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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维社区版

边暴走边学上海话
从主题选定、区域划定、站点设置到游戏

内容、后勤准备等等，一系列琐事让三校沪语
社的社长一起忙了一个多月。活动完全是学
生自发办起，最让他们苦恼的是经费问题。没
有可观的奖品，怎么吸引同学参加？队服、海
报、宣传用品，样样都要花钱。
每个学校社团都有少量经费补贴，为了

呈现出一场完整的活动，三校各自拿出了一
些经费。“为了节约开支，我们尽可能缩小规
模，将活动人员选定在四校之内，内容也做了
简化。”上海商学院沪语社社长王心怡说。

令组织者感到欣慰的是，活动引起了较
多关注，同学们报名踊跃，最终选定了 !"组
共 #$人参赛。当天天气寒冷，加之大风大
雨，给暴走带来了很大难度。原定路线途经
沐恩堂、武康大楼、大光明电影院、息焉堂等
八站，距离相对较远，负责人随机应变调整
站点，缩短路程。但由于首次举办活动，时间
估算还是不够精准，最后只有一组按时完成
了所有任务。

上海财经大学大二的小庄来自新疆，活
动结束后她意犹未尽。“我很喜欢这样的形
式，游戏过程中，尽管全程要用上海话，对我
来说难度很大。用上海话念绕口令、玩你画我
猜，我没办法为团队做很多贡献，但是通过活
动还是学会了很多，很有趣。”

本地同学不够积极
本市多所高校设有“沪语社”，但有不少

形同虚设。宣传范围窄、竞争力弱、获益小，让
此类小社团在发展中遇到了很多阻碍。
“我校本市户籍生源比例大大低于外地

生源，参加社团的 "%多名同学中，多半是想
学沪语的外地同学，上海同学的积极性反而
不够，导致社团师资和骨干力量缺乏。”华东
师范大学“阿拉沪语社”的社长夏雯静无奈地
说，除了招募困难，社团活动形式单一且数量
少，也是导致社员流失严重的主要原因。

这也几乎是所有沪语社面临的通病，如
何发展壮大方言社团，使之变得“有趣而有意
义”，难度不小。“沪语课堂”几乎是每个沪语
社固定的活动安排。为了上好一节课，“授课
老师”往往需要备课一个星期甚至更久。上海
财经大学沪语社的社长郑妤婕展示了她的课
件，半年有 &%多个文档。她解释说，这不是简
简单单从百度上“搬运”资料，而是都经过耐
心筛选和整理。“上课时，要像教小学生学拼
音一样，教那些零基础的学生发音。我自己的
上海话水平也不算高，上课时尽量追求地道
规范，经常和我妈交流，向她讨教正确的读
音。”
此外，为了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

郑妤婕还准备了一些奖品给回答问题的同
学。去年冬天她第一次授课，下午下课后在寒
风中等了半个小时公交车，去离学校四站路
的“红宝石”店给学员买上海“老饕”都很喜欢
的“奶油小方”和栗子蛋糕。回忆那天，她说很
累，上课的时候也很紧张，“但是看到同学们
积极配合，和吃到蛋糕一样很甜很美味。”

建立高校沪语联盟
有人说，想要融进一座城市，就要从学习

它的方言开始。方言，深深扎根于一座城市，
无形之中，也是城市文化的代表。由沪语看上
海，它是洋气的，温文尔雅；它又是生活化的，
平易近人。既有“嗲妹妹”的吴侬软语，也有阿
姨爷叔的“激情辩论”。
在传播上海话的大队中，有一大批想学上

海话的“新上海人”。但可惜的是，一些土生土
长的“老上海人”反而逐渐远离了自己的方言。

在保护、传承沪语文化方面，上海商学院
的师生始终满怀热情，学校沪语社的活动形式
相对也更丰富专业。观赏滑稽戏、看沪剧，邀请
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滑稽戏名家钱程等人
开设上海文化及方言讲座。
传承沪语不在一朝一夕，更不能仅靠几

个小小的沪语社团。因此，暴走行动的几名负
责人想借此机会，壮大沪语社的力量，建立上
海高校的沪语联盟。王心怡透露，希望借助这
次活动，向全市大学生推广沪语，宣传上海，
目标是组建一个庞大的学生团体，来更好地
保护上海方言。“正因为在学校没有多少机会
说，我们更要提供机会让同学们了解上海话，
并且大胆开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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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阿
拉到武康大楼
哪能走？”

11月 26
日，申城风雨交
加，路上行人稀
少。一场“上海
大暴走”行动在
街头激烈展开。
活动由上海商
学院、华东师范
大学和上海财
经大学三校沪
语社联合主办，
上海政法学院
沪语社协办。正
逢第二届上海
“邬达克建筑遗
产文化月”即将
到来之际，活动
以“走近邬达
克”为背景，希
望通过“暴走”，
让更多大学生
切身了解上海
文化。

认识邬达克
拉斯洛#邬达克$你可能不曾听闻他的名字$但是

在上海$无论是在闹市还是犄角旮旯$你都可能领略过

他的建筑设计作品%

从 "#"$年到 "#%&年& 这位来自匈牙利的国际著

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在上海接手并建成的项目不下

'(个&单体建筑超过 "))幢&为上海留下了国际饭店'

武康大楼'市三女中等优秀建筑&其中 *'个项目被列

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它们构成了如今被人们津津

乐道的(老上海)&(海派文化)(海派精神)也孕育其间%

如今&岁月变迁&尽管周边的建筑在变&这些作品还是

尽可能地保全了原貌%这是属于(老上海)的记忆%对于

(新上海人)而言&也有利于他们更全面地认识上海'理

解上海%

相关链接

传承沪语动力不足
笔者随机调查多名来沪上学的外地学子以及本市

户籍学生，他们都表示，学说上海话很重要，但是实际
学习动力不足。“没有机会说”和“不敢开口说”是很多
人提出的两大障碍。多数上海学生只在家与父母长辈
说上海话，有一些人甚至将父母也带入了说普通话的
行列。在学校里，同学之间很少会用方言交流。“除非是
方言里的‘专有名词’，我翻译不了普通话，不然都是说
普通话。”上海商学院的小唐说。
今年上任社长后召开的第一次会员大会，令夏雯

静记忆犹新———当新社员听到辛弃疾的《贺新郎》用沪
语朗读后展现出的独特押韵，都感到十分惊讶和欣喜。
这让夏雯静对方言和民俗的魅力更加充满信心。“方言
是根，是个人归属感的重要载体！”她感慨说。
当下，有一些人认为，沪语已经走入逐渐消亡的阶

段。但令人欣慰的是，至少从意识上，很多在上海生活
的大学生都有着强烈保护沪语文化的欲望。他们自发
成立组织，凭借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的骨气和“想到
就去行动”的冲劲，努力守护着上海方言，期待沪语在
年轻一代的保护与传承之下，重新焕发活力。

上海，海纳百川，却在“纳外”的过程中一点点“失
我”。不知若干年后，当新一代的大学生听到“笃笃笃，
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的上海话童谣时，内心
是否还会掀起一丝涟漪……

! 沪语社为活动精心设计了宣传海报

! 四校(沪语社)共办暴走活动&让更多大学生切身了解上海文化

! 保护与传承上海方言&许多年轻人在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