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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陈伟斌 实习生 杨媛媛

专 家 团 队 在

方 言 地 进 行

调研。（调研

团队供图）

① 更 多 内 容

请 扫 码 下 载

“ 浙 江 24 小

时APP”

②注册

③ 输 入 邀 请

码“AFOS”

你还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吗？

日前，一张《6-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的图，引发人们的乡愁和回忆。

浙江虽是吴语大省，但图上所示，杭甬温三地使用方言人群比例分列倒数

2-4名。

其实，在方言保护研究层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下称国家语委）和浙

江省语委早有涉及。特别是 2015 年以来，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下发文件，

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来，浙江作为四个试点省市之一，目前已完成三

批次48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调查项目。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我省确定的方言点有 88 个，这也意味着我省有 88

种方言。此外，还有一些使用群体非常小的“濒危方言”。

目前，省语委、省教育厅正对这些方言逐一进行“声像图文影五位一体”的

调查和保护，方言数据库建设工作也在完善。

88种！浙江方言竟有这么多
方言调查组发现，都说温州话难懂，其实东阳武义一带的方言更复杂

发音纯正的人有多难找：本人及父母配偶都是当地人、未在外地长住、学历高中以下

10个专家团调研88个方言点
对于方言的保护利用，浙江省档案馆曾做过一些方言录制存档工作。

2015 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启动。浙江省由于方言众多且杂，成为

全国四个试点省市之一。

“我省的方言主要是属于吴语区方言，还有一部分徽语方言。浙江是全国

方言最复杂的区域之一，项目开展也很难。浙江最难的在金华地区。浙江人

的聪明智慧或许和这个有关系。”浙江省教育厅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处副处长、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斌接受钱报记者采访时说。

按照“一县一点”的原则，工程启动后国家给浙江定的方言调查点共 77

个，但经过研究，我省结合“一县多点”的实际又增加了 11 个，所以我省共有

88个方言点，全部调查完计划用五年。

李斌告诉记者，语保项目启动后，他们已组建了10个专家团队，主要来自

省内高校，每个团队负责人的资质由国家语保中心审核确定，特别要求必须有

方言研究背景。如此高的队伍要求，是因为该工程并非对方言进行简单的录

制保留，更重要的是根据国家确定的统一标准进行调查、保护和存储，并为未

来的方言学术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高质量的纯真语资料。

发音纯正的人现在越来越难找
准备工作就绪，接下来就是寻找方言发音人。

作为浙江省方言保护专家团队的首席专家之一，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洪钟告诉记者，每个调查点需要调查老年男性、老年女性、青年男性、青年女性

等4名发音人，都有年龄要求。此外还需普通发音人一名和文化发音人两名。

每个点光是要找到这样4个符合条件的发音人，就并非易事。

按照要求，这些发音人必须是在当地出生和长大，家庭语言环境单纯，父

母、配偶都是当地人，未在外地长住，能说地道的方言，“最好的发音人是没有

出过当地，也没接受外来语种污染。”

专家团队有一本全国统一的《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发音人就是依照这本

方言来读手册里的字词句、戏曲、故事、谜语和谚语等。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副院长教授王文胜告诉记者，手册中的用词看似平凡，却都是高频、代表性的特

征词，句子都反映重要的语法特点，单字代表了各个音韵地位的语音特点，“单是

这些条目的制定，教育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中心就讨论了不知多少次。”

“我们招募发音人时有个特殊的要求，那就是学历不能太高，一般为高中

以下。”李斌说，这样有利于保证方言的纯正。通过招募这个途径很难找到合

适的发音人。李斌说，有些调查点在招募发音人时，市民报名踊跃，但遴选下

来基本上都不行，最后不少是通过社区推荐等多渠道才确定合适人选。

濒危方言可能一代人甚至几年时间就消失
除了那 88 个方言点，省语委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配合濒危方言的调研

——在我省，一些方言已经被贴上了“濒危”的标签。而是否濒危，是由教育部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中心经过调研认证后确定，比如畲语。截至目前，记者查询

到专家团队调研的一些濒危方言中，有宁波慈溪市“燕话”、衢州江山市“廿八

都正字”、丽水景宁县“畲话”、杭州“留下闽南话”、建德“九姓渔民方言”等。

王洪钟告诉记者，这种濒危主要还是指在浙江省内非吴语或徽语、在省内

使用群体非常小、容易消亡的方言。

王文胜就在2017年负责第三批语言资源调查保护工作中“杭州留下闽南

话”的调研。据他在调研中发现，这个濒危方言保存状况还可以，但基本上属

于村里人之间说闽南话，和外人就说杭州话或普通话。此外，初中以下的孩子

基本上都已不会说这种闽南话了。这与王洪钟的调研结果类似。“现在濒危的

方言也呈现双语化，使用者只在家里用。可能也就一代人甚至几年时间，这些

方言就消失了。”王洪钟曾查阅了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记录，他发现这次找的

发音人，录下的音和之前就有变化，“这就是预兆。”

城镇化和教育普及正在加速方言的消亡
为了保护方言，其实我省在很多方面都做了积极的探索，很多幼儿园和小

学都开设有方言课，一些电视广播节目也开设了方言节目，李斌认为这与推广

普通话并不矛盾，更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教育部门对学校除了上课要求依

法使用普通话外，也从未禁止过孩子和老师在校期间使用方言，“校园语言需

要多样化。”省语委办在日常调研中发现，相较于大城市，方言文化传承在一些

地方县市做的反而比较好。

李斌表示，若干年后我省将建成有浙江特色的方言数据库，建立类似于方

言博物馆的体系。在他们看来，“很多地方的文化如果缺失了方言就无法表

达，这是一项‘寻根’工作，是我们国家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但无论是李斌还是王洪钟和王文胜，都感觉到了重重困难。“随着各地城

镇化进程，高等教育的普及，外来人口流动的频繁，以及各种现代影视媒体一

般都不会使用方言等因素，都在加速方言的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