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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务须呵护乡音

!

赵世举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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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乡音作为地域文化的要素和重要载体!凝聚着祖祖辈辈的智慧"情感和历史记忆!是

社会纽带"认同标记和人心灵的家园#乡音的衰微和消亡!将会导致地方文化特色的消损和地

域历史传承的中断乃至乡魂的衰竭#其实质!伤害的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源泉!并会由此引发

新的社会问题#城镇化引起的乡音衰落!亟须应对#应树立全面语言观!自觉维护语言文化多

样性!创新乡音保护途径和手段!让乡音活在生活中#

关键词! 乡音$方言$城镇化$进城务工人员$语言共同体$语言文化多样性

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成就斐然#令人振奋$但也应该看到#随着大规模的土地征用%村庄拆并

和青壮年进城务工#使得农村风貌和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基础建设焕然一新的同时#却带来了

一些历史记忆的淡化%乡土特色的消失和民间文化的衰微#致使乡情缺少载体#乡愁依稀难寻#乡魂无处

安放$因此#当村变城%人进楼之后#尽管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但很多人的精神世界却渐生失

落和空寂$不少人感叹!祖上留下的老屋没了#开门见山水的风光没了#端着饭碗聚村头的景象没了#熟

悉的乡音在改变了#乡间小调难听到了#进城入不了圈子%回乡找不回过去了&&这表明#我们的城镇化

建设#在推进硬件现代化的同时#迫切需要重视精神家园的保护和建设#以留住乡情#激活乡愁#安顿乡

魂#让老百姓既住得舒适#又活得快乐$为此#呵护乡音'方言(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一!乡音是心灵的家园

乡音并不是简单的交际工具#而是一方水土养育的人文精粹#它承载着祖祖辈辈的认知和智慧#凝

聚着令人魂牵梦绕的情感#积淀着当地共同的历史记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

!由此也可

以说#乡音是人心灵的家园#它已深深融入人的生命之中$

!#

乡音已内化为心灵深处的敏感神经$很多人都可能有过这样的情感体验!当在异乡听到乡音时#

就会顿生一种亲切感$这表明乡音是无比敏感的情感触发器#激发的是浓烈的乡情#撩起的可能是母亲

柔美的摇篮曲和父亲殷切的叮嘱%奶奶朗朗的童谣和引人的故事%家乡仪态万方的田园风光&&因而就

难免感情难抑#出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人情景$正如洪堡特所说!)心灵是最有力%最敏感%

最深刻亦且最富足的内在源泉$它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以及深奥的内蕴浇灌着语言#而语言则回应以一

些相似的音#以便在他人身上引发相同的情感$*

"

)正如思想控制着整个心灵#语音首先具备一种能够

渗透和震撼所有神经的力量$*

#由此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把乡音当做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乡音

的消失#无疑会导致情感的失落和心灵的漂泊$

0#

乡音是社会纽带和归属标志$语言的产生#实现了人际沟通和行为协调#使单个的人结成群体#

形成了人类社会#语言发挥了社会纽带作用$恰如洛克所言!)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为一个社会的动物#

因此#他不仅把人造得具有某种倾向#在必然条件之下来同他的同胞为伍#而且他还供给人以语言#以为

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公共纽带$*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群体也是)语言共同体*$一个村庄%一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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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乃至以语言为立国要素的民族国家#都是大小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以乡音为纽带的语言共同体#生

活在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文化#形成了共同的家乡情怀$这些共同元素便积淀为一种凝聚力%认同

感和归属感#把)语言共同体*紧密地凝聚在一起$显而易见#)语言的作用是内在性的'

+556)7)8

(和建

构性的'

(9)/8+8-8+:

(*

!

$乡音发挥着乡土的纽带%乡情的维系%乡亲的认同%乡愁的寄托和归属的标记

的作用$因此#无论身在何处#一句乡音#就会激起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确立乡亲认同和归属$

值得关注的是#在城镇化进程中#乡音超越了地域群体建构#又发挥着阶层群体建构的作用$最为

典型的是进城务工人员#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但又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甚至遭受某些歧视#处于社会

边缘$他们往往凭借乡音寻找乡亲#重建社会联系#以化解孤独#消解郁闷#舒缓压力#寻找精神慰藉和

归属$而这种以老乡为纽带的社会群体又进一步扩大为操各种外地方言的进城务工人员的相互认同#

从而形成)外地方言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以讲外地不同方言为形式标记#以共同的身份%相同的社会

地位%相似的情感需求为核心认同#构建了该群体新的精神家园#有的还形成了共同社区#并且逐步演进

为一种)新生文化共同体*$它们既不同于传统的乡村共同体#也不同于城市的原有阶层共同体#是当今

城市中非常特殊的社群$这种共同体对于社会稳定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3#

乡音已演化为文化基因$正是由于乡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所以演化为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

深深植入人们的心灵里#浸透于各种文化形态中'如民歌民谣%故事传说%曲艺戏剧等(#并且代代相传#

成为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的一大根脉$因此#才有了)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信条和)少小离家老

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坚守$

总之#乡音是人的精神家园$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乡音的交际功能在弱化#但其精神力量和价值

并未消退$

二!失音将会失魂

社会的发展正对乡音的生存产生明显的影响$其一#由于乡音在交际上存在局限性#其使用空间在

缩小/其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差距的拉大#致使乡音与土气%落后%贫穷相联系#因而常遭嫌弃/其

三#城镇化的推进#使得使用乡音的人口在减少#乡音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机会也在减少/其四#过去对乡

音生存状况普遍关注不够$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乡音在衰微$这种状况若不加改善#势必带来一些乡

音的消失$而任何乡音的消失#都将导致一方文化的失色和乡魂的失散#并由此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

精神失去依归$乡音是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缺乏乡音的抚慰#将会失去精神依归#产生飘落

感和孤独感$大量散居城镇的农民工#处在被普通话和当地方言包围的社会环境中#没有熟悉的乡音绕

耳#加上地位低下#而成为身心孤独者$他们普遍存在的情感失落%精神空虚就说明了这一点$聊以宽慰

的是#有的则借助乡音找到乡亲#建立新的人际交往#以此寻找精神慰藉$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居住在城镇

的农民工子弟#由于在语言上受到多元影响...在社会和学校面对的是普通话和当地方言#在家庭接受的

则是父母的乡音...常常面临游移不定的甚至是无奈的语言选择#其深层反映的是他们在精神归属上的

困扰%彷徨和挣扎#其实质也是对)我是谁*的追寻$因为很多因素使得他们模糊感到自己跟身边城里的孩

子有些不一样#与所在城市有距离感/同时#由于他们缺乏家乡语言文化的熏陶和积淀#也没有产生对父辈

身份的认同#所以他们的归属感模糊%不确定$秦继杰的诗作,我是谁-即揭示了这个群体的认同迷茫和美

好期待!)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作文课上老师说了这样的

话#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祖国的花#都是中国的娃$*

"

0#

群体失去纽带$乡音是人的精神家园和情感维系#因此#对乡音的认同和忠诚成为维护群体凝聚

力和向心力的一大要素$千百年来中国人在自然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的观念更加强

化了乡音等乡土文化的特质和凝聚力$一旦这种凝聚力被弱化#群体的纽带就会松弛#向心力就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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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从而会影响社会稳定$一些乡村)群体分化*带来的乡音及乡土文化的衰微应当引起关注$具体来

说#乡音群体分化为三!其一#坚守乡音的群体#即仍生活在本土的人群#主要是老弱病残#而且人数在递

减$其二#疏离乡音的群体#包括外出务工人员和)留守儿童*$前者为了融入当地#大多努力使用普通

话或当地方言/后者随着村校撤并#一般进入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学校住读#他们大都学习使用普通话#同

时也会深受当地方言或次方言的影响$其三#对乡音具有陌生感或嫌弃感的群体#主要是生活在城市的

农民工子弟#他们原本对乡音就没有成熟的感知和认同#加上渴望通过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与城市的

孩子融为一体#所以就难免对乡音产生嫌弃$这三类群体的出现#不仅反映出乡音的衰微#也表明乡土

文化的凋萎和乡村社会纽带的销蚀$

3#

历史失去根脉$乡音是一方历史的缩影%结晶和活化石$它承载着地域文化积累#珍藏着族群发

展史%语言演变史%民俗演化史等珍贵历史记忆$有学者指出!)历史在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人的口中0

哪一样更真实0 更有味道0 至少有相当部分的历史真实#记录%隐藏在口口相传的言说中/有更多历史

的风俗%习惯%情意#隐藏和流动于口口相传的言说里$尽管有口语流传#但由于缺少对方言的文字记

录#因此而流失了许多文化符号%文明纹络$也正因此#方言才有了集体记忆的重要价值#方言才有了寻

找历史真实的重要价值$*

!可知#任何乡音的消失#都将导致历史失忆和一方文化根脉受损$

$#

文化失去色彩$中国语言和方言的多样性#奠定了中国文化多样性的最重要基础$乡音是地域

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滋养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形态$例如苏州评弹%京韵大鼓%山东快书%

东北二人转%山西梆子%黄梅戏%越剧%豫剧%汉剧等曲艺戏剧#都是以各地方言为基础和给养的/韩庆邦

,海上花列传-的吴越风情#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沙汀,丁跛公-的川腔川味#冯骥才,怪世奇谈-

的地道津味#无不借助方言彰显其特色$如果相关方言消失#上述鲜活的文化形式将不复存在#文化多

样性就会受到损害#中华文化就会黯然失色$

显而易见#乡音的衰微和消亡#将会导致地方文化特色的消损%人文底蕴的贫乏和地域历史传承的

中断乃至乡魂的衰竭$其实质#伤害的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源泉...因为正是五彩缤纷的地域文化共

同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三!乡音保护要科学得法

现代化发展#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楼大厦#而且需要精神乐园#因为)诗意地安居*#不只是荷尔德

林的吟唱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

#而是人的共同向往$因此#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人文关

怀和精神家园建设$不仅让农民人进城#更要让他们心安家$可喜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

0"!$?0"0"

(-#明确提出#要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

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应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但怎样具体落实#还需

要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从语言文化保护角度看#应高度重视如下几个方面$

!#

树立全面语言观#自觉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促使语言在变化#语言功能

在拓展#随之#语言观念也在更新$人们正由单一的语言工具观向多元观转变#语言文化观%语言资源

观%语言生态观等逐步确立和强化$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语言不是简单的交际代码#它还承载着

文化#包含着情感#充当着标记和象征#蕴藏着能量#具有多样的属性%功能和价值$任何一种语言和方

言都是人类的宝贵资源#维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保护和促进

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草案(-所指出的!)文化多样性是个人和社会的一种财富$为了子孙后代保

护%促进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

#有学者指出!)要想真正有效地保护

和发展汉语方言#广大的方言使用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方言自觉和方言自信#从而能够自觉自愿地去爱

+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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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维护自己的母语及母语文化$*

!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保护方言文化应当成为全民的自觉意识和积极

行动$近些年来#从民间到政府日渐重视方言保护$

0"!4

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了,关于启动中国语

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重大语言

文化工程"

#令人欢欣鼓舞$

但需要提出的是#方言保护应当遵循语言发展规律#正确因应#讲求)科学保护*#不宜不切实际地盲

目为之$同时#也不能为了保护方言而阻止普通话推广#应当努力构建以普通话为主体的主体性与多样

性相统一的语言文化生态和和谐的语言文化生活$

0#

创新保护途径#让乡音文化活在生活中$方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断出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

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保护途径和手段#变消极保护为积极保护#使保护落在实处$不仅要让方言文

化贮存在记忆里#更要让它活在现实中#不断增强其生命力$例如#可以编写乡音文化教材和读本#在学

校开设相关选修课或通识课/以乡音文化为元素%为载体和工具开发语言文化产品及特色旅游项目等#

通过对方言的开发利用来实现保护/利用各种现代技术和新兴媒体拓展方言文化生存空间#促进其生生

不息/举办)1中国微乡音2汉语方言大赛*)方言听写大会*之类的活动#营造重视乡音文化的社会氛围#

为更多的人创造体验乡音文化之美的条件$尤其要关注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这个城市新群体$他们

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诸多因素使得他们缺乏精神依归#尤其是务工人员子女群体#正处

于)失缺语言家园的过程之中*)失缺精神家园的状态之中*

#

#帮助他们留住乡音#构建安放心灵的精神

家园迫在眉睫$这既是人文关怀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必需$

3#

保护特色载体#留住历史记忆$乡音文化的呈现和传承需要依赖一定的载体和特定环境$要保

持乡音文化健康地生存和发展#必须保护和重建乡音文化载体和环境#尤其是特色鲜明的历史遗迹和风

物景观$这就需要城镇化必须把乡音文化的保护纳入整体规划和建设布局之中$就包括听起来土气的

)张家店*)李家庙*之类的地名#也是需要保护的珍贵的历史文化活化石$因为它们不仅能够唤起历史

的记忆#而且是群体认同的归依#是寻根问祖的标记$因此#应杜绝随意更改地名的做法$很多有识之

士强调的)就地城镇化*#应是新型城镇化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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