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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现在基本都用普通话交流

“今年九月份，我家毛毛上小学一年级

了，让我没想到的是，才一个星期没和他见

面，他居然跟我讲起了普通话。”市民周先

生说，一开始还让他有点惊讶，“那天，毛毛

回家后，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我回

来了’，而这之前，他都是用方言说的。吃

饭的时候，毛毛也一直讲普通话，这让我着

实有点‘难受’。后来我才知道，学校里要

求学生讲普通话，其他小孩子也全都说普通

话的。”

已经上高中的小张也讲起了自己的经

历。“我小学是在家乡读的，和同学们交流一

直是用的方言，到了初中之后，我去了城区的

学校。结果开学报到时，我方言一讲出口，同

学们都‘嘲笑’我。”小张说，“后来，同学告诉

我，他也是第一次上学期间听到有人说方

言。加上学校提倡说普通话，在那之后，我再

也不敢说方言了。”

老年人“普通话”反被提升

陈奶奶今年 65 岁了，她告诉笔者，自从

孙子上了学，自己的普通话水平，被大大地提

升了。

“以前与街坊领居对话，一直都讲方言，

觉得非常亲切、熟悉。可自从孙子上了小学之

后，我讲的方言，就不太标准啦。”陈奶奶笑着

说，“小孩子本来方言就讲得不太好，在学校里

说了普通话之后，回家几乎不讲方言了，我只

好跟着他说普通话，一来二去，我的普通话说

得倒是有模有样，反而说方言的时候，偶尔还

带着一些普通话的词汇呢。”

跟陈奶奶有相同的情况的还有周大伯，

他告诉笔者，自从家里小孩子出生以后，他

学会了普通话。“外孙娶了一个外地媳妇

后，我就开始说普通话，不过有时候也憋得

难受。可自从小孩子出生以后，那就不一样

啦。”周大伯说，“考虑到以后外孙不会教孩

子说富阳本地方言，所以小孩出生之后，我

就开始认真学习普通话，不然以后交流都成

困难了呢！”

家长是否愿意教孩子说“方言”？

既然现在方言的“用处”并不大，那么家

长是否还原意教孩子说“方言”呢？为此，笔

者特地走访了一些家长。

唐女士表示，目前并不会考虑教孩子说

方言。“我家女儿才刚上幼儿园，之前也一直

在早教中心，她告诉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

小朋友是说方言的。偶尔有别的大人说起方

言，她也基本上听不懂。”唐女士说，“有一次，

她还小声告诉我，说方言听上去很凶的样子，

她不想学。”

不打算教孩子方言的还有华先生。“我家

小孩现在三岁了，是启蒙他说英语的最好年

龄段，不想把时间花在学方言上。”华先生说，

“反而亲戚朋友之间也很少有说方言的，学了

用处似乎也不大。”

虽然有一些家长不愿意教孩子说方言，

不过依然有很多家长用方言与孩子日常交

流。“我大学的专业是汉语，我觉得语言是生

活中最重要的一环，而方言是老一辈相传下

的宝贵财富，弄丢了实在是太可惜了。”陈先

生说，“我会教自己的孩子说方言，现在也每

天都与他用方言交流。”

保护方言，还是需要从娃娃抓起

笔者从富阳区档案局联合区档案学会了

解到，富阳本地方言属于吴方言太湖片临绍

小片，保留了中古音的整套浊声母，没有普通

话中的卷舌音，并且前后鼻音部分，有7个声

调，存在文白两读现象。

“推广普通话确实很有必要，这是为了消

除各地区、各名族、各族群之间的语音隔阂，

实现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功

能。但是，推广普通话并不是为了消灭方

言。”工作人员说，“汉语方言是我们值得骄傲

的文化遗产，就像古建筑一样，方言不应该成

为现代化的牺牲品。”

工作人员说：“在本地方言面临断层的情形

下，富阳也于2012年启动了方言语音建档工作，

广选青云片（富春街道、银湖街道、鹿山街道）、龙

羊片（万市镇、洞桥镇）、新登片（新登镇）、大源片

（大源镇、常绿镇）、场口片（原场口镇、原王洲乡、

原东图乡）各地最具代表性的方言语音发音人，

根据省档案局统一规定的文本要求，结合有富阳

方言特色小品、戏剧、歌谣等来录制音频、视频。”

“保护方言，最重要的是给方言留有生存

空间，让处于语音学习阶段的少年儿童有机会

学习方言、使用方言，鼓励社会、家庭运用方言

进行交流。”工作人员说，“现在已经有不少专

家、学者建议，政府应鼓励公众在非公共场合

使用方言，允许文学、曲艺和影视作品以及大

众传媒适度使用方言，并在车站、码头、地铁和

公交等公共场合，适当增加当地方言的播音。”

学校提倡说普通话，而富阳方言的保护又需要从娃娃抓起

家长到底该不该教孩子说“方言”

今年 9 月，富阳区全面实行不动产统一

登记制度。在制度实施至今的一个多月时间

内，杭州市富阳区房地产管理处积极提升服

务水平，并开展了业务技能的微创新，取得了

显著成果。

据了解，业务技能上的微创新后，房管处

窗口日均受理业务 400 多件，虽然同比有所

增加，但办事群众领取告知单所需等待时间

却大幅度减少。

笔者了解到，这些成果可以用三点来

概括：1.办事流程“简”。凡办理房屋交易

业务，申请双方都可以提前做好签章手续，

申请时只需提供申请当事人、受托人的身

份证原件以及委托书原件，即可由受托人

办理相关业务；2.申请步骤“少”。将原有

分开办理的业务梳理整合，形成了“商品房

交易+按揭转抵押”和“存量房交易+抵押”

的组合业务。组合业务上线以来，大大节

省了群众的办事时间；3.工作秩序“齐”。

11 月初房管处配套升级了叫号系统后，窗

口前办事群众的队伍俨然有序，较之前高

峰期出现排队秩序混乱、插队以及申请资

料错拿的现象有了明显的改善，获得了办

事群众的一致好评。

杭州市富阳区房地产管理处人员胡燕表

示，“房管处从办事群众所需所求的角度去

想、去做，精简各个流程，缩短办事时间，创造

更便捷、更舒心的办事环境，将以人为本、服

务大局、服务社会的理念和凝聚于心，实践于

行。” 章海丽 祝铁浩 胡燕

业务微创新 办事更效率

张京

方言是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每一个地

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它传承千年，有着丰

厚的文化底蕴。然而，随着普通话的普及，越

来越多的富阳市民开始说普通话。此外，各

极学校也提倡“说普通话”，孩子在校期间几

乎都用普通话交流。那么，家长还是否愿意

教孩子说“方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