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浓浓上海闲话 惟有新民晚报
B!"!"#!年 $月 !$日

星期二

!"#$%&'%&'(()*+)*+#)*,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吕 争

视觉设计：叶 聆上海闲话

新民晚报活动专版部·第
!"#

期·

方言意味什么

! ! ! !保护和传承上海本地方言，时
下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此际，
我忽然于旧书店淘得一册沪语读
本，平添意外之喜。
这是一部通俗文艺作品，书名

叫《铁马记》，原作者为苏联劳动模
范、被称为全苏第一女拖拉机手的
安奇林娜，原书名为《我的集体农
场生活》，是以第一人称写的自传
体小说。故事说的是一个旧俄时代
受压迫的农民，在苏维埃政权下成
为集体农场的劳动模范，成为女
拖拉机手，带领大家共同进步。
卫国战争中，她们忘我劳动支
援前线，在和平时期开展劳动
竞赛，提前完成了生产计
划。此书由我国著名翻译家
朱海观先生根据俄文译出，
时代出版社于一九四九年
五月出版。《铁马记》系改编
本，繁体字竖排右翻版式，

封面上老宋体“铁

马记”三字下，画的是飒爽英姿女
拖拉机手，沿袭着典型的民国装帧
样式。该书由倪海曙先生编写，一
九五一年一月新华书店华东总分
店出版发行，初版印数一万册。
倪海曙在书前写道：!这种通俗

读物是专门写给上海的" 和懂上海

话的工农弟兄姊妹看的# 看的时候

只要用上海口音把一个个字读出

来#全本书讲一个故事"但是用的都

是六个或七个字的押韵句子" 所以

看起来很省力"读起来很顺口"听起

来很清楚#特别不会因为识字太少"

因为书上字太密" 或者因为语言不

熟悉" 于是有不敢看或看不下去的

感觉#这还是一种尝试"是从旧式的

唱本上学习来的" 希望工农弟兄姊

妹们读后告诉我你们的意见$#

这段话，把编写者的想法表示
得清楚明白，就是要为工农读者提
供一种通俗的文艺读物。全书共分
十七个章节，像诗歌那样一行行排

列，显得整整齐齐。如女主人公帕
沙受到一位老牧民的帮助，书中是
这样写的：!放羊辰光年纪小"赤脚

登勒山浪爬# 清早赶羊出村庄"风

吹雨打太阳晒% 身上背只小布袋"

一块面包一瓶茶# 牧场离村三十

里"荒山野地多风沙%天黑弗能回

家去"吓煞童年小帕沙#幸亏有个老

牧人"时常搭伊讲讲话"老人名叫泰

伦提"叫伊小囡不要怕#干柴野火烧

一堆"缺嘴茶壶挂一把%右手拏出黑

面包"左手拨伊酸黄瓜%叫伊烘火吃

末事"吃饱搭伊讲笑话"笑得帕沙地

浪爬&&$有时，书中对个别关键沪
语还作注解，如伛，念欧（!"），就是
“弯腰”；烊，音羊，就是“化雪”，等
等，让不懂上海话的读者也能看懂。
全书共九十页，两千余行类似唱词
那样的民歌体诗行，写得一气呵成，
通俗、清新、形象、生动，用沪语读
来，朗朗上口，韵味十足。
最后，该说说编写者倪海曙，

现在已不大有人晓得他了。他是我
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现代作家。
一九一八年生于上海，早年在震旦
大学读医科，后转读复旦大学中文
系。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一直致
力于我国文字改革工作，曾任《时
代日报》和时代出版社编辑，主编
《新语文》《方言文学》等副刊。一九
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他任复旦

大学新闻系教授，上海新文字工作
者协会副主席，主编《新文字》半月
刊和《语文知识》月刊。后调任北京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主编
《拼音》月刊、《文字改革》月刊等。
他一边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一边创
作通俗文艺作品，有的还用方言写
成，其中诗歌为多。他累计写作、翻
译的专著有五十余种，如《新文字
教师手册》《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
简编》《鲁迅论语文改革》等。他曾
用苏州话写成《苏州话诗经》，用拼
音文字写成叙事诗《楼台会》。而用
沪话诗歌写成的《铁马记》，当年更
是受到上海读者的欢迎，一些老读
者至今还记忆犹新哪。可惜的
是，倪海曙先生于一九八
八年因病去世，只活了七
十岁。现在，书店里书海茫
茫，却几乎看不到沪语读
物。假如上海本地作家能
像倪海曙那样，尝试用上
海方言写作，那海派文学
将会更丰富多彩，有更
浓郁的本土气息。

! ! ! !本报 !" 日下半日召开了

!上海闲话创版 !##期$个座谈

会"到会个沪语专家'学者'作

家'作者跟读者等聚拉一道"侪

对新民晚报创版$上海闲话!表

示了赞赏搭支持# 特别探讨提

出了哪能才是科学保护上海闲

话个正确做法# 赞赏版面用邪

气生动个上海方言来传达沪上

民间生活趣味" 让读者感受上

海个历史风貌搭仔人文魅力#

支持重振上海闲话对上海老移

民' 新上海人侪具有个积极意

义# 两位 $#'%#后小囡特地用

上海闲话朗诵唐诗搭仔沪语歌

曲" 让阿拉看到了沪语个潜力

跟魅力# 今朝版面只能刊登几

位代表个发言节录"下趟"阿拉

还会得继续刊登其他与会者精

彩发言。

! ! ! !新民晚报“上海闲话”专版为上
海的文化建设、为促进上海的语言
生活和谐做了一件大好事。上海话
是要保护的，但必须科学保护，要有
度，要适度。两个目的：一是针对“无
为而治”论，说明方言是有理由需要
保护的，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主动
作为、积极作为。但我认为有必要做
一些理性的思考。二是在保护上海
话方面，要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在
语言文字领域，也需要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要统筹兼顾、科学辩证。
既不能保守、因循守旧，也不能太激
进。语言资源观就是要把语言文字
看做是资源。是资源就应该保护（当
然也包括要开发和利用）。从语言资
源观的角度看，上海话是有价值的，
大致包括三种价值：一是语言学价
值：汉语的活化石；为普通话输送养
料。二是交际价值：三四十岁以上上

海本地人群中的绝对主流的交际用
语（在日常交际领域，苏北话、山东
话、宁波话、苏州话在上海一度都非
常强势，现在已经全部让位给上海
话了）；特定的表达功能。三是文化
价值：沪剧、滑稽戏的重要载体；身
份认同、地域标志；与弄堂生活、婚
丧嫁娶、年节庆典等民俗共生共存。
那么，上海话是否要‘书同文’，统一
书面语？能否有拼音系统？公共服务
领域、市场服务领域是否有必要提
供上海话？广电媒体方言节目总量
占多少比例？上海话作为上海人的
母语，要不要在学校学？都值得探
讨。我们要策略思考以下几点，即
（#）推广普通话、传承上海话。（$）培
养双言双语人（%）发展上海文化、提
升上海话文化的品位（&）不能将普
通话和上海话对立起来（'）政府与
社会良性互动。

! ! ! !非常感谢各位语言学
家、学者、作者和我们晚报
的读者两年来对“上海闲
话”专版的支持和指导。
“上海闲话”专版创版

后，每天都收到大量来信、来
稿，它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人口流动
骤增的大城市，如何保护作为地

方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言文化，其实这也是一个世界性
的课题。但如何保护真还得费点心
思，做得好皆大欢喜，走偏了也会
带来问题。
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上海

话是#(&%年开埠后形成的中国三
大方言之一，它有两个推动力：一

是近代先进事业在上海的发展；二
是吸纳海内外各地移民，使上海话
变得丰富、博大、时尚、生动、形象。
这说明上海话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它对外来者、外来文化向来就有很
强的包容性。今天我们讲“传承本
土文化，珍爱上海方言”，特别要珍

视上海文化中“海纳百川”“兼收并
蓄”的传统，这样才能让上海话充
满生机，成为“这一个”国际大都市
的特色。
《新民晚报》的办报理念之一，

除了满足本地读者的知情权之外，
还有两个关注，即对市民民生和市

民文化的关注。上海话是带
有浓郁特色的地方语言，上
海话对上海城市文化的积
累和发展具有怎样的作用
和推动，还需要我们作更进
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推广

普通话与传承上海话是一个共
同体，它们之间不应对立，这才是
科学保护方言的正确态度。

! ! ! !我认为，上海人不是一个血缘
的概念，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大染
缸”的概念。重振上海话，对于上
海老移民、新上海人，都具有意义。
（一）所谓上海方言，其实不只一个
涵义，可以是专有名词的“上海方
言”，也可是集合名词的“（在）上海
（的各地）方言”。（二）保护方言
不是要抛弃普通话，而是为了构建
更有效的更为合理的语言功能制
度：不同的语言领域，不同的语言
社群有不同的首选语码系统，但在
一个地区内部，尤其在一个语言社
群内部，方言有其无法替代的功
能。（三）方言是语言乃至文化研究
的重要资料，是地方风貌的重要构
成，更是方言社群内部表达日常生
活和情感最有效的交际工具。在
无碍各个语言社群之间的和谐发
展的前提下，一个语言社群内部的
语言权利———亦即使用方言的权
利也应该得到尊重。（四）方言对

于中国人来说，不仅具有社群内部
交流信息、慰藉感情、构建社群认
同的重要功能，更是构建生命价值
观的重要支持系统。方言正是这一
信仰的重要支持系统。（五）在上
海，保护方言不应仅仅保护作为专
有名词的“上海方言”，而要努力提
供包括上海话在内的各种方言和
谐相处的社会空间。都说上海文化
性格的最大特点是“海纳百川”，而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文化性格与
老上海的语言生态密切相关。上海
需要普通话，上海需要外语，上海
也需要方言；不仅需要“上海方
言”，也需要包括广东、江淮、四川
等等各地方言。（六）语言交际有口
头的，也有书面的，《新民晚报》为
上海方言的书面交际提供一个极
好的平台，为重建上海的文化生态
作出了重要的努力，“上海闲话”可
以说已成为《新民晚报》之所以是
《新民晚报》的重要标记。

本来侪想讲两句
可惜辰光来勿及
侬讲伊讲还有唱
侪讲沪语有魅力

沪语读物《铁马记》!韦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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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保护方言 陈保平 !新民晚报"总编辑

胡范铸 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教授$博导

保护上海话的
理由和限度

张日培 上海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秘书长

! ! ! ! 上海话之翻天覆地般地提
升，主要来自于上海城市与社会
两大方面的推进：一是各种近代
的先进事业，如市政建设事业、公
用事业、房地产业、教育卫生事
业、文化娱乐事业等等，首先在此
全面兴起。第二，近代以来，上海
成了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政
治舞台和社会活动基地，吸引了
中外各色人等到上海来谋生、奋
斗、冒险、寓居、观光、避难、享乐
等，城市与社会的复杂化，必然要
造成地方语言的复杂化。此外，来

自全国、海外国家的移民大军，到
了上海，一方面为适应上海的社
会生活，要能听懂上海话、学会上
海话，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他们各
自不同的方言，这些方言与上海
方言互相碰撞、互相吸收，最终便
将上海话这个“海”也越拓越大。
众所周知，近代上海形成了“海派
文化”，在上述大背景下生成的

“新上海话”，也就成了海派文化
最基本的元素和最有代表性的标
志。上海话的特性一就是它的丰
富性、博大性；二是近代上海都市
因起着引领事业和时尚的前驱作
用，因此有它的历史的新颖性；三
是上海话作为方言，还有难以想
象的生动性。可以这样说，今天如
果我们要想深刻认识上海这座大

都市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懂得
上海话，绝对是一个良好的通道。
如从上海话着手，那将能达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因为上海话简明、
生动的词语后面有出神入化的画
龙点睛，一旦理解了那些微妙精
彩的词语，也就见到和吃透了上
海人的精神、品质，见到和吃透了
他们的传统习俗、生活习惯和生

活方式的细节、特征。方言作为一
个具有个性的地域文化是根深蒂
固的、不可动摇的。另外我们也应
注意，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交流
工具。就工具而言自然是越多越
好。那么，“老上海人”之能坚持说
上海话，“新上海人”要在这个城
市很好地工作和生活，能听懂上
海话、学会上海话，也就是很必须
的了。两者如都能尽量地朝这一
方面努力，我想上海城市的文化
融合和社会和谐，将会出现更理
想的局面。

上海话：认识上海城市和上海人的一大通道
郑祖安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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