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市每天狂轰百遍!江南!"#$%"

营业员听得恶心烦躁上班成噩梦
! ! ! !《江南 !"#$%》火爆全球，但如果
让你每天听 &''遍，而且都是 &''

分贝以上的声音，你会不会抓狂？
在重庆市南岸某大型超市上

班的林静最近就为这首神曲心烦，
她所在的卖场每天循环播放《江南
!"#$%》上百遍，搞得她恶心烦躁。

前晚 (时，记者见到林静时，
她正和两位朋友坐在六小区的王
五火锅店吃火锅。她的朋友张薇笑
着说：“刚才旁边有桌客人用手机
放《江南 !"#$%》，她一听到，就马上

喊换个位置。”
林静在超市的电器专柜负责

卖电视机。根据经销商要求，卖场
一般要将电视打开，让客人看一些
高清画面，有时还会放一些电影或
是足球比赛。林静说，虽然有些吵
闹，但是声音都不算大，可以接受。

大约 )'天前，她的噩梦开始
了，卖场里一个品牌的电视机放起
了《江南 !"#$%》。“其实我一开始比
较喜欢这首歌，觉得动感十足。”林
静家里电脑上也下了这首歌的。但

是令她没有料到的是，这首歌一放
就是一天。林静估计，起码光是这
一天，自己就听了上百遍。

她没有想到“可怕”的事情还
在后面。第二天，这个品牌的电视

继续播放这张碟，还是只有《江南
!"#$%》。营业员上班不能够戴耳机，
林静只有硬着头皮去上班。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这个卖
场，果然如林静所说，一台大约 *)

英寸的电视机，正在滚动播放《江
南 !"#$%》，电视旁边是两个“大喇叭
“音响。半个小时内，这首《江南
!"#$%》连记者也被迫听了六七遍。

重庆晨报 !李澜"

虽然普通话已经成为我们的主流交际语言，但人们仍需要
多彩的方言去填补那内心深处的乡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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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 因常
年坚持开“小处方”
医治了众多病患，
河南省洛阳市妇女
儿童保健中心儿科
主任医师毋剑梅，
拥有大量忠诚的
“爸妈粉丝”，她是
洛阳很多家庭的
“编外成员”，孩子
从出生起，就由父
母带着找毋剑梅看
病，直到长大。

从医以来，+,
岁的毋剑梅经常用
几角钱、几元钱的
小处方治好患儿的
病。“一角钱能治好
的病，绝不用一元
钱。”据介绍，病人
找毋剑梅看病的平均花费只有 )'-,

元，单张处方均额只有 &.元，她是
医院里处方金额最低的医生。
有时候，小处方也会让人不放

心：“这么便宜的药能治好病吗？”但
几次治疗之后，患儿家属就心服口
服了。毋剑梅说：“便宜药没有绝对
的好与坏，关键是把病治好。”

毋剑梅看病慢，除了检查、开
药，她还不停地和患儿家属交流。即
使这样，她每天也要看五六十个病
号，经常到了下班时间，外面还有不
少患者眼巴巴等着她。
毋剑梅会把自己的电话留给患

儿家属，好让他们可以随时咨询。她
因父亲去世请假，竟有不知情的患者
上网发帖寻找，同事们都开玩笑说，
她被网上“通缉”了。

常年关注民生领域改革的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说，毋
剑梅受追捧不仅是对她精湛医术
和高尚医德的肯定，也反映了群
众对进一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
热切期盼。 !李亚楠"

责任编辑：李 晖早间点击 A!!!"!"年 !!月 !#日

星期三

#$%&'()$%&'(*'$)*+,-%+,.

!/小时读者热线：01!!22

! ! ! !心理咨询专家朱美云认为#就

算是再动听优美的音乐# 如果连续

不断地听#而且是高分贝的#一样会

让人感觉烦躁#相当于是$噪音%&长

期下来#不但会对听力有影响#也会

在心理上产生烦躁'疲倦#生理上表

现为头痛'恶心想呕吐的症状#形成

一种心理综合征&朱美云建议#林静

如果无法更换环境# 最好建议超市

停止播放此$神曲%&

!1234"特别报道

专家说法

方言就是非物质遗产

! ! ! !“推普”，即推广普通话。它的
意义毋庸置疑。.'多年“推普”，普
通话早已覆盖大江南北，倒是一些
地方的方言流失和濒危更让人担
忧。在不阻碍“推普”的前提下，是
不是也该给方言留下一席之地？

慢慢地，人们看
到了新的迹象：电视
台、电台开了不少轻
松活泼的方言节目，
公共汽车、地铁增加
了方言报站，一些幼
儿园和小学也组织学
生唱方言童谣和学习
民俗文化……最有意义的当数由
国家语委在这两年组织的建设中
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从保护
民族文化、民族记忆和民族历史的
角度来认识语言和方言的保存保
护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官方“出
手”的初衷。

最近，上海首部小学沪语教材
《小学生学说上海话》已经出版面

世，据说苏州话的小学生教材也已
编写完成进入印制阶段。语言学家
钱乃荣教授说：“传承方言一定要
从幼儿园、中小学做起。”(岁前语
言可以很容易自然习得，&&岁前在
某个语言环境内，也可以很快学
会。因为在中国学校学习而给父母
当翻译，几十年后回到上海的犹太

人也还记得小时候说的上海话，语
言只要从小学会，就不会忘记。

神曲《江南 !"#$%》在全球引发
“高烧”，许多戏仿之作也随之诞
生，有人为视频画面配上了不同语
言的歌曲，这其中就有中国各地的
方言版。试想，如果只有普通话版
的《江南 !"#$%》，我们还能享受到这
么多乐趣吗？

除了歌曲，还有电影，以前只
是零星用到方言，现在已经出现了
完全的方言片。方言小说，也不断
有作家在试水。曹乃谦以山西土话
成就了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
法》，上海 ,'后作家胡宝谈的长篇
《弄堂》完全用上海话写成，用字也
很标准。新民晚报开辟了用上海话

书写的专栏，已出满百期，还选编
了精华本《浓浓沪语海上情》。

另外，一些语音功能手机软件
如今也开始推出方言版。天气预报
软件近来逐步推出了各种方言语
音包供下载，上海话、粤语、东北刚
哥版、唐山美女版……每天定时响
起乡音播报当地天气，多少令人感
觉温暖惬意。

为了适应中文消费者，苹果开
发了“/0!”系统语音助手“!/1/”，可
以识别普通话、粤语和闽南话，当
然对“无所不能”的“!/1/”来说，对于
中国其他各种相当繁复的方言还
是满头大汗。而中国人自己开发的
安卓软件“虫洞语音助手”则在这
方面用力，添加了四川话、河南话、

东北话、湖南话等各
地方言，让软件变得
更加人性化。

无数尝试都在
说同一件事：虽然普
通话已经成为我们
生活工作中的主流
交际语言，但在许多

角落里，人们仍然需要多彩的方言
去填补那内心深处的乡音需求。

人类文化的载体主要有实物、
文献和口语三种，口语承载的是最
原始最重要最丰富最有草根价值
的文化。若各地方言活语都出来丰
富国家通用语，通用语就永远有着
活水的源头。 !钱亦蕉"

!更多内容详见新一期"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