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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虽然我年已八十七岁，但“潮
语角”活动我都尽量参加。因年纪
大了，家人不放心我外出，但“潮
语角”活动家人还支持我去，前提
是必须打的。
“潮语角”活动不仅是乡亲们

每月难得的一次相聚，大家用家
乡语交谈其乐融融，而且参加活
动，我这个“老潮州”也学到很多
知识。更值得一提的是，认真听取
老师和乡亲们的发言，再检查自
己发音的不足，加以纠正，我的潮
州话也更加纯正了。我祖籍潮阳
和平人，!"#$ 年在上海出生，仅
%&岁时回过家乡一次，至今印象
已经模糊。每每我与家乡的乡亲
通电话，他们都说我的家乡话硬
邦邦的（沪语翻译）。我要把家乡
话练好，跟乡亲们通话才更亲切。
我常对儿子说，你有机会一

定要回家乡去寻寻根，拍些照片
回来让我看看。因我年纪大了，已
走不动了。今年，也已经六十多岁
的儿子终于去了潮阳，我的阿侄
带他到村里寻根，他拍了好多照
片回来，我看了真是很开心，这些
照片解了我几十年的乡愁啊！

去年 !' 月 ( 日，我参加
“潮语角”活动，看到令人感动
的一幕。
当时我们正在听讲潮州话日

常生活用语，有人敲门，进来两位

七老八十的阿婆，她们手里拿着
闸北区共和新路街道编印的社区
小报，询问这里是否是“潮语角”。
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她们坐下。

未及入座，其中一位 )$ 岁
的庄阿婆就用潮州话向在座的
乡亲介绍起自己的经历：十年前
她先生病逝，少了一个用潮州话
交谈的知心人，心里非常痛苦和
寂寞。庄阿婆说，老伴临终时再
三嘱托，要她不能忘记广东潮阳
这条根，更不能忘掉潮州话。去
年 %%月，阿婆的儿子从信箱里
拿到街道编印的社区小报，上面
有《上海第一个“潮语角”启动》
的报道，就交给她看。庄阿婆看
了欣喜万状，今天就按图索骥来
寻找，没想到在小区又与一位肖
阿婆不期而遇，肖阿婆也是拿着
社区小报在寻找“潮语角”。两位
老同乡碰到一起，真是开心得不
得了，于是双双地走进了“潮语
角”。听了庄阿婆的话，大家都发
出会心的微笑。

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中
华文化博大精深，而这博大精深
的民族文化，就是由地域文化和
方言的共性和特性构建组成的。
我们要把老祖宗的语言和文化传
承下去，让我们的文化之根在新
时代扎根发芽，开放出更加绚烂
的民族文化之花！

买下“一站路的房”
在咱中国，养儿买房，似乎天

经地义，虽然我崇尚一些发达国
家“孩儿当自立”的理念，可谁让
我是个中国老爸呢？
在儿子婚房问题上，我们唯

一剩下的权力就是选择买房的地
点了。在哪儿买呢？以儿子的心思
（他只是代言），想买到离我们家
“十万八千里”的亲家那边。这样
倒是省事，但儿子岂不白养，成了
人家的上门女婿？跟我们住在一
起吧，家里已经有了一个“皇帝”，
又来个“娘娘”、“皇太子”什么
的，这辈子算是彻底“交代”了。再
说这婆媳关系……考虑再三（当
然也有房价问题），我们
最终买下了内环外离家
一站路的一套二手房。

这一站路，说远不
远说近也不近，一来将
来老了有点事叫得应；
二来也得改改儿子饭
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毛
病，他总得独立不是？

话是这么说，没了
儿子的家，立马空荡了
许多。我的伙食标准也
急剧下降，老伴说两个
人的饭菜有啥好弄的，你凑合凑
合得了。唉，还不如儿子在身边，
吃得还好点。
一个礼拜没见儿子，老伴急

了，又是烧肉又是烧鱼，命我送
去。虽是一站路，骑自行车也得二
十来分钟，来回差不多要近一个
小时！听说小两口根本不烧饭，全
在饭馆里对付，老伴又是心痛钱，
又怕“地沟油”，结果我跑得更勤
了，还风雨无阻，真是机关算尽反
害了卿卿我自己的性命，这房买
的！

马桶漏水也要管
一日，半夜电话铃骤响，话筒

里传来儿子急切的声音：“爸，她
有点拉肚子，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吃药呀！”我揉

着眼睛没好气地说。
“吃什么药？”
我正想跟他讲几个药名，在

一旁的老伴早就按捺不住了，一
边起身穿衣，一边跟我说*“别对
牛弹琴了，他知道什么药？每次有
病，还不是我们把药递到他嘴边，
再说他那里哪有什么药！”说得没
错，唉，子不教父之过，怨不得谁。
半夜三更没有公交，我只得“吭哧
吭哧”骑车驮着老伴赶过去……
分开一年多，诸如此类的事

情不胜枚举，一会儿“爸，马桶漏
水了”，一会儿“妈，还有牛奶吗？”
咳，就算他们不来烦我们，老伴大
半个心也在那里。看天有点阴了，
连忙打媳妇的手机问：有晒衣服
吗？没等到快递的电话，又担心快
递把东西扔他家门口……跟儿子

住在一起时，这些零碎事从没觉
得是个事，可现在？都是这“一站
路”惹的祸。
那回儿子又告急：“电坏了。”

等我赶过去一查，才知是让供电
局断了电。现在的年轻人只看电
脑，不看书报，从没觉楼下的信箱
有什么用，电费账单在里面一躺
几个月，不治他治谁？真是让人操
不完的心。
更离谱的是两个家伙居然出

门常常不带钥匙。为了让儿子长
点记性，只要我接电话，都叫他自
己来拿钥匙。这种时候，儿子自知
理亏，来得也爽快，只是大洋三十
几的来回叉头费，让老伴很不爽。
“他那么忙，你没事就不能跑一

趟？花这冤枉钱！”老伴
埋怨道。你看看，这人还
有没有是非观！她还怪
当初都是我出的“好”主
意，把房子买得那么远。
“你有那么多的钱么？”
我也火了。

为了杜绝儿子乱
乘叉头，我们经常以饭
后散步有利健康为名，
“押”他们回家。一次，
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
内环大道边，可是没等

我们回头走几步，只见马路对
面儿子潇洒一挥手，两人又钻
进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真
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彻底输
拨伊！

距离逐渐产生美
不久前，姐从杭州过来，儿子

赶来看姑姑，又是叉头。我说了他
几句，儿子对她姑姑叫冤：“阿姑，
此地一站路，等于市里三四站路，
路太远了，啥人嘎空走过来！”又
扭头对媳妇说：“老婆，伊拉太烦
了，阿拉争争气，买部小汽车！”
“……”我厥倒。

细想想，这“一站路”虽然是
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但是站在
孩子们的角度看，居家过日子又
何止这些事，缺少自立能力的他
们麻烦更多。现代年轻人的工作
压力与我们“吃大锅饭”时不可
比，没有更多的精力事事亲躬，购
买服务是必然的；虽然钱是多花
了些，但他们毕竟也自己解决了
许多的事情。这不，还要买小汽
车，“一站路”好像把志气也给逼
出来了！
让我高兴的是，最近儿子这

种“家庭 %%&”“报警”电话呈下降
趋势，“自立门户”似乎有些进步。
特别是我们“处警”后，孩子们知
道不好意思了，一声“谢谢”，让阿
拉骨头酥半天。实话实说，这得归
功于这站路！如今儿媳跟我们也
亲得很，遇到我老伴有说不完的
话。有句名言不是说：距离产生美
嘛！准公公、婆婆们，你们是否打
算跟我们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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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语角”里
会乡亲

! 马智行

! ! ! ! #&%% 年 %& 月
#+日，闸北区共和
新路街道锦灏居民
区内洋溢着浓浓的
潮汕乡音乡情，沪
上首个“潮语角”在
这里正式成立了。
二十多位潮汕乡亲
欢聚一堂，品茗交
谈。大家说，终于有
了一个学讲家乡话
的平台了！我这个
“老潮州”忝列其
中，感觉乡音亲切
无比，心中暖意融
融……
记得上海市潮

汕联谊会会长陈振
鸿曾在一次电视台
专访时介绍：上海
的潮汕乡亲已达 $&多万人，工商
人士超过 %&万，拥有企业近万
家，注册资金超过 +&&亿元，实际
运作资金千亿元，已经成为一支
投资上海、建设上海的生力军。

潮汕人讲的是潮州话，是中国八大
语系之一，近似闽南语，也是广东话的一
种。除潮汕地区外，在宝岛台湾，台湾同
胞也能听得懂潮州话。而东南亚的泰国，
潮州话几乎就是该国的第二种通行语
言。当地有一句话：到泰国谋生不会听、
讲潮州话，将寸步难行。
但如今，旅居上海的潮汕人士，除

父母辈的的老人外，年轻一点的，会
讲潮州话的已不多。原因有种种：主
要是在沪的潮籍乡亲，家庭组成部分
发生了很大变化。夫妇的结合已由
“同乡”为主，发展到“五湖四海”的组
合。不同籍贯的夫妇，就无法用潮州
话交谈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
南市老城厢的露香园路“九亩地”地
区，是潮汕人集居的地方。%"#$ 年我
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那时可是处
处乡音贯耳。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人民生活提高，许多人购置
了新的房产，搬离了这个老城区。没
有了同乡的攀谈，久而久之，年轻一代
对家乡话就慢慢忘却了。

#&%&年 %月，我参加了潮汕联谊会
的一次大会。在会上，姚记扑克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上海潮汕联谊会第一副会
长姚文琛先生就对这个现象表示非常担
忧。他大声疾呼：今后开联谊会、开潮商
会，要用家乡的潮州话发言。那天他还讲
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次，他在深圳街头看到两个孩

童，边走边讲潮州话，而且非常流利。姚
会长就问两位小朋友来自哪里。两位孩
童说，他们是从柬埔寨金边来的。他们家
里有一条严格的家规，在家里都要讲家
乡的潮州话，谁违反了家规，父母就不给
谁吃饭。姚会长很深情地对与会的全体
同乡说：他们远离祖国，这样忠心耿耿地
爱国爱乡，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为弘扬
潮汕文化，应该让在沪的第二代、第三代
潮汕人有一个学习潮州话的场合。姚会
长的话激起台下七八百联谊会会员的深
深共鸣。
一年后的一天，我在上海潮汕联谊

会办的杂志———《上海潮汕人》（当时的
主编为李森华先生，曾任新民晚报副总
编）#&%%年第二期上，看到一条令人振
奋的消息：上海潮汕联谊会决定，在全市
开办四个“潮语角”。闸北、普陀、宝山三
个区的联谊会小组首先积极响应，去年
%&月 #+日，他们在闸北区延长路锦灏
小区，联合开办了全市第一个“潮语角”。
时隔一个多月，静安、黄埔、卢湾、浦东四
个潮汕联谊会小组接着开办了本市第二
个“潮语角”。目前长宁、徐汇小组的第三
个“潮语角”也已成立，而杨浦区的第四
个“潮语角”正筹备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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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再回到文章的开头，%&月 #+

日那天下午 %：+&，我到锦灏小区
“潮语角”参加活动。会场是借用
潮汕乡亲肖先生公司的一间大会
议室。肖先生不但免费出借活动
场地，还提供铁观音功夫茶，让参
加活动的乡亲们一边品茗、一边
学讲潮州话。这一天有二十多位
乡亲从普陀、宝山赶到闸北区参
加活动。上海潮汕联谊会副会长、
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
也到场表示祝贺。陈贤安、翁振
焕、苏绍锋等多位潮籍资深学者，
用纯正的潮州话讲述潮汕文化、
潮汕历史、潮汕建设情况。并有翻
译将深奥的潮汕词汇翻译成普通
话，使潮州话讲得不够利索的乡
亲也能了解意义。

之后，“潮语角”每逢每个月
的第一个星期日的下午 % 点半
到 +点半开展活动，由主办方邀
请热心推广潮州话的乡亲讲解
潮州话日常生活用语，潮州的风
景典故，潮州的功夫茶，等等。讲
解人为推介家乡文化，花大量时

间备课，自费复印潮州风景地图
等，以加深听讲人的了解和记忆。
在讲解潮州话日常生活用语时，
讲解老师先把日常生活用语用普
通话读一遍，再用潮州话反复读
数遍。例如：“吃饭”，潮州话讲“甲
奔”；“白相”，潮州话讲“踢桃”；
“吃茶”，潮州话讲“甲呆”，等等。
在讲潮州风景时，一边指点地图，
一边结合历史名人如韩愈的生平
和民间传说予以讲述，乡亲们都
感到收益匪浅。讲潮州功夫茶时，
讲解老师对选用茶叶、用水、燃
料、茶具、茶叶的储藏罐等等知识
都作了一丝不苟的介绍。
有位郭予诚的乡亲，是退休

中学教师，学习非常认真。因职业
习惯，他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在听功夫茶课时，他就问，为什么
第一泡茶水不能喝？老师答：第一
遍是把茶叶的杂质、灰尘泡出来，
所以要倒掉，如喝了会影响人的
身体健康。这样的知识，“老潮州”
肯定是知道的，但郭老师的发问
让许多“小潮州”知其所以然了。

资深学者讲潮州

两老太不约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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