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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刚工作时，同事 !"#是上海人，“官方语言”
自然是上海话。出门跑外勤，打交道的还是上海本
地人，其中一些还是说不好普通话的老年人和郊
区人。记得第一次去郊区跑业务，我就在“一个月”
这句话上卡壳了，愣是没猜出对方用南汇话说的
一句话，意思究竟是“一个月”还是“一个钟头”。
在我痛下决心、拿出当年学英语的劲头学会

了上海话以后，风水轮流转了———如今的公司里，
近一半员工都是和我一样的“新上海人”了，“官方
语言”又成了普通话。不仅如此，行走“江湖”，普通
话也渐成主要语言，我的一口标准上海话，竟无用
武之地了。
这番变化，自然是城市发展变迁的结果。据

说，现在讨论该说“上海话”还是“普通话”已经成
了一个敏感话题，我不明白原因何在。不过，我倒
愿意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切身体会。
人在上海，却不会听说上海话，工作起来确实

不方便。当初，碰上所有同事都眉飞色舞兴高采
烈，唯独我浑然不懂，置身事外的感觉不怎么好。
如果心眼窄一点，必然觉得自己有意无意之间被
“本地军团”孤立了。

不过，学会上海话之后，我才发现，大多数时
候，以方言作为开场，压根没有歧视、孤立的意思，
只是习惯使然而已。就像我自己，除非知道对方是
外地人，否则也是习惯了张口就说“侬好”“再会”。
如果说使用方言就是歧视，难道我这个外地人也
瞧不起其他外地人吗？
所以，在单位我们可以提倡普通话，更加方便

交流无障碍，但也没必要刻意封杀方言，这或许也
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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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说方言，竟要被解雇？
上班说句苏州话，会被通报批评，严重的甚至还可能被炒鱿鱼？近日，苏州

某论坛上一篇名为《在公司一不小心嘴里蹦出几句苏州话，饭碗就没了》的帖
子，吸引了众多网友的眼球。帖子称：没想到，一个同事在走廊里和清洁工阿姨
说了几句话，不到5分钟全公司的人都收到了其被通报批评的邮件，而且警
告说“接下来有人违反就直接开除”。
公司向员工颁布“禁讲方言令”，理由是为了融洽同事间的关系。讲方言该

不该罚？公司有权以此作为解雇员工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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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关于方言，历来有许多争
议。国家当然大力提倡普通
话，这和统一度量衡意义相
当。可是近年来总有人提出要
保护方言，认为这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

然而有一点是无需争论
的，单位内部统一说普通话，这
肯定没有错。毕竟你在上班，又
不是在搞文化艺术，你如果迷
恋方言&大可下班后说个够。

在单位说方言的坏处
很多：

一、不利于团结。你们两
个或几个同事一起说方言，周
围同事很可能听不懂，于是会
产生距离感。另外也容易引起
猜测，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瞒
着其他人吗？不然有什么内容
普通话会难以表达？

二、容易形成“朋党”。在
沿海制造类私营、三资企业
中，常常会以“同乡”为旗帜形
成一个个“帮派”，什么安徽

帮、四川帮、湖南帮……而方言对于这
些小圈子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凝聚、
排他作用。任何一个现代企业都不愿
意内部有这种“组织”存在，他们会影
响企业健康发展。
三、有损单位形象。试想你去两家

单位办事，其中一家全体员工都说普通
话，另一家说什么方言的都有，你会有什
么感觉？肯定觉得前者比较正规。这和统
一着装是一个道理，一家穿统一工作服
的公司，会让人觉得有规模有档次。而
如果公司里有人穿背心、有人穿衬衣；有
人穿皮鞋，有人穿拖鞋……没有人会从
内心看得起这样混乱的单位。
说普通话，更多体现的是一个态

度问题———现在的员工不可能是文
盲，只要上过小学，肯定学过汉语拼
音。即便普通话不标准，起码说得别人
听得懂问题不大。之所以某些员工会
忍不住说方言，还是对类似规定重视
不够。对此，如果单位确有明文规定，
当然要按章办事，该处罚就处罚，不
过不宜过苛，假如并非有意违规，开
除就太过了。但假如对不准在单位说
方言的规定不认同，而且有意对着
干，那上司就得和他谈谈了：既然不
认同一个单位的企业文化，而且对已
经制定的制度也不遵守，那么辞职或
许是最好的选择。

! ! ! !这个段子有些年头了：在北京的公交车上，一
位老伯拿着张 '"元的人民币，冲着售票员再三摇
晃：“姑娘，见过没？见过没？”售票员怒了，()*+出
一张百元大钞，吼道：“你见过没？见过没？”其实，
老伯是想买一张到“建国门”站的车票。
做为守法公民，我一入大学就主动放弃了方

言，拿腔拿调地讲起普通话来，同学们基本上也是
这么做的。工作后，更没机会讲方言了。这事也确
实无奈，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有些方言不啻于一门
外语，实在听不懂。
世事总有异数，比如我的同事 ,-.。
,-.是鲁西南人，江湖走了好几年，却依然不

改乡音。不是不想改，他就是学不来，而且平舌和
卷舌永远辨不清。因为公司的技术研发部门跟

,-.的研究生导师有合作项目，所以他被导
师带进我们公司实习，毕业后就留下来。
不料，刚开始独立工作，,-.就出了个大

错误：给客户报一批配件价格时，把“十”万讲
成了“四”万，为此客户在签约以及付款方面纠
缠了很久，最后还硬拗了一些附加产品。

人事经理跟 ,-.的老板 /012商议是否要
辞掉他，/012断然拒绝了。/012认为 ,-.聪明
且勤奋好学，能吃苦，单单因为讲方言出了点
岔子就放弃一个可造之才，是非常不明智的。
他还顺便拿自己的瑞典口音开玩笑：“我常把
‘3*4-’讲成‘5*4-’，你不会把我也开除掉吧？”

为此 ,-.感激不已，除了工作更加积极
主动外，每日里还苦练绕口令：“四是四，十是

十，十四是十四……”很快，他就可以用标准的
普通话讲出阿拉伯数字和自己的大名了———也
仅限于此。但这丝毫不影响 ,-.的出色表现，
两年后，他荣升为北方区售后服务经理。
有 /012这样的老板，是 ,-.的幸运。不过，

,-.可以讲流利的英语，这点在外资企业非常
重要。否则，神也帮不了他。

我想，我们公司永远都不会有“禁讲方言”
之类的规定。大老板 6*1478来中国近 9"年了，
某次年会，这个金发碧眼的家伙有板有眼地给
我们表演相声：“你挤了油钱没挤油钱（胶东方
言：你给了油钱没给肉钱）……”效果相当爆笑。
再说了，他们几个头头聊天都是用瑞典语的，这
种方言我们半点不懂，不是也忍了吗？

早点听懂 尽快融入 梅莉 +文员,

! ! ! !乍到上海时，听上海人叽里咕噜讲着上海话，
就像在听外语，云山雾罩的。
上海话说某人死了，是说“希特勒”。本来这是

一句悲伤的话，我听了却因为联想起了“希特勒”老
是想笑。还有人家明明叫玉慧，偏叫人家“纽薇”。
有一天，几个上海女同事围在一起，叽叽喳喳

在讨论一个话题，我因为不会说上海话，就像竖起
一道屏风似的被远远地隔开。听着听着，老觉得纳
闷，她们老说“葫芦丝”、“葫芦丝”的，莫非上海女
人现在流行吹葫芦丝？再看看她们是盯着一瓶花
露水在议论，我恍然大悟，原来“葫芦丝”指的是花
露水，不禁莞尔。
听不懂沪语，最初对我的工作的确造成一定

的困难。比如开会时，领导们习惯性地讲起沪语，
我手拿着笔记本却不知记些啥，只能在散会时找
个别同事再用普通话问个明白。也有一些领导是

说普通话的，对这样的领导我心存感激，因为
这样就不用劳驾同事再翻译了。工作中如果
大家都讲本土方言，对于非本地人来说，确实
会造成一种孤独感和压迫感，不知不觉中会
使人产生自卑情绪：我是外地人（同事也经常
这样开玩笑说我是乡下人），他们是上海人。
但是这种自卑和孤独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很
快就会消失。现在，我不仅能听懂，而且还能

说上几句洋泾浜沪语了。
对于方言，历来都有两种声音，一种说要保

护它，一种说要消灭它。有一阵子，广东掀起的
“粤语保卫战”，上海也曾有过捍卫沪语的风波，
这反映了保护方言文化紧迫性。至于工作中禁止
说方言，说为了融洽同事关系，出发点是好的，但
是因为员工不小心说了几句方言就丢了饭碗，这
也太夸张了吧。比如，公司可以规定工作时尽量
说普通话，而员工私下聊天、沟通时，完全可以说
方言。作为新移民，听懂或者学说当地方言，是让
你了解并融入这座城市的最快捷方式。

何必小题大做
哈尼 +文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