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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
承载着各具特色的乡土、民俗文
化，其兴亡甚至关乎许多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消亡。

浦东新区拥有三项国家级“非
遗”：锣鼓书、浦东说书、码头号子，
六项市级和区级“非遗”：浦东地区
哭嫁哭丧歌、浦东宣卷、沪剧、川沙
故事、浦东山歌、上海说唱，其使用
的语言几乎都是南汇话和浦东话。
方言基础直接影响“非遗”传承。

新场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胡

晓英是南汇人，但已习惯说普通
话。她用普通话向记者介绍，锣鼓
书是上海首个国家级“非遗”，新场
是锣鼓书之乡，在保护之初也遇到
语言障碍，所以，文化中心在 ! 所
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建立培训基地
时，第一课就是对照《上海锣鼓书》
等教材，逐字逐句教孩子们说南汇
话。不过，或许是嫌本地话“太土”，
尽管培训是免费的，本地孩子的报
名积极性还不如希望通过学习方
言融入新生活的外来孩子高，外来

孩子人数逾半。而且，孩子们半路
出家，容易受普通话和上海话影
响，把南汇话说得荒腔走板。例如
“桶”，正宗南汇话发音“"#$%”，而
一些孩子则是把普通话直接翻译
成南汇话音调“&#$%”。
这一情况并非个例。
浦东川沙镇被命名为国家级

文化之乡“故事之乡”，该镇“故事
大王”夏友梅说，“浦东老闲话”主
体就是有着 '() 多年历史的川沙
方言，他从小听着川沙话的各种故
事长大，又把这些故事从田间讲到
学校、从学校讲到文化馆，率领川

沙故事队在上海故事大赛中勇夺
八连冠。然而，用方言讲故事能否
继续，已成为考验“故事之乡”能否
保持美名的难题。

为弘扬川沙方言，夏友梅故事
艺术进修学校专设方言故事班、方
言培训班、方言口头作文班，报名
学员不少，其中外来娃占了大多
数。外来人员希望子女学会方言融
入上海，本地人却觉得说好普通话
和外语更实用。他忧虑道：“在家和
孙子讲话，不得不开‘洋泾浜’普通
话。能听会说‘浦东老闲话’的人越
来越少，川沙故事讲给谁听？”

乡音难改成为过去式 沪郊方言面临传承危机

! ! ! !开发!上海话打字输入法"的上

海大学教授钱乃荣指出# 上海方言

起源于宋代# 黄金年代则在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 当时超过 !"#的人口

都是外来人口# 国际大都市具有语

言的杂交优势#成为语言的集散地$

如今#市郊方言虽日渐式微#仍各具

鲜明特色$

例如#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课题组调查发现#

全世界元音最多的语言是以奉贤

金汇方言为代表的偒傣话# 有 $"

种元音之多$

四面环水的崇明# 方言不易受

外部方言影响#成为比较稳定%古老

的一种方言# 与上海市区及其他郊

县方言有较大区别#反而接近启东%

海门话#保留较多的古浊塞擦音$而

且#作为粮棉之乡#其方言很有乡野

特色$ 例如#因为棉花面积广阔#棉

花盛开时如花海一般#因此#崇明人

把!种地"说成是!种花地"#一字之

差#诗意顿生$

有学者将南汇话称之为最适

合朗诵古诗和学习日语的方言#这

是因为南汇话保留了许多浊音和

平声# 与多浊音的日语和古诗接

近$ 例如&题都城南庄'一诗(!去年

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

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

根据绝句的体制要求#!中"%!红"%

!风"三字要押韵#用普通话念!风"

不押韵# 但如果用南汇话念 !中

%&!'("%!红 &"'("%!风 &#'("#均

属东韵$

旧时各区县划界与现今有所区

别# 所以郊区方言往往不局限于本

区县#甚至还影响到上海周边地区$

例如# 松江话的覆盖范围包括

松江%金山%青浦%闵行%奉贤五区以

及嘉定区的小部分#与上海话相比#

它的声韵母差异极小# 只是声调有

些不同$浦东话覆盖川沙县)沿江片

除外*% 原上海县黄浦江以东的三

林%闵行陈行和杜行地区%奉贤区四

团镇%平安镇等地区$嘉定话则包括

嘉定%宝山区西部%昆山市花桥镇部

分地区%太仓市浏河镇部分地区等#

早在 )*!+年便被中国社科院语言

研究所列为!七五"国家社会科学重

点项目$

方言，正在遭遇生
存危机。

即使是在与外界交
流相对较少的市郊乡
村，上海“本地闲话”也

慢慢成了中老年人的“专利”，许多年轻
人和孩子觉得说郊区方言“土得掉渣”。
采访中，市郊地区许多中老年人都对年
轻人不会听说本地方言以致无法与长辈
交流表示遗憾和担忧。
近几年来，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保护和

推广上海话，而一些意识到“本地闲话”传
承危机的“本地人”，也开始用各种方式抢
救方言，传承文化。

!焦点链接"

沪郊方言
各具特色

! ! ! !前不久，周浦小学请来 *+岁
的镇政府退休干部陈生祥，用南汇
话介绍周浦镇历史。台下三成学生
听不懂南汇话，老师还要再用普通
话翻译一遍，这让陈老更加觉得自
己编写的《浦东地区方言俗语汇
编》十分及时。

陈老说，他花了一年多时间整
理地方志中的方言，还随身携带笔

记本，随时记录老人们口中的歇后
语等方言，最终收集到 ,*))多条，
包括习俗、农事、称谓等 --个方
面。他的小册子去年经镇文化中心
出版后名声大噪，不仅成为 .浦东
发布和 .周浦发布的参考书，还不
断有崇明、闸北等外区读者来信讨
要，-)))册接近送完。

几年来，闵行人褚半农相继出

版介绍莘庄、松江方言的《莘庄方
言》、《上海西南方言词典》，奉贤金
汇镇人李辉和洪玉龙则合作出版
介绍金汇方言的《偒傣话：世界上
元音最多的语言》，身为复旦大学
教授的李辉还建议在奉贤金汇显
要位置竖立纪念碑，标出此处为
“世界上元音最多之地”，保护偒傣
话这一语言“活化石”。他认为，树
立郊区居民的文化自信，有助于使
年轻人不因“城里话”、“乡下话”的

区别而排斥方言。
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注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媒介的语言需要保护，方言是一个
区域内原住族群的天然纽带，也是
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有声胎记，无论
人类文明和城市经济发展到什么
程度，方言的特殊魅力和表现力都
是通用语言无法取代的。上海市和
浦东新区的一些政协委员也上书
建议，保护“本地闲话”，正当其时。

! ! !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在方言保护中，这句话再一次
得到证明。
“汤姆猫教南汇话”诞生一年，

点击逾 ')万次，南汇以外地区的
居民也被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诙
谐幽默打动。顾一波说，川沙镇政
府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他，看“汤姆
猫教南汇话”是茶余饭后最爱的消
遣，每次都乐得捧腹大笑。她的儿

子听不懂本地话，她与儿子交流只
能用洋泾浜普通话，有时说得烦
了，就打开“汤姆猫”招呼儿子一起
学，以便在家中能用更亲切的方言
交流。还有一些南汇籍大学生在宿舍
里看“汤姆猫”，外区乃至外地的同学
也会凑上来边看边讨论。周康网不仅
将“汤姆猫”作为“教育服务在线”内
容，还计划与镇政府合作，年内刻
录光盘，在外来娃已占一半比例的

周浦镇各小学和幼儿园发放。
乡土气息十足的方言在微博上

也时髦起来。.周浦发布去年起发
表的“南汇方言大家学”栏目影响力
日渐扩大，被.浦东发布借鉴，改为
“浦东方言大家学”，单条阅读量最
高达两三万次。即使有时无一人能
全部答对，网友仍兴致勃勃跟帖，学
习这些考倒大家的方言：“眼绷绷：
眼睁睁”“犯关：遇到麻烦”“刹苛：苛
刻要求”“八崭八齐：整齐”。

南汇博物馆馆长郭南凯也在

计划，从南汇、川沙县志中选取 -))

条童谣，请从没离开过南汇的 /)

岁以上老人朗诵，利用声光电等多
媒体形式保存下来，再作为“活文
物”在馆内展示。他的想法与嘉定
区档案馆不谋而合，该馆招募了 ,)

多岁至 !) 多岁的 -+) 名志愿者，
请来采集嘉定民间故事、民间歌谣
和方言 +)多年的专家沈云娟举办
讲座，从中挑选 ,)多名发音较精
确的方言志愿者录音建档，并到社
区、学校宣传、推广嘉定话。

! ! ! !顾一波是浦东周康航地区社
区门户网站“周康网”的创办者，他
最成功的创意就是在优酷、百度、
001 等网站都很火的系列视频节
目“汤姆猫教南汇话”，从 ,)-, 年
初诞生至今，已更新到第五季，点
击量近 ')万人次。

顾一波说，他的最初灵感来自
于儿子与曾祖母的无法沟通。顾一
波出生于浦东祝桥镇，从小说的是
南汇本地“老古闲话”。他的儿子虽
也出生在浦东南片的周浦镇，但从

小讲普通话，已听不懂 /2岁曾祖
母的南汇话了。

年轻人不会说“母语”的情况
是沪郊普遍情况。

浦东新场镇政府工作人员前
不久下乡座谈，听众是上了年纪的
本地村民，张口闭口都是“我伲”，
发言的却是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年
轻小伙子，对话不在一个频道上；
媒体记者小张是松江人，几天前

去松江小昆山镇采访一个残疾人，听
对方的讲述，近一半需要连蒙带猜；

浦东书院镇政府传媒办的小
陶是几代人都住在书院镇的本地
人，然而，她平时很少使用本地话，
即使说本地话，也有不少词汇是把
普通话翻译成本地方言的发音……

由于乡音难觅，在 ,)-,年的
“上海话发音人”征集中，各区县普
遍碰到困难。浦东语委专职干部吴
慧介绍说，当时需在川沙、南汇地
区各遴选 *名发音人，但完全符合
“三代是本地人、在本地读书、配偶
是本地人，没有长期外出经历、必
须是各镇‘老城厢’居民”等条件的
人并不多，征集一度遇到困难。

在前天嘉定区档案馆举办的
“寻找嘉定老乡音”活动中，档案馆
负责人也大声疾呼：“方言面临消
失，抢救时不我待。”据介绍，从上
世纪 ()年代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
时起，嘉定方言便逐渐式微，-/(!
年大量市属单位和科研人员从市
区迁来嘉定，他们说的上海话对嘉
定话产生较大影响。改革开放后，
人口流动加快，嘉定方言更加变
味，使用纯正嘉定话的人群范围越
来越窄，大量年轻人和青少年已听
不懂嘉定话，“再过几十年，嘉定方
言很可能消失”。

锣鼓书、川沙故事传承难
!

两代人对话“不在一个频道上”
"

用“汤姆猫”教南汇话
#

各区居民自己出书保护方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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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行动起来拯救“本地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