”、“邋遢”两个字（词）对 12

名上班族进行了调查。 这 12

名受访者竟然全部表示写不

出“邋遢”这个词，大部分人甚

至对这个词的字形没有一丁

点儿印象，而且其中几名受访

者大学期间所学专业还是汉

语言文学。 而记得“酱”字如何

写的人也寥寥无几，只有 4 名

受访者能准确地写出该字。

“我怎么不会写字了。 ”接

受记者的调查后， 很多上班族

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在某金融

企业工作的吴晨告诉记者，前

一阵子公司领导让他手写一份

报告，很多生僻字都写不出来。

“甚至连‘福’字我都忘了怎么

写，当时领导就在旁边，我也不

敢去问， 只得偷偷拿出手机打

出来这些字，才照着写上了。真

是尴尬！ ”

电子设备普及让汉字意外“受伤”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

象，能写出“酱”字的 4 名受访者中，两

人刚大学毕业，另外两人则是不会玩电

脑、被家人视为“古董”的中年市民。 而

写不出“酱”字的几乎全部是经常使用

电脑办公、娱乐的电脑“达人”。

“写文件、写报告全部都用电脑，

通过邮箱传递邮件， 使用手机或是

QQ 和朋友聊天，购物上淘宝，几乎

终日与电脑和手机为伍， 很少动笔。

每天用键盘打字数以千计，却手写不

了几十个字，这就是我的一天。 ”郭欣

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长时间

不动手写字，很多汉字的‘长相’都逐

渐模糊了。 ”

记者调查了解到，其实从大学阶

段开始，很多人就已经埋下了“忘字”

的种子。“进入大学后，老师基本都靠

多媒体教学， 学生上课也不记笔记，

一下课就去老师电脑上拷贝资料。 论

文、简历，甚至作业都是电子版的，再

加上大学普遍不重视语文教学，可以

说从大学开始‘汉字’的专业学习基

本上就已经中断了。 ”几名参加工作

不久的上班族这样说。

与之相反，只懂得电脑开关机的

中年市民贾先生被家人视为“古董”。

他长年保持着手写文件的习惯。“有

的生僻字我也不怎么会写， 但‘酱、

蒜’这样的字我还是能信手写来的。 ”

贾先生笑着说，“孩子们开玩笑说我

是‘古董’，但他们过度依赖电脑，要

手写东西时还经常得来请教我这个

不会用电脑的‘古董’。 ”

手写汉字关乎健康，更关乎文化传承

经常用电脑 提笔就忘字

学者：汉字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

从中小学开始，就应强调书法的学习、汉字的传承

酱油的“酱 ”、 大蒜的

“蒜”，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

中经常听到或看到的字，然而

家住淇滨区的准新娘郭欣却

因为写这两个字犯了难。 日

前， 她向酒店咨询婚宴菜单

时，酒店经理向她介绍了几道

带有酱、 蒜、 鲫等字的菜品，

“‘鲫’也就算了，没想到‘酱、

蒜’这两个平时经常遇到的字

的下半部分我竟然写不出

来。”郭欣说。没办法她只能胡

乱写出两个形状差不多的字

代替。

网络的发展使各行各业

的办公、学习逐渐自动化和快

捷化， 电脑打字更加方便快

速，节省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 此外，智能化手机也具

备了大部分电脑应有的功能。

人们的生活工作已经离不开

这些电子设备了。

然而，无纸化办公时代的

来临使得人们离“写字”越来

越远，尤其是追求快捷的年轻

人使用笔纸的机会和热情不

断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