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年 #月 $%日

星期四

资深编辑：唐 敏

视觉设计：黄 娟焦点 #$%&'()&'()**+&(,+,-%+,.

!/小时读者热线：01!!22

尴尬
“小上海”报名最多，仅10

人入围决赛
!月 "日，“上海话·上海情”《谈天说地阿

富根》首届上海话大奖赛的决赛将在百联西
郊购物中心中庭广场拉开帷幕，经过层层选
拔的 #$名选手将展开最后的角逐。“这次大
奖赛筹备了半年多。”大赛的主办方之一、长
宁民俗文化中心主任顾富国说，“$月初比赛
开始以来，市民的参与热情让我们很高兴。”

参加海选的市民来自全市 %&个区县，共
有 '(!人。他们按照年龄和籍贯分为“老上
海”“小上海”和“新上海”三组进行比赛。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老上海”组和“小上
海”组的年龄分界线是 &)岁。“之所以以 &)

岁作为分界线，主要是考虑了我国全国性推
广普通话的时间。”顾富国解释，“基本上 &)

岁以下的人，都是在推广普通话的语言环境
下生长起来的。这部分‘小上海’的上海话水
平普遍不如‘老上海’。”
比赛的过程中，这一点也得到了印证。三

组中，“小上海”组的报名人数最多，占总人数
的 )*+,-，但进入总决赛的人数只有 %*人，
比“老上海”组少了 &人。
“比如在初赛中，我们要求选手用上海话

朗读一段文章，有不少‘小上海’就一句话都
读不出来了。”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
兰说，“当然，这种题目是有点难度的，毕竟这
些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的。但这也从一个方
面反映出‘小上海’的上海话水平。”

此外，不少‘小上海’的上海话发音也不
标准，比如上海话自称代词“我”，正确的发音
应该是 ./0，但不少人发成了 10。

困难
说上海话环境越来越少，

处境不乐观
“以全国性推广普通话时间来分组，这说

明上海话在推广普通话后确实遇到了一些困
难。”仲富兰说，“并不是说不该推广普通话，
所有人都知道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但在推
广普通话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有待商榷。”

从上世纪 $*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学校统
一使用普通话授课，很多中小学校甚至课间
活动时也不许说上海话，对说方言的学生给
予扣品行分的处理，这让很多孩子错过了 ,

岁以前的语言学习黄金期。
媒体传播方面，几乎所有广播电台和电

视节目中的上海话内容都被取消。上世纪 !*

年代初，沪语电视连续剧《孽债》受到广大上
海市民的喜爱，但第二部沪语连续剧在开播
之前被叫停，很多上海话培训班也因为学员
不够而关门。
“这次大奖赛冠名的《谈天说地阿富根》

就是一档电台上海话节目，曾经有一段时间，
它也停播了。”仲富兰说。

如今，这批“上海话式微”的第一代经历

者成了父母主体，本身就不太会说上海话的
他们很难给予小孩学方言的家庭教育，学校
又普遍不具有“沪语教育”意识，没有专门的
“沪语教学”课程。大多数孩子都缺乏良好的
上海话学习环境。
“新上海人”的比例增多，又加大了上海

话交流的障碍。上世纪 $*年代末，上海的外
来人口只有 %**万左右；%!!&年，外来人口数
达到 2&,万。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 !$*

万，占上海常住人口的比例超过 '*-。因此，
不论是学习、工作，人们习惯于将普通话作为
交流的首选工具。

发展
上海话并非一成不变，更

新才有活力
在进入决赛的 #$人中，“新上海”组人数

最少，只有 )人，但他们中也不乏上海话高
手，甚至还有外国友人。

“有一个来自日本的 %%岁男孩市川智
也，他一开始说上海话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他
是本地小孩。”顾富国说，“直到他自我介绍的
时候说了一大串日语，我们才知道他不是中
国人。”

相比“老上海”“小上海”，“新上海”组的
比赛难度要稍微容易一点。但在仲富兰看来，

这样的考题也不好做。
“复赛中，我们考他们现在的新词汇，比

如闪婚、微博、麦霸、打酱油等等，让他们用上
海话解释意思，然后还要造句。”仲富兰笑着
说，“这些词别说他们了，我都要想一想才能
用上海话正确发音。”

然而，这样的题目在仲富兰看来，正是体
现了上海话需要与时俱进。
“上海话曾经是很与时俱进的，许多现代

汉语中的词汇，比如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
房、沙发、麦克风、敲竹杠、小儿科等等，都是
来自上海话。”仲富兰说，“但是，上世纪 $*年
代以后的 #*年里，只出现了一个语式‘勿要
忒……’，以及‘淘浆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
词。因此，上海话要发展，只有吸收新的事物，
这样才能具有活力。”
“上海话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现在人们

说的上海话和二三十年前的已经不一样了。
保护传承上海话，也不应该非要回到之前的
发音和语法。”

欣慰
近来许多人开始关注上

海话，说上海话
去年上海两会召开期间，毛时安等 &#位

市政协委员就“保护沪语”进行了联名提案，

指出保护规范沪语刻不容缓。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对上
海方言和海派文化的保护意识，公共场合说
上海话、用上海话的人也多了起来。

目前，已有学者编撰了上海方言词典，包
括《上海话大词典》《上海方言俚语》《上海话
语法》等。教育部门在主要的公立幼儿园内，
都配置了会讲上海话的教师，孩子们每周会
上一节上海话的课程。很多中小学校开始开
展上海乡土文化、沪语知识、沪剧等类型的课
程教学。

#**#年起，《谈天说地阿富根》节目重新
与听众见面，今年 (月，上海本土新闻节目
《新闻坊》开设周末沪语版。多条公交线路开
始用沪语报站，航空公司返回上海的班机上
也出现了上海话广播。近年来，不论是周立波
亦庄亦谐、寓教于乐的海派清口，还是《老娘
舅》等以上海话为主要语言的电视情景喜剧，
都受到了广泛好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上
海话热潮。

#*%%年，第一本上海方言小说《弄堂》出
版，该书使用了上海话正字，还标注了上海话
音标。如果按照本届上海话大奖赛的分组，作
者胡宝谈还是个“小上海”。
“这次大奖赛能引起大家这么多关注，已

经让我们很欣慰了。”顾富国说，“越多人开始
说上海话，上海话的发展一定会很好。”

首届上海话大奖赛开赛以来，参与者热情
虽很高，暴露问题却不少———

“小上海”为啥不会讲上海闲话？
本报记者 吕剑波 见习记者 王文佳

众多市民参与“上海话·
上海情”《谈天说地阿富根》
首届上海话大奖赛的热情让
赛事组织者很欣慰，但比赛
中暴露出众多“小上海”上海
话水平普遍下降的问题，也
令人担忧。

被列为时下中国三大方
言之一的上海话，目前面临
着怎样的困境？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保护上海话，有何新
的思路？

!焦点关注"

! ! ! !今年 !"岁的肖燮钧是进入决赛年龄

最大的选手!"从小到大都讲上海话# 就是

他的上海话秘笈$ 遇到谁他都是先讲上海

话!看交流不通才改用普通话$

说起上海话的传承困境! 老先生很镇

定%"消失是不可能的!但它会演变$ &据肖

燮钧的考究! 从最早的本地话到现在的上

海话经历了数次变化!先后融入了苏州'宁

波等多种口音$ 现在的年轻人和老年人说

的上海话也不一样$很多青年人用的词!如

"酷&"嗲&"说大话&!他一开始都听不懂$在

他看来! 变化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标

准!你说一个版本!他说一个版本!大家交

流起来就会困难很多%"英语有国际音标!

普通话有汉语拼音! 上海话也需要有一个

标准!这样才能让大家说到一起去!有利于

上海话的发展$ &

"小上海&组的万紫千红虽然才#岁!讲

起上海话来也毫不含糊$ 从他牙牙学语开

始!家里人就教他讲上海话$上学前!几乎

没有人跟他说普通话! 小家伙从小跟着奶

奶唱上海弄堂里的歌谣! 他还喜欢周立波

的海派清口!不仅爱看!还善于模仿$要参

加决赛了! 万紫千红这两天正在爸爸的指

导下练习新节目(((用上海话讲神笔马良

的故事!希望能捧块金牌回来$

和之前两个上海人从小学习上海话不

同!湖南妹子周香 "$年前才来到上海$ 为

了能尽快融入上海的生活并且留下来!她

找了个上海老公!"我的上海话基本上都是

他教我的&$周香开始时只是跟老公讲上海

话!后来老公的家人都成了她的沪语老师!

现在她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平时

在家也都是用上海话交流$ 这次看到有上

海话大赛!抱着玩一玩的心态!她和老公'

女儿一起报了名!但是老公'女儿相继被淘

汰!现在她要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备战决赛$

回首比赛过程! 她发现自己更增加了

一份对上海话的热爱! 也开始更多地要求

女儿讲上海话%"用上海话交流会增加一份

亲切感! 帮助我们更快地拉近和周围上海

人的距离!更好地和他们沟通$ &

参赛选手怎样操练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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