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医院办公室主任个人工作总结(大
全6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
其作用呢？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方言调查报告篇一

【范文一】

伴随着即将进入大三的慌张，无数次的纠结毕业后就业还是
考研。脑子里想的很多，却对即将到来的学年论文毫无想法。
抱着想为自己的学年论文寻找一点灵感和对方言变化的好奇，
想不断历练、挑战自己的想法，我报名参加了这次暑期实践
活动。四天时间过去了，我收获的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实践活动开始的第一天，在闷热的汽车里度过了两个小时之
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临夏市。费尽周折找到住的地方
之后，经过短暂的休息我们马上投入到调研工作之中。我们
首先将十四位队员分好小组，然后明确了我们展开调研的地
点和主要调研对象。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从拘谨到大方，从
被路人拒绝时的失落到互相鼓励，重整旗鼓的坚持，从开始
时我们方法不得当而进展缓慢到在学姐的帮助下我们逐渐改
进方法而收获颇丰。在调研结束之后的总结会议上，每个小
组都汇报着自己的收获，那一晚，我们尽管疲惫，但每个人
脸上都流露着我未曾见过的骄傲与坚韧。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还是依旧走街串巷进行调研，每晚开总
结会议，认真总结每一天的收获，发现、指出调研中存在的
问题，明确第二天的任务。在这几天的走访中，给我印象最
深的还是去八坊街的那一次。八坊街是临夏市回族同胞的聚



居地。在那里，我们每走进一户人家，他们都非常热情的接
待我们，耐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遇到我们听不懂的方言他
们会反复解释，甚至加上手势动作，直到我们理解。他们还
拿出亲手做的油果子给我们品尝，这一切都让我们觉得特别
的暖。那天我们还去了清真寺，还非常荣幸的见到了阿訇，
跟阿訇进行了交谈。阿訇非常详细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还仔
细地为我们讲解当地的宗教文化，婚俗文化、葬俗文化。第
一次这样近距离的接触阿訇，了解宗教，这次走访对我来说
既是一次内心的震动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除了知识上的收获以外，这次实践最大的收获便是同行的十
三位队员了。罗老师对每位队员的照顾，对生病队员的牵挂。
学姐为我们整理资料，讲解要点，我们十四个人一起同甘共
苦，相互鼓励、相互学习、一起努力。无法忘记那些我们一
起吃泡面的日子，一起在总结会议之后玩游戏的日子，一起
敞开心扉聊心事的日子。分离的时候有不舍，有眼泪，但我
们始终是对方特别的人，不会忘记我们嘹亮的口号：weare伐
木累!

【范文二】

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习惯
了图书馆沙沙的纸笔声，看过了一摞摞的专业书籍，记住了
一条条的知识概念，然而追根溯源，这些精简的一句话的'结
论，是如何得出的?背后的夙夜不眠，背后的呕心沥血，这次
暑期社会实践，让我略能窥得一二。

207月9日，在学院的组织下，在罗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开始
了为期5天的暑期社会实践，目的地是临夏回族自治州，实践
内容是搜集临夏方言语料，并和东干语做出比较。当天到达
安顿好住宿后，我们实践小队迫不及待走上街头，开始着手
完成我们认为很简单的任务，第一天下午因为街上行人的配
合，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并不觉得苦和累，然而，第二天，
第三天，持续的高温让我心中开始烦躁，行人的不配合让我



感到沮丧，复杂的语料分类和对比让我感到厌倦和无趣。直
到第四天，我们去了临夏的回民聚居地——八坊街，这一天
的走访不仅完成了调研任务，而且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回民
的热情，尽管有不配合调研的居民，但也是好言婉拒，更有
的人看我们是大学生，主动与我们说了很多临夏方言的知识，
让我们收获满满。

五天的社会实践是短暂的，但这五天中，除了尝到了调研的
酸甜苦辣，在日常生活中，队员们的相互关心和罗老师的鼓
励，让我收获了欢乐与感动，每天晚上汇总完成果之后的谈
天说地，让我们这个小团体更像一个大家庭、这种感觉带来
的，是满满的信任。

夙夜强学以待问疏通知远而不诬，这次暑期社会实践，让我
感受到了做学问的艰辛，让我知道了学术门径，只有经历过，
才懂得敬畏，只有经历过，才会珍惜，对于书上每一条结论，
以后一定要珍之重之的心情，是在教室里收获不到的。最后
想说一声谢谢，是对罗老师，是对同伴们，也是对这次经历，
谢谢。

方言调查报告篇二

一、摘要

语言是劳动的产物，它和人类社会一起诞生，并随着社会的
发展而发展。汉语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汉语在发展时有
统一与分化。不同地方的方言的发展也是会相互影响的，并
且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方言有很多变化，特别是我们这一辈，
因为小学普通话，虽然说的是川普，但是四川话还是有很大
的改变了，如果和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讲话有时候是听不懂
他说的名词是什么，这就是方言的变化，当然方言的变化也
不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外来词汇替代本地方言，语音上的
变化，又增加了新名词等等，我们的方言正在朝着统一的方
向发展。在寒假期间，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普通话对方



言的影响，让我了解了我们乐山方言的变化和发展趋势，还
有普通话对乐山方言的影响到底在哪。让我对乐山方言的发
音，词汇，表意有了了解。

三、正文

我国有七大方言，而四川方言是属于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
乐山话又是四川方言的一个分支。方言是我们从小到大，并
且在日常生活中所直接接触到的语言，但是普通话又是我们
所通用的语言，并且已经慢慢在国际上推广了。普通话的推
广对乐山话有很大的影响。我发现听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讲
话，有些我听不懂，并且对于乐山本土所有的东西，他们的
叫法也跟我们说的不一样，这就是方言的发展与变化，其中
普通话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不完全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
肯定还有其他方言的引入。

1、外来词汇的加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的发展，还有通讯的发展，互联网的
发展，整个地球就成了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地的各种不同的
事物和东西都传到不同的地方，这些事物的出现，就使一个
地方的方言出现新的外来词。

例如，乐山很少下雪，下雪的时候，雪都很小，所以乐山的
关于雪的词就只是“雪，小雪，大雪”。但是，北方有时会
下很大的雪，所以对很大的雪就称之为“鹅毛大雪”，这个
词传到了乐山。

还有又比如说乐山平时刮的风很小，关于风的词就只
有，“风，大风”。但是随着发展，比如说“飓风，台风”
也传到了乐山。这些是随着外来的东西传进来的。还有一些
词比如说“冰箱，微波炉，手机”，这些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事物，也是乐山方言出现的新的外来词。



还有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的流行的说法，比如说“x丝，浮云，
神马”，都是新词汇，这些也是乐山方言的新词汇。这是社
会形态的发展，还有人们意识改变的结果。

还有一些商业的用词，各种新商品的出现等等，都增加了乐
山方言的词汇，这就印证了一句，社会的发展影响方言的发
展。

2、外来词代替了方言词汇。

在调查中我发现，我们这一代对有些词的叫法和我们的父辈
和祖辈的叫法不同，这是普通话的推广潜移默化的让我们忘
了自己方言对一些事物的叫法，所以就用普通话的叫法了。
使方言的词汇变少了，朝着汉语统一的方向发展。

比如说，我们这一代说“彩虹”，但是父辈和祖辈他们
说“杠子”，还有我们把“锥杵”叫做“豆杵子”，
把“镐”叫做“大锄头”，把“雹子”叫做“雪弹子”，
把“蟋蟀”叫做“造机子”，把“上大厕”叫做“改大手”，
现在的人都文明了，所以像乐山方言有很多很土的，有些人
都不愿意说了。

3、语音上的改变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有很多乐山方言的语音发生了改变，使
我们这一代的有写乐山方言都说的不正宗了。听着带着普通
话的口音。比如说“岂”改读为“其”，现今学生一般读
为“岂”。“摘”一般读为“则”，现今有人也读为“栽”。
“紊乱”由“问乱”读成“稳乱”。陨落，由“运落”读
成“允落”。

4、词汇表意上的改变

随着方言的发展，乐山方言的某些词汇在表意上慢慢的发生



了改变，这是必然的现象，乐山方言在某些词上和普通话的
表意完全不同，但是因为普通话的推广，让我们忘了乐山方
言的表意，而记住了普通话的表意了。

比如说普通话中的“要求你”的意思是要某人做什么”，但
是乐山话中的“要求你”是”不要你做什么事”。

5、本地方言的词汇减少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高科技的东西出现，有些比较落后的
东西就没有用了，还有生活改变了，有些东西都没有用了，
我们这一代就没有看过，所以就不知道那些东西的名字，乐
山方言词汇就减少了。

比如说用来打谷子的“桶”叫“半桶”，我们现在有些人听
都没有听过。还有风谷子的叫“风谷机”，现在的人用了联
合收割机，就没有用这个了，还有就是“碓窝”，是用来磨
花椒面的，但是现在到处都可以买到花椒面了，这种东西在
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这
个名词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四、小结

通过这次的调查，我初步的了解了我的家乡话的变化，我的
家乡话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很多东西都需要我们去保护。
但是也要接受这种变化，因为社会在发展，我的家乡话也会
随着去改变。乐山方言在语音上的改变，还有外来的词汇代
替乐山方言，外来词汇的加入，本地方言的减少。这些都是
乐山方言的变化。乐山方言在发展中也要保持自己的特色，
乐山人应该在没事的时候多了解一下乐山的文化特色，保护
乐山的方言特色。



方言调查报告篇三

我们眼下的社会，我们使用报告的情况越来越多，不同种类
的报告具有不同的用途。你所见过的报告是什么样的呢？以
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大同方言调查报告，欢迎大家分享。

：大同方言是晋语的代表，晋语是新划分出的汉语方言区域，
研究大同方言有利于晋语的发展。而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
充分了解方言特征，更好地学习普通话。本文侧重大同方言
与普通话音系之比较，从音系声母、韵母、声调三方面进行
论述，由此得知，大同方言与普通话相互联系，各有特点。

大同方言;普通话;声母;韵母;声调;对比大同方言属于晋语，
就全部晋语来说，按当前普遍认同的说法，大同方言属于大
同包头片(主要分布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中部)，就山西境内
的晋语来说，大同方言属于以大同为中心的云中片。大同方
言主要包括大同市区、大同县、天镇、阳高、左云、右玉等
区域。浑源、灵丘方言列入山西方言五台片。广灵方言属河
北语系，列入北方官话区。晋语区是近十几年，学者从汉语
方言划分出的新的方言区域(晋语包括北方方言中山西部分地
区极其临近陕西、河南、河北、内蒙部分有入声的地区虽然
现在仍对“晋语”的开始“独立”争议颇多，但可以窥
见“晋语”极有特色)。而大同方言就是晋语的代表，因为方
言中存在大量的入声字。本文侧重研究大同方言与普通话在
音系方面的异同，通过二者的比较，可以得知，大同方言与
普通话相互联系，各有特点。从而可以更好地了解大同方言
音系特征，对当地人学习普通话也大有裨益。

声母，指音节中位于元音开头那部分，大多是音节开头的辅
音。

普通话有21个辅音声母，外加1个零声母，共22个声母。而大
同方言有19个辅音声母，外加1个零声母。马文忠先生认为，



大同话有23个声母，包括零声母[?]，他将[t?][t??][?][?]包含
在声母系统中。笔者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发现现在的大同话
中没有翘舌音，即将[t?][t??][?]归入[ts][ts?][s]，[?]用[z]代替。
此外，大同方言另有[v]声母，这就是大同话的19个辅音声母。

韵母，指音节中声母后面的部分。

普通话有三十九个韵母，韵母主要由元音构成，也有的由元
音加鼻韵音构成 。韵母按结构可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
带鼻音韵母。本文为了更好地将普通话与大同话进行比较，
把普通话中的韵母分为三类，把单元音韵母和复元音韵母合
并成一类，称作普通元音韵母;另一类仍为带鼻音韵母;把卷
舌元音单列一类。

大同话共有三十四个韵母。韵母均由元音构成，按其的特点
将大同话韵母分为四类。一类是普通元音韵母;一类是鼻化音
韵母;一类是卷舌元音。

声调，指的是音节中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音高变化。

普通话有四个单字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大同话有五
个单字调，阴平、阴平、上声、去声、入声。

1、普通话没入声，入声是一种收塞音韵尾的声调，它很短促。
这也是晋语的一大特点。

2、普通话与大同话都有阴平、阴平、上声、入声四调，但相
同的调类调值差异很大，这也是大同人学习普通话的又一困
难所在。

大同方言是晋语的代表，研究大同方言音系对晋语的发展很
有意义。本文在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归纳总结，
侧重大同方言与普通话音系之比较，从而可以更好地了解大
同方言音系特征，对当地人学习普通话也大有裨益。



方言调查报告篇四

一、摘要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一种符号
系统。语言是劳动的产物，它和人类社会一起诞生，并随着
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汉语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汉语在发
展时有统一与分化。不同地方的方言的发展也是会相互影响
的，并且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方言有很多变化，特别是我们
这一辈，因为小学普通话，虽然说的是川普，但是四川话还
是有很大的改变了，如果和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讲话有时候
是听不懂他说的名词是什么，这就是方言的变化，当然方言
的变化也不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外来词汇替代本地方言，
语音上的变化，又增加了新名词等等，我们的方言正在朝着
统一的方向发展。在寒假期间，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普
通话对方言的影响，让我了解了我们乐山方言的变化和发展
趋势，还有普通话对乐山方言的影响到底在哪。让我对乐山
方言的发音，词汇，表意有了了解。

二、关键词：

语言融合，四川方言的变化，语音上的变化，外来词的代替，
增加新名词，表意上的变化

三、正文

我国有七大方言，而四川方言是属于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
乐山话又是四川方言的一个分支。方言是我们从小到大，并
且在日常生活中所直接接触到的语言，但是普通话又是我们
所通用的语言，并且已经慢慢在国际上推广了。普通话的推
广对乐山话有很大的影响。我发现听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讲
话，有些我听不懂，并且对于乐山本土所有的东西，他们的
叫法也跟我们说的不一样，这就是方言的发展与变化，其中
普通话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不完全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



肯定还有其他方言的引入。

一、外来词汇的加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的发展，还有通讯的发展，互联网的
发展，整个地球就成了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地的各种不同的
事物和东西都传到不同的地方，这些事物的出现，就使一个
地方的方言出现新的外来词。

例如，乐山很少下雪，下雪的时候，雪都很小，所以乐山的
关于雪的词就只是“雪，小雪，大雪”。但是，北方有时会
下很大的雪，所以对很大的雪就称之为“鹅毛大雪”，这个
词传到了乐山。

还有又比如说乐山平时刮的风很小，关于风的词就只
有，“风，大风”。但是随着发展，比如说“飓风，台风”
也传到了乐山。这些是随着外来的东西传进来的。还有一些
词比如说“冰箱，微波炉，手机”，这些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事物，也是乐山方言出现的新的外来词。

还有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的流行的说法，比如说“浮云，神
马”，都是新词汇，这些也是乐山方言的新词汇。这是社会
形态的发展，还有人们意识改变的结果。

还有一些商业的用词，各种新商品的出现等等，都增加了乐
山方言的词汇，这就印证了一句，社会的.发展影响方言的发
展。

二、外来词代替了方言词汇。

在调查中我发现，我们这一代对有些词的叫法和我们的父辈
和祖辈的叫法不同，这是普通话的推广潜移默化的让我们忘
了自己方言对一些事物的叫法，所以就用普通话的叫法了。
使方言的词汇变少了，朝着汉语统一的方向发展。



比如说，我们这一代说“彩虹”，但是父辈和祖辈他们
说“杠子”，还有我们把“锥杵”叫做“豆杵子”，
把“镐”叫做“大锄头”，把“雹子”叫做“雪弹子”，
把“蟋蟀”叫做“造机子”，把“上大厕”叫做“改大手”，
现在的人都文明了，所以像乐山方言有很多很土的，有些人
都不愿意说了。

三、语音上的改变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有很多乐山方言的语音发生了改变，使
我们这一代的有写乐山方言都说的不正宗了。听着带着普通
话的口音。比如说“岂”改读为“其”，现今学生一般读
为“岂”。“摘”一般读为“则”，现今有人也读为“栽”。
“紊乱”由“问乱”读成“稳乱”。陨落，由“运落”读
成“允落”。

四、词汇表意上的改变

随着方言的发展，乐山方言的某些词汇在表意上慢慢的发生
了改变，这是必然的现象，乐山方言在某些词上和普通话的
表意完全不同，但是因为普通话的推广，让我们忘了乐山方
言的表意，而记住了普通话的表意了。

比如说普通话中的“要求你”的意思是要某人做什么”，但
是乐山话中的“要求你”是”不要你做什么事”。

五、本地方言的词汇减少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高科技的东西出现，有些比较落后的
东西就没有用了，还有生活改变了，有些东西都没有用了，
我们这一代就没有看过，所以就不知道那些东西的名字，乐
山方言词汇就减少了。

比如说用来打谷子的“桶”叫“半桶”，我们现在有些人听



都没有听过。还有风谷子的叫“风谷机”，现在的人用了联
合收割机，就没有用这个了，还有就是“碓窝”，是用来磨
花椒面的，但是现在到处都可以买到花椒面了，这种东西在
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这
个名词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四、小结

通过这次的调查，我初步的了解了我的家乡话的变化，我的
家乡话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很多东西都需要我们去保护。
但是也要接受这种变化，因为社会在发展，我的家乡话也会
随着去改变。乐山方言在语音上的改变，还有外来的词汇代
替乐山方言，外来词汇的加入，本地方言的减少。这些都是
乐山方言的变化。乐山方言在发展中也要保持自己的特色，
乐山人应该在没事的时候多了解一下乐山的文化特色，保护
乐山的方言特色。

方言调查报告篇五

“胸是炒鸡蛋、王五井儿、装垫儿台……”最近北京话
的“吞音”在网上火了，上述词汇翻译过来就是“西红柿炒
鸡蛋、王府井和中央电视台”，这些词汇一经念出便引发众
多网友跟读。网友对此自然是抱着好玩儿的心态，然而，语
言专家们却读出了不同的深意。日前，北京市语委一位官员
指出，“当前我们中学生对老北京话是不太熟悉的，地方方
言可以说是日渐式微。”

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熟悉的乡音让人想起故
乡、记住乡愁，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传承中华
文化、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现
代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频繁以及普通话推广工作(以下
简称“推普”)的进行，使用方言交流的人们越来越少，地道
的方言严重退化、萎缩，甚至有人预测，方言的消失只是时
间问题。



为了科学保护和开发利用语言资源，，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领导实施了一项语言文化类国家工程——“中
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这意味着，方言的保护工作正式纳
入国家战略。

孩子就是未来，您的孩子还会说家乡话吗?方言在各地的保护
与传承情况如何?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能否不形成“你进我退”
的结果?带着这些问题，本网记者选取了我国七大方言所属的
典型省份进行了采访调研。

人民北京8月24日电家住广州白云区的陈阿姨自从孙子上幼儿
园后，就多了一件烦心事——“孙子说，幼儿园老师要求大
家都要讲普通话，说粤语会被小朋友笑话‘土气’，所以他
不要和嬷嬷(粤语：奶奶)讲粤语了，而且还要求嬷嬷学好普
通话。”小孙子的举动，让陈阿姨哭笑不得，她还发现，以
前在孙子面前都用粤语交流的儿子儿媳，现在也改用普通话
了。

如今，在各地方言区，不少家庭都遭遇了和陈阿姨同样的情
境：家乡话在家中使用的频率越来越少，逐渐退出日常交际。

您的孩子还会说家乡方言吗?

——越来越多人产生母语危机感保护方言成共同愿景

“月亮粑粑，肚里坐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
奶奶出来绣花，绣杂糍粑……”在长沙潮宗街旁的一条巷子
里，几个小朋友正在一边玩耍一边说着方言。记者问
道：“小朋友，你们会讲长沙话不?”“晓得港类!”一个穿
黑色衣服的小男孩骄傲地回答，而另外一个小朋友马上纠正
道，“我们老师说了，要说普通话。”

另一边，在南京栖霞区仙林街道一大型小区内，记者也向正
在玩耍的孩子们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不太会，我家只有爷



爷奶奶讲。”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一共随机寻找了20位
年龄在4岁到13岁不等的孩子，其中，有10人明确表示自己不
会说方言，但能听懂;7人表示不常说，但也能听懂;表示经常
说方言的仅有3人。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大多数人表示，并不会刻意教孩
子说方言，“我家孩子现在几乎不会讲方言了，上课听老师
讲的是普通话，和同学交流说的是普通话，回家跟我们张口
也是普通话，哪有语言环境啊。”

来自福建三明市尤溪县的肖女士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我
母亲说的是尤溪洋中话，我在城关长大，听的多是城关话，
我爱人是中仙人，说的是中仙版的尤溪话。一个家里有三种
方言，小孩肯定会犯晕啊，索性我们都跟他说普通话。”肖
女士说，现在学校教学也统一用普通话，久而久之，孩子对
方言也就没什么概念了。

“我们从农村来城市，这边人都说普通话，我觉得说普通话
更洋气一些，说方言就比较土了，而且我和他爸爸现在定居
在城市里，很少回农村，孩子从来没有在农村待过，没有必
要学方言。”来自湖南益阳的李女士说。来自哈尔滨的商先
生也明确表示不会教孩子说方言，他的理由是怕孩子在幼儿
园被嘲笑。

实际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不仅是孩子，现在连一些
上了岁数的人说方言的能力都退化了。来自南京的孙先生告
诉记者，尽管自己也算是一个“老南京”，但对于方言，如
今自己讲得也不是很地道了。

仅就福建为例，知名编剧林瑞武联合有关专家对福州、厦门、
莆田和龙岩4地各200名中小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掌
握方言且经常使用方言的学生中，福州23.65%，厦门36.68%，
莆田38.97%，龙岩仅17.53%。



河南科技学院语委办主任王新宇告诉记者，除了说方言的人
在慢慢减少，河南方言承载的一些传统文化、民俗、生活习
惯等，都在慢慢消失，在新的社会环境里成长的孩子们，学
会后甚至难以在现实生活中使用。

在广东，普遍存在的普通话语言环境，使得许多广东的年轻
人已不懂得一些专用名词的粤语读法，不知道粤语歇后语及
习惯用语的意义，这使不少以粤语为母语的人士开始产生一
种母语危机感。

在广州工作20多年的李小姐就后悔没有学会说一口流利的粤
语。她说：“在广州住久了，如果外出逛街、吃饭，和本地
朋友聚会也说粤语的话，感觉同这个城市的亲密度更高了，
如果还说普通话还是有异乡人的感觉。”

“一听到东北话就亲切，就像回家了一样。”常年在东南沿
海一带打工的王磊说，外出打工多年还是忘不了家乡“大碴
子味儿”的土话，“见到老乡，不用介绍，一听就知道是东
北人!”

“毕竟方言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种文化遗产，代表了一
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在江苏扬州市开发区八里镇，48岁的
市民李孟告诉记者，打小都是说着方言长大，如今看到下一
代方言说的越来越少，从心里感觉还是很遗憾的。“但也没
办法，毕竟方言太小众了。”

如今，在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之际，留住乡音，保住地方文
化也越来越成为许多人的共同愿景。

推普与保护方言矛盾吗?

——“双语人群”逐渐增加专家：普通话和方言共同发展是
时代需要



对此，中山大学教授、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广府文化研究
专家黄伟宗表示，推广普通话与推广方言其实并不存在“谁
抑谁扬”。“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大量外省人口流入，他
们中的大部分也接受了粤语，有的完全会说，有的会听不会
说，这都促进了粤语使用范围的.扩大，某种程度上讲，也是
推广了粤语。”

黄伟宗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找到印证。在广州送快递
的小张本是江西人，但因工作需要要和讲粤语的客户沟通，
他便向同事学习起说粤语。几个月下来，他和客户用粤语沟
通完全没有问题，“准不准唔(粤语：不)重要了，反正大家
听得明就得(粤语：好)。”很明显，他的表达已经“粤语
化”了。

目前，在珠三角地区，同时掌握普通话和粤语的“双语人
群”不断增加，年轻人普遍认为，这种“双语模式”更灵活、
更高效。在很多正式场合，用普通话早已成为大家共识，而
在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对粤语的要求就比较
严格，很多招聘启事中都写有“粤语优先”的要求。

“语言的传承和发展，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黄伟宗强调，
“在广东，粤语完全可以和普通话共同推广，共同发展，这
是时代的需要。”

福建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教授黄萍也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方
言的学习和普通话的普及并不矛盾。她说，语言的普及性一
定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使用频率和使用价值，而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方言来说，应对其的保护和传承给予更多关
注，“我们看到一些闽南的孩子，即便到了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学习生活，也经常用家乡话交流，这也是对方言的传承。
”

不过，在采访中，也有一些语言专家认为，部分方言的消失，
其实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语言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它是社会自然发展的一种结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孙华先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语言总会出现一些对应的变
化，而这种变化是不可抗拒的，保护方言应保持理性，顺其
自然。“从目前状况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方言可以
说与普通话的共性会越来越多，而自己原本的特色会越来越
少，变化也会越来越快。”

长期从事方言研究的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全国方言学会
理事戴昭铭也持相同观点，他表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东
北人与南方方言区的人之间没有通话困难了，哈尔滨的话比
起辽宁话来与北京话更加相似，乡音特色不鲜明，人们对普
通话和黑龙江方言的界限认识不清楚，虽然保护的积极性很
强，但是保护的目标不清楚，给方言保护造成另一种困难。

——如何留住乡音、留住乡愁?

保护从未停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将在各地设1500个
调查点

语言总处于变化中。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方言与普通
话的融合会进一步加深，然而国家和各地对本土方言的保护
却从未停步。

据悉，早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就开始建设，已经过
了7年试点探索。去年起实施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则
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大约1500个调查点的工作任务，对语言和
方言进行调查、采录、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
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未来，除建设数据库、提升语言的
信息化水平外，还将编写濒危语言志、方言志，以真正留住
乡音、记住乡愁。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教育厅和省语委办启动了“中国语言
资源保护工程·黑龙江汉语方言调查”，其中林口县是全省
首批5个调研点之一，负责该地调研的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副院长吴媛媛介绍，工作人员首要任务是遴选发音人，发音
人的方言语音和影像将被国家永远留存下来。另据所知，虎
林也是国家语言保护工程所设的黑龙江省唯一一个濒危汉语
方言点，虎林方言岛的调研已纳入该调查项目范围。

黑龙江省的方言保护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在戴昭铭
教授看来，目前的工作还远远不够，他认为，语言和文化是
一体的，黑龙江方言应该在地方曲艺中传承。“黑龙江方言
既要保护在文档里，也要融入到民间文化中，寄存在二人转、
民间相声等活体文化中。”

早在，江苏便开始启动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江苏省语
委在全省设立了70个调查点，遴选了近500名发音合作人，采
录了时长超320小时的方言和地方普通话有声数据，以及地方
戏曲、童谣吆喝、民歌等方言文化有声视频资料。

下一步，江苏省将进一步对原有中国语言数据库进行扩充整
合，在省内官话区每3至4县取一个点，吴方言区的每一个县
取一个点，增加35个调查点，科学保存当地方言。

今年，福建省21个县(市、区)的22个调查点(其中仙游县2个
点)列入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年内将完成录音录像
等工作，将仙游版莆仙方言永久保存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
数据库”中。

在河南，除了18个省辖县(市、区)各分布一个点外，还选择
了比较有代表的林州市、灵宝市、兰考县等7个地方作为调查
点。目前已完成开封市鼓楼区和兰考县的数据采集，八月底
完成新乡市卫滨区和林州市的数据采集。

河南省教育厅语言文字处副调研员柳建伟告诉记者，当前存
在的困惑是，从河南的现状来看，国家给的25个试点还有点
少，不能反映河南方言的全貌。下一步，河南准备争取科研
资金，继续扩大调查点，争取把河南整个方言保护工作做得



更多、更详细。

据了解，广州的一些学校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对学生的粤
语教育。20起，广州越秀区先烈中路小学便开设每周一
天“广州话日”：周五除上课和早读必须使用普通话外，下
课时间孩子一律讲广州话(粤语公认的标准语)，孩子们互纠
语病、音准。华南师范大学在学校建有“岭南文化研究”社
团，每周定期开设粤语课堂，通过教学粤语的同时传播岭南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