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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00后”不会讲义乌话

如何破局方言传承之困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这些年，随着义乌逐渐享誉全

球，外来建设者、国际友人纷至沓来，中外友人一同学习普通话
甚至多国语言的现象，已成为义乌的城市新景观。然而，也有人
感慨：“大家都说普通话和外语了，说义乌话还有什么用？”“很多

‘00后’青少年不会说义乌话，方言是不是会消失？”
近两年，义乌市某小学曾做过一份社会面抽样调查。大致结

果显示，约6%的年轻人会说一些方言日常用语，约12%的年轻
人完全不会说方言，仅有25%的父母选择用方言与孩子交流。

义乌方言为何面临如此境遇？我们该如何破局方言传承之
困？带着诸多疑问，记者采访了不同年龄层的群体及有关专家，
希望通过大家的反馈与建议，呼吁社会关注方言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

在义乌话里，不少词汇生动形象，非常贴近生活。
比如“名工”表示很能干，“食过未”表示吃了没，“宽慢”
意思是请慢走……对老一辈义乌人而言，方言是刻在
骨子里的语言，但对年轻人来说，其实不然。和许多方
言一样，义乌话正面临着代际断层。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小学，都能听
懂方言，但不会说。”佛堂某餐厅“85后”经营者王露萍
摇摇头表示，说义乌话长大的她，由于工作原因，常用
普通话与员工、客户交流，孩子们受此影响，说方言的
机会也少了。她还认为，如今的动画片、游戏等媒介的
普通话内容占比超高，原本就被挤压在家庭内部的方
言生存空间少之又少。

对此，金华市作协会员王和清深表认同。王和清
是土生土长的佛堂人，说着一口地道的义乌话，正
在读高中的孙子晨晨在他的影响下，能听懂义乌
话，也会简单说几句。但让王和清感到困扰的是，孩
子不太愿意开口说，原因是“除了家人外，身边没人
说义乌话了”。

当方言功能从“双向交流”变为“单向接收”，尚
且能捕捉到一点传承的痕迹，但如果孩子完全听不懂
也不会说，方言将在一个家庭里“彻底失语”。“我家两
个 20 多岁的孩子都听不懂义乌话，更别提说义乌话
了。”义乌电视台方言栏目《同年哥讲新闻》主持人金寿
正的一番话让人感到意外。

从小“浸”在义乌话里的“70后”金寿正，如今站在了
方言栏目的镜头前，与观众隔空对话。得空之时，他还参
与义乌方言短剧的拍摄，以及义乌道情演出，他的工作
与义乌方言密不可分。“明明在做着方言类工作，却忽略
了小家庭的方言传承。”金寿正告诉记者，他的妻子不是
义乌人，所以家里主要用普通话交流，小家庭没有义乌
话的语言环境，孩子们自然就不懂方言了。

“许多‘80后’‘90后’会说方言，但‘00后’会说的就
很少了。这种方言代际断层现象，从上一辈父母的语言
教育就能窥见一斑。义乌人与新义乌人结合的情况越来
越普遍，这也会影响方言的家庭传承。但现在，抢救方言
还为时不晚。”金寿正说。

义乌“十八腔”很多“00后”听不懂

“油条，义乌土话叫什么”“麻花，义乌土话叫什么”
“义亭一带把茄子叫什么”……几年前，义乌乡土文化
研究者杨南山曾在网上发布了一份《义乌话考卷》，该
考卷结合义乌方言设计了问答题、是非题、连线题、选
择题、读题猜谜等题型，内容很接地气，吸引了不少义
乌网友作答。“我看了网友作答的情况，能考及格的很
少。这也说明大部分会说义乌话的人只会说和听，但字
却写不对。”杨南山表示。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世界各地有很多
方言，仅就汉民族语言来说，就有七大方言，即北

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及客
家方言，义乌话是浙江南区吴语婺州片中的一个小分
支。受地理位置、临县方言等多重因素影响，义乌方言
内部差异较明显，“义乌十八腔”野蛮“生长”。

“义乌话有十八腔，比如稠城街道、大陈镇以及佛
堂镇等地的方言就有明显区别，佛堂人听不太懂大陈
话是很常见的事情。”王和清认为，“义乌十八腔”也为
义乌话传承加大了难度。

《义乌丛书》编辑部编辑赵晓青参与编著了《义乌
方言》一书。该书开篇便写明：本书锁定老城区语音，

兼顾四乡语汇，试图对义乌话作一多视角全方位的解
析。“《义乌方言》用国际音标来注音，很多人看不懂，就
不太感兴趣了。”赵晓青告诉记者，在义乌市图书馆、各
党群服务中心、村文化礼堂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文化
空间，都能找到《义乌方言》。

“通过观察，我发现有些图书的包装都没开封过，仿
佛只是摆设。即便有几本《义乌方言》被读者开封了，翻
阅痕迹也很浅。”赵晓青表示，仅靠文字的传播是不够
的，方言传承更要多样化、通俗化，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
关注与学习方言。

乡音渐行渐远 方言传承面临挑战

义乌作为一座国际化商贸城市，方言传承不可避
免地面临着挑战：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压缩了义乌方言
的生存空间；方言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同样
受到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影响；各界对方言文化的保护
机制及支持力度还有待提高。

那么，方言传承该如何破局？杨南山认为，仅靠一
方努力还不够，这场“方言抢救”需政府、社会、家庭多
方协同发力，携手并进。

“政策护航是方言活态传承的基石，建议相关政府
部门建立健全方言的保护与使用机制，完善政策框架，
推动并明确普通话与方言的使用场合。”王和清说。其
实，我市已于2012年启动方言语音档案建档工作，通
过文本、音频、视频等形式将义乌话立体地记录保存；
同时，义乌市党群服务中心、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等场所都设置了义乌方言墙。

在王和清看来，真正能传承方言的绝佳阵地，在幼
儿园、小学。“保护好义乌话，要从娃娃抓起。学校在推
广普通话的同时，也可以创设义乌话语境。”

事实上，义乌已有部分学校通过开设义乌话特色课
程等方式，让方言走进校园。如义乌市群星外国语学校附

属幼儿园去年10月启动了义乌话学习课程。老师不仅教
孩子们说简单的义乌话，播放一些有趣的义乌话童谣，还
邀请金寿正带孩子们用义乌官话学唱义乌道情。

流量时代，最能激活方言的生命力。金寿正认为，
社会各界可以积极营造方言文化生态，增加方言的使
用频率，让方言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站稳脚跟。在义
乌，方言电视栏目《同年哥讲新闻》通过官媒途径传播
义乌话，其影响力持续近20年。如今，该栏目又在视频
号开设了“同年哥剧场”，拍摄方言幽默短剧，义乌方言
乘上了流量红利的东风。

“家庭作为方言传承的最小单位，更应把握‘微环
境’的影响力。”金寿正有感而发。纵观义乌，已有部分
家长“主动出击”，致力于让方言成为家庭母语。最近，
义乌“90后”王凯勤在小红书上发布了几个亲子互动
短视频。视频中，2 岁的小娃“满满”不仅听得懂义乌
话，还能对义乌话指令做出精准回应。“家里人都支持
孩子从小学说义乌话。义乌话是一种乡愁，更是一种归
属感。”王凯勤说。

记者在翻阅《义乌方言》一书时，发现该书对义乌
话前景是看好的，其中表述了“前景看好”的意思是：作

为一种方言，义乌话可以得到传承；随着义乌小商品经济
的发展，能听、会说义乌话的人还会多起来；做好义乌方
言的书面化，其中的精华也会越来越多地融入普通话。

从“被抢救”到“自生长”义乌方言如何破局

采访中，一位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商多年的经营户的话令人动容：“过去总觉得说义乌话‘不高级’，现
在发现，向外商介绍‘鸡毛换糖’精神时，只有用方言才能讲出那个味道。”方言保护从来不是简单的怀旧，
而是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让文化根脉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翻看社交软件，当抖音平台的“方言梗”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暗号，当幼儿园外籍孩童的方言童谣刷屏微信朋友
圈，当国际商贸城的外商用义乌话讨价还价，这座城市的语言生态已在悄然重构。守护方言，不再只是文

化救赎。当方言从“遗产”变成“资产”，从“记忆”变成“活力”，乡音自会找到生生不息的力量。

采访札记：

守护文化传承的根脉

见义乌见义乌看看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图

义乌市党群服务中心方言墙义乌市党群服务中心方言墙

““侬好侬好””方言表达直观又吸睛

方言表达直观又吸睛

中外儿童一起学说方言。

幼儿园开设方言教学

幼儿园开设方言教学

家长用义乌话与孩子交流。

孩子们手拿方言卡片。

金寿正金寿正（（左左））用方言演绎用方言演绎““同年哥剧场同年哥剧场””。。

《《义乌方言义乌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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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方言通过多种形式实现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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