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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鸡，二会飞，三个铜板买来的，四川带来的，五颜六

色的⋯⋯”这支童谣响起，触动了无数杭州人骨子里的方言

DNA。

最近，一首杭州童谣rap《说杭州话》在社交媒体火了，大

家热议的不光是歌里那些令人熟悉的方言童谣，还有萌萌的

10后歌手小翔。

“同学老师偶尔也会刷到（视频），会杭州话的嘛，就会跟

着学两句。”小翔全名沈彦翔，是杭州星澜小学的学生。他告

诉本报记者，其实，现在学校里会杭州话的同学已经不多了，

即使会说，也只是在私底下讲两句。这让小翔这样的10后杭

州小朋友感到有些惋惜，在他看来“方言可以代表你住在哪

里，它实际上也是很有趣的东西，大家平时其实可以多说两

句”。

小翔的想法和他的家庭分不开关系。在视频中有模有样

的他，其实是个“说唱二代”。他的老爸老苍，是杭州本土第一

支方言乐队“口水军团”的成员之一。2000年左右，这支乐队

凭借《贱儿饭》《杭州是个好地方》等杭州话说唱歌曲，在城中

风靡一时。老苍说，因为他和太太都是杭州人，所以日常生活

中多数时候都是讲杭州话的。他们还会特意教小翔一些杭州

话，“我们都觉得有必要去学习和传承方言。”

老苍说，这一次，他在创作的时候，尽量保持了童谣原有

的语调，通过增加一些简单的节奏，让这段童谣变得更加朗朗

上口，“要给人家似曾相识，但又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于儿子的说唱，老苍说，偶尔也会在网上看到有人评价

儿子的杭州话“不正宗”，“但我觉得没关系，还是要多说。你

越不让他说，他就越不敢说，以后就越不会说。我觉得要给讲

杭州话留下足够的空间，就得让孩子们多把方言挂在嘴边。”

10后“说唱二代”，唱起杭州童谣rap版

最近，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别

具韵味的方言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而去年的杭州亚残运会闭幕式上，

亚残奥委员会主席马吉德·拉什德，用一

句“杭州毛好嘞”瞬间拉近了杭州与世界

的距离。

浙江属吴语区，是国内方言保留最

多、最复杂的地区之一。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和网络传播的迅速发展，

使用方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但总有一些人，在为留

住这一方乡音而努力着。

今天就让我们看看

他们的故事——

《繁花》带火沪语，讲方言要有氛围

你和孩子
多久没说杭州话了

本报记者 毛玮琦 王怿婷

丁一格 杜雪梅 杨晓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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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1 日，浙江杭州出现了一趟“三语报站”的公

交车——814路（现在改为1014路）。这趟公交车途经中山中

路、开元路、定安路等杭州味道浓郁的老街区，也是目前杭州

唯一一趟按照普通话、杭州话、英语三语报站的车辆。

这次方言在公共交通的有益尝试，源于葛继宏委员在

2018 年杭州市两会上提出的《关于学习传承杭州方言、弘扬

地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的提案中的一个落地成果。

这几天，他注意到本报发起的方言话题调查，觉得非常有

意义。“很多年轻一代已经不会说方言了，方言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迫在眉睫。”为此，他建议加大方言在公共交通设施、热门

地标景点等场合的宣传和推广，展开方言普查，搭建云上“方

言库”。

省两会召开在即，葛继宏委员联合潮新闻·钱江晚报发起

#我为方言献一计#，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说家乡方言

了？对于方言推广和呈现，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扫描二维

码，登录潮新闻视频专区，给我们评论留言，您的声音将会被

带到省两会。

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葛继宏：

建议加大方言在公共场合的宣传和推广

新闻+

“用方言讲述杭州故事”，是从小在运河边长大的倪晓芳

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事。

“最开始做这件事，是在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在图书馆当

志愿者，给小朋友上公益课，就是从讲方言童谣开始的。”自那

时起，倪晓芳每周都到图书馆给孩子们讲述“杭州故事”，她还

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组成了一支志愿服务团队，走访老

杭州市民、记录杭州故事，收集杭州俗语、俚语、歇后语并整理

成册⋯⋯一起宣传杭州文化。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倪晓芳发现，老一辈杭州人讲话时，

经常说着说着冒出一句“古语”，而每句“古语”背后往往都还

藏着故事。于是，她做起了有心人，每次听到这种话时，就拿

个小本子记下来，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记了200多句。

倪晓芳说，现在周围说方言的人的确越来越少，还经常听

人说觉得方言有点土。在她看来，主要是学习方言的氛围没

有了。方言变非遗其实不是好事，这表明方言没人关注了。

好在有了这些年志愿服务的积累，倪晓芳便想到了借助

网络的力量，更好地推广杭州话。她做起了新媒体，在小红书

上传播“杭州冷知识”，“每天分享一句老古话，教给喜欢杭州

话的朋友。”第一条“杭州冷知识”笔记一经发布，就收获了

600 多粉丝、1000 余点赞，这让倪晓芳有了信心。“我想通过

自己的一些努力，继续挖掘民间故事，继续用方言去写作，让

杭州故事会越做越大。”

从公益课到新媒体，她说方言不土

徐越教授（右）

倪晓芳（左）

BB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徐越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开

始接触方言研究，算起来，她与方言打交道已经有40多年了。

“我们浙江是一个方言大省，方言丰富且复杂。事实上，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曾被当作全国汉语方言调查的

试点，对各县市方言做过一次非常系统的调查。”徐越手上有

一叠发黄的材料，那是她的老师傅国通教授保存下来的早期

浙江方言调查的成果。那时的方言都很正宗，因为普通话还

未普及，交通也不是很发达，因此方言受外界影响不大。

而现在，方言演变得很快。在徐教授看来，如今，很多方

言的老派特征已经流失，并且还在加速流失。

徐越说，现在方言传承方面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谁都觉

得方言很重要、要传承，但是，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场合，

你走出自己的家乡，就没有办法用方言跟别人去沟通，这是一

个问题。”

“汉语方言处在一个整体濒危的状态，这是一个全国性的

问题。传承是需要一个环境的，家长都不跟孩子说方言，这必

然加速方言的流失。”徐越觉得，传承方言这件事，还是要从家

庭做起，“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家里语言背景越复杂，小孩子会

越聪明。小孩子年龄小，发音器官很软，所以从小音发得多

了，对他以后学习任何语言的发音都是有好处的。”

杭师大徐越教授：传承从家庭做起杭师大徐越教授：传承从家庭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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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翔与父亲老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