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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只有四成南京父母在家和孩子
讲南京话、中学生群体说南京话比
例最高、老年人反而认为南京话
“不够优美”、南京的男性比女性更
爱讲南京话……最近，南京大学文
学院选取了南京秦淮、鼓楼、原下
关、仙林地区不同群体，出炉了《南
京市民语言生活状况调查》等 !份
调查报告。结果，一批有趣的结论
得以出炉。

四成父母使用南京话
南京人还有多少在家说南京

话？记者看到，在这次调查的问卷
中，有“您在家里和孩子说什么话”
和“您爱人在家里和孩子说什么
话”，两项结果显示都不超过四成。
也就是说，当下掌握南京方言的父
母只有不到四成选择用南京方言与
孩子交流。
市民徐女士家住栖霞区，父母

也都是南京人。她告诉记者，结婚
后，老公一家也都是南京本地人，现
在女儿 !岁了。大人在孩子面前交
谈时，从来没有刻意回避南京话，但

是每次在教孩子的时候都还是说普
通话。“我和她爸爸都是的，还是和
她说普通话。”徐女士说，孩子爷爷、
奶奶都说南京话，虽然孩子在他们
潜移默化下说普通话，但是说南京
话孩子还是听得懂。“上了幼儿园以
后，孩子基本就完全说普通话了。”
徐女士说。
研究人员表示，这表现出当前

家庭语言使用的现状特点，也可以
初步反映现在绝大多数父母的语言
态度，即推崇普通话而淡化方言。

上中学才学南京话
在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了一项

有趣的数据，"!岁以前父母都不说
南京话，而其子女会说的比率是
#$%&&'，完全不会说的比率是
"(%)*'。由此可见无论父母会不会
说南京话，中学生会说南京话的比
率都是压倒性的。

为啥父母不会说南京话，中学
生群体会说南京话的比例会那么
高？调查人员发现，其中有 $*%"'

的人表示受到“周边环境潜移默

化”，而有 +%$'的人表示是“刻意去
学”的。
说着一口流利南京话的张小姐

告诉记者，她从中学起就在南京上
学，父母则在老家。等到大学毕业的
时候，自己已经在南京生活了十几
年了。“周边的同学都是南京人，听
着听着也就学会了。”张小姐说，大
学毕业后从事工作，和朋友同事交
流一般还是说南京话比较多。“都说
南京话，觉得更亲近更能说到一起
去。”张小姐说，去年她离开南京去
上海工作了，但是现在说起南京话
还是“溜得很”。
据研究人员表示，这类的环境

最重要的是学校，其次还包括邻
里、购物、郊游、餐饮等其他广阔
的社会环境。

秦淮区南京话最地道
通过对问卷所收集到的数据进

行整理，研究者发现，在南京市内不
同区域的人，对南京话的掌握是不
一样的。比如“对南京话的掌握程
度”中，调查者以鼓楼、秦淮、原下

关、栖霞的仙林地区为样本，其中秦
淮区人对南京话的掌握程度达到
&$%,'，其次是鼓楼区，再次是原下
关区，最后是栖霞的仙林地区。
对于这一说法，南京白局传承

人徐春华说，应该是秦淮区的最会
说南京话。这和城市的区域人员构
成有关系，秦淮区属于老城南，在那
里居住的南京本地人也多，自然南
京话也说得地道。随着秦淮区人员
的密集，南京人也渐渐往鼓楼区扩
散，这样一来那里说南京话的人也
很多。这点也正如研究人员表示的，
鼓楼区是南京市发展较早的区域，
在鼓楼区生活的居民有很多为南京
本地人。说到原下关区，徐春华分
析，早年的南京城，下关有码头、车
站，很多经商人员都会集中在那里。
为什么仙林地区的人最不熟练

掌握南京话？徐春华认为，仙林地区
属于南京市的郊区。近几年发展成
为南京市的大学城，学生在仙林区
内占有很大的比重，对于学生群体
来说，说普通话也就理所当然地成
为普遍的选择。 朱丽娟

南京人讲南京话状况调查出炉

不到四成家庭在家用方言

! ! !漫步西湖，欣赏荷花，突然眼前
出现个亮黄的大鸭子，你是会欣喜，
还是会反感？
近来有消息称，曾在香港维多

利亚港风靡一时的大黄鸭，有望下
半年游进西湖。消息一出，舆论哗
然，让西湖成为“大黄鸭”下一个玩
耍的“浴缸”，在杭州，有人赞同，有
人反对。
不过，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说，到目前为止，尚未接到任何单
位、部门关于在西湖上放置“大黄
鸭”的相关事宜的联系。

游西湖非空穴来风
先来回顾一下，“大黄鸭”和西

湖的一些关联。
)月下旬，“大黄鸭”之父———

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出
现在西湖白堤景区。此次杭州之行，
他是想给大黄鸭寻觅下一处“玩耍”
的水域。
杭州的西湖，萧山的湘湖，是霍

夫曼看中的两块水域。但他更倾心
于西湖。
在霍夫曼看来，西湖非常美，又

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背景。
“大黄鸭”这一当代生活化的东西，
就应该放在西湖这一兼具历史与文

化的环境中，它会带来一些关于生
活的想法和思考。
而在西湖中，最让霍夫曼动心

的，是平湖秋月。因为只有在平湖秋
月，无论相机和摄像机摆在哪个角
度，都可以把西湖标志性景观与“大
黄鸭”一起摄入镜头。而且，如果“大
黄鸭”在西湖展出，霍夫曼会选择杭
州当地的工厂，来完成“大黄鸭”的
设计制作。

就是霍夫曼的这趟西湖之行
后，传出了“大黄鸭”有望下半年
“游”进西湖的消息。

有市民坚决反对
与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受追捧不

同，在杭州，一些市民对“大黄鸭”玩
耍西湖似乎有些感冒，甚至还有反
对的声音。
来先生是个老杭州。前段时间，

他专门给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写
了信：作为杭州市民，坚决反对“大黄
鸭”到西湖，这绝对与西湖柳绿碧水

青山美景不符合。西湖不能成为“大
黄鸭”下一个玩耍的“浴缸”。

除了来先生，不看好“大黄鸭”
玩耍西湖的还有一些游客。他们认
为，西湖说小不小，说大也大不到哪
里去。在西湖里放这么个大家伙，可
能会影响游客观赏西湖全景的角
度，影响拍照。

网友“汗青微博”说，“大黄鸭”
和迪斯尼乐园很配，但和西湖山水
一点也不配，跟中国山水画也完全
不搭。
也有网友用调侃的方式，反对

“大黄鸭”“游”进西湖：什么？“大黄
鸭”要来西湖吗？西湖是“白蛇”的天
下好不好！至于“大黄鸭”，就摆在张
生记门口吧。

钱塘江也容不下它
其实，早在 ,月底，杭州就有一

家房地产公司，依照香港原版的“大
黄鸭”，量身定做了一只“大黄鸭”。
这只山寨版的“大黄鸭”充满气后，

长 #米，宽 +米，高 #米，跟霍夫曼
的“大黄鸭”有的一拼。
最初，这家房地产公司就是想

把“大黄鸭”放到西湖里，但是，西湖
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没有答应。后来，
这只杭州版的“大黄鸭”坐上游轮驶
向钱塘江，想在钱塘江里“游”上一
圈。只是，“大黄鸭”还没下游轮，就
被钱江海事部门给拦住了。因为有
规定，不允许任何单位及个人，随意
向钱塘江投放大型漂浮物。最后，
“大黄鸭”被放气，收起来了。

杭州西湖，有堤有桥有岛。每一
处西湖水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
有的水域适合赏景，有的可以划船，
“大黄鸭”到底适不适合放进西湖
里，会不会影响西湖整体景观，和西
湖周围景色是否和谐？对这些问题，
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明确表示，
无论将来“大黄鸭”来不来西湖，管
委会都将按世界遗产的保护要求，
做好西湖的保护、管理工作。

黄轶涵

西湖要成大黄鸭“浴缸”？
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按世遗保护要求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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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张
智颖）由南京博物院、东
海县新闻出版局历时两
年编制完成了《曲阳城遗
址保护规划》。根据规划，
今后曲阳城遗址的游客
量每年限制在 )万人。
曲阳城遗址位于东

海县曲阳乡城南村。因
城东南向阳一面缺一拐
角，故名曲阳。据史料记
载，曲阳城建于西汉初
年，曾是东海郡曲阳县
县治所在地，距今已有
两千多年。目前，古城遗
址仅存北、西、南三段城
墙及北、西、南三个城
门。城墙残高 &至 !米，
而城门仅是一个约 #米
宽的缺口。

《曲阳城遗址保护
规划》明确指出，将在保
护范围内拆除与保护无
关的建筑、构筑物及设
施，清理破坏遗址的经
济林，迁走坟墓。考虑到
遗址的脆弱性，曲阳城遗
址容人量初步估算日最
大容人量为 &((人，年最
大容人量为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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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梅璎迪）在杭
州西湖边走累了，不妨去湖边的
服务微笑亭，免费喝上一杯凉茶。
从本月起到国庆节，西湖边的 )

个志愿服务微笑亭都将为游客免
费提供各色凉茶。
去年夏天西湖曾推出过免费

凉茶活动，受到众多游客的欢迎。
今年夏季杭州的志愿者又把免费
凉茶点推广到了西湖沿岸的 )个
服务微笑亭里，从上午 "(时到下
午 +时不间断提供包括菊花茶、
大麦茶、径山茶等八个特色凉茶。
在酷暑时节，游客们边游湖边喝
上一杯凉茶，让炎热的夏季里也
多一丝清凉。

免费凉茶
重返杭州西湖

! !本报讯 一张
小小的“全家福”，
承载的是一个家庭
的喜乐，也留下了
时代变迁的痕迹。
今年，宁波市档案
馆首次面向全市征
集“全家福”，挑选
其中有保存价值的
作为馆藏档案永久
保存。
家住海曙区的

七旬老人商洪明，
以前从没想过自家
的“全家福”，能够
出现在收藏珍品的
档案馆中。他手头
保存的“全家福”，
最 早 能 追 溯 到
"$!#年。他至今清
楚地记得那天穿上
新衣的一家人，在
照相机前羞涩而兴
奋的表情。“我把这
些‘全家福’一张一
张存下来，就是希望让后人看看
我们曾经的生活状态。”
此外，市民只要能提供或复

制-可由档案馆复制.有保存价值
的十年以前拍摄的四世、五世同
堂“全家福”老照片-拍摄时间较
早的全家福照片，或照片中有一
定影响的历史名人，可适当放宽
条件.，各级档案馆将免费为其家
庭拍摄“全家福”一张，为他们再
次留下美好的记忆。 （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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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张智颖）一座
清代《读书台》石碑日前在常熟完
成修复，并在常熟碑刻博物馆内
展出。
这座曾安放在常熟书台公园

梁昭明太子读书处的石碑，长
"%*!米、宽 (%)!米、厚 (%++米，由
清乾隆年间觉罗雅尔哈善书。民
国时，该碑已被损坏，近一半碑体
缺损。去年年底，常熟市碑刻博物
馆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制订了
石碑的修复方案。经过半年精心
修复，《读书台》石碑终于在博物
馆内向游客展示。

常熟修复
清代!读书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