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有趣的讨论出现了。如
果我国所有的人都开始说普通
话，那是否会有一天，大家都不再
使用方言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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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不仅不会消失，新的方
言还在不断产生。这种增量不
仅体现在不同地域，也体现在不
同年龄、不同职业。

在致力于方言研究多年的
汪启明看来，广义的方言除了会
在地域上形成分化，在不同年龄
层、不同行业也会产生分化，从而
形成方言。例如，90后人群有他
们自己的“方言”，医务工作者也
有行业内的“方言”，方言的外延
早就包括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
言，得到了极大的延伸。

一个常见的例子，“呵呵”在

通常的语言环境里，是微笑的拟
声词，表达喜悦，没有任何褒
贬。但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

“呵呵”一词在很多年轻人的语境
里拥有了不同的意思——表达嘲
讽或者无奈。正所谓“谣言止于智
者，聊天止于呵呵”。

“很多这种类似的网络词
汇，我们听不懂，但在年轻人的
交流语境中是畅通的，这其实也
就是这一代人新形成的方言，其
他还有诸如‘嗯嗯’‘嗯哼’等
等。”汪启明也为这种现象提出
了自己的观点：正如“一代有一

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方
言。而在此之外，那些在行业内
才能懂的专业术语，在这种意义
上也属于“方言”的一种，正所谓
隔行如隔山 。

时代会赋予“方言”新的含
义，新的方言因素正在不断产
生。曾经，方言因山川、河流、战
争、交通、迁徙而生，也因为贸易、通
婚、交通、迁徙而合。但现在，随着
年龄层的不同、职业圈层的不同，产
生了新的方言因素。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
杨 陈光旭实习生 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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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 “輶轩使者”汪启明：
方言在发展变化，但永远不会消失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方言在不断发展、
变化，一些方言传承了下来，另一些方言则被淘
汰、遗忘，或是被新的方言所替代，但方言永远不
会消失。

方言不会消失
但具体某一种方言存在消失可能

从 2015 年开始，我国启动
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
工程”），在全国组织了 1500 个
方言点的田野调查，其中四川有
90多个方言调查点。“语保工程”
的实施，正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
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

也是基于此，汪启明还特别
提到了“双语”沟通在未来社会
的持续性问题。“在未来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会使用‘双
语’进行交际，在工作场合或者
与同龄人说话时，大家使用普通
话，回家乡后和父母长辈说话，
则使用方言。这种在方言和共

同语里无缝转换的方式并不难，
事实上，这也符合目前大多数年
轻一代的语言习惯，大家也是这
么做的。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
言是完全不冲突的事情。方言
是民俗文化的瑰宝，具有重要的文
化价值。我们的文化没有变，我们
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也没变，强
行让方言改变是不可取的。”

2020年6月，在教育部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语言文
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徐晓萍表示，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范的是
公共领域的用词用语，对个人在
非公共领域使用语言文字没有

做任何的限制，并且即使在公共
领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
使用方言也留有了空间”。推
广普通话和使用传承方言并不
矛盾。这样的官方表述，等于
对这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锤定音”。
“尤其是对南方人来说，例

如粤语区，强行要他们分清普通
话的有些标准发音，是一件比较
难的事。”汪启明谈道，我国历朝
历代人们所操持的语言都是方
言与雅言（即共同语）的混合体，
在现代，方言和共同语也将长期
共存，并不存在鸿沟。

“语保工程”实施 方言和共同语将长期共存

一代有一代之方言 地域方言变少但社会方言变多了

汪启明教授 《汉语方言大词典》

世界上大约有7万多种
语言。根据国外语言学家最
近的一项统计，近一半的语言
正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

语言的第一要义是交
际。为了更方便地与他人交
流，历朝历代的语言规范化
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古代
有所谓的“雅言”，就是一种
超方言的交际形式。由于语
言发展演变的动态性，有些
方言消失了；有些从这个地
方的方言变成了另一个地方
的方言，本地反而没有了。
明清时代有官话，现代汉语
有共同语。共同语是一种语
言的高级形式，当人们都习
惯使用共同语后，方言的使
用频率相对下降，使用场合
逐渐缩小，自然就面临“消
失”的窘境。

如此，一个有趣的讨论
出现了。如果我国所有的人
都开始说普通话，那是否会
有一天，大家都不再使用方
言了呢？

方言，正是伴随语言演
变而产生的必然现象。由于
语言的不断统一和分化，方
言也不断形成；因为内因或
外因的推动，又不断消失。
就某一种具体的方言而言，
确实会面临消失的情况，但是
新的方言必然也会持续产生。
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方
言”一定不会消失，但某一种

“方言”是可能会消失的。
在另一方面，方言与共

同语作为语言这个大范畴内
对立的双方，是相互转化依存
的。例如国家规定普通话是
目前我国使用的共同语，但它

本质上依然以方言为基础，如
现代普通话是1953年中央人
民政府以热河省承德市滦平
县为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以
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

“假如四川方言消失了，
四川人都说普通话了，那也
只是从一种少数人使用的方
言变成多数人使用的另一种
方言的过程。人不能离开语
言，而所有语言的基础都是
方言。社会是变迁延续的，
方言也就有生有灭，有灭有
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方言永远不会消失。”汪启明
谈道。

而对于某一种具体方言
的消失，汪启明认为，应该看
成是一个物种的消失，非常
可惜。在漫长的历史中，方
言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动状
态，但这种变化又极其缓
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人
的一生中，很难意识到方言
的改变。只有跳出来，站在
更宏观的历史角度去看，才
会意识到方言的变化，就像
秦汉的文法与唐宋的文法截
然不同一样。时至今日，方
言仍在变化。而人类在选择
语言时总是很聪明地将那些
不好用的、与时代逐渐脱节的
方言摒弃。因此，某一种方言
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就会慢慢
淡出历史舞台，成为未来再进
行“方言考古”的化石了。

世界是多样的，文化也
是多样的。维持世界的多样
化，是人类的共同理想，相应
地，语言也应丰富多彩。那
么，保护濒危方言就显得至
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