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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著名语言学家江蓝生：共同与多样，并行不悖

2010-12-29 10:33:20    

   

 (作者谢颖，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 

 

方言中凝聚着文化和情感 

 

问:方言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的载体，一个人说什么方言是和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方言的保护其实也

就是对当地文化的热爱。 

 

答:方言是中华民族很重要、很宝贵的文化资源，它记录了说这一方言的人们的历史、风俗、文化和思想感情。爱祖国与爱家

乡、爱家乡的方言是一脉相承的。全球客家人每两年回家乡举行一次大聚会，正是爱国爱乡的生动表现。粤方言是保留古汉语面

貌最多的一种方言，对汉语史研究价值非常大，要想了解古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粤方言是一块活的化石，十分宝贵，应

该十分重视对它的保护，使这一宝贵的方言资源长久地传承下去。方言在开放的环境下变异快、变化大，不容易保存，正因为如

此，政府应该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去保护。 

 

问:在人们印象中，粤语可以算是最强势的方言了，为何是粤语发出了这种担忧的呼声呢？ 

 

答:“保卫方言”的口号和行动出在粤语区和吴语区并不偶然。这两个地区的人平均文化程度高、文化自觉性强是最主要原

因。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然生态需要保护，人文生态也需要保护，应该高度重视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有效的抢救

与保护。吴语和粤语方言特色浓，跟官话区方言区别大，其文化价值和语言学上的价值重要，值得格外珍视也是一个原因。当然

也不排除经济发达地区的有些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往往有一种优越感，再加之有些人因对国家的语言政策不了解而产生了担忧和

警惕。 

 

推广普通话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问:像我国这样一个方言种类数量庞大的国家来说，在社会的交流和发展中，一种通用的共同语是否尤其必不可少？ 

 

答:我们国家有将近13亿人口，56个民族，语言丰富多彩，使用情况极其复杂。汉语有许多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

都有很大的差异。为了更好地发挥语言的交际作用，必须确定一个共同语以便交际，这个共同语就是普通话。普通话的标准:以

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推普重点在学校、国家机关和社会有关部门，

要让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机关工作语言、传媒宣传语言、社会交际语言。问:普通话的推广不可避免对方言产生影响，如何评

价人们所担心的方言消亡？ 

 

答: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语言生活多样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普通话的推广不仅使某些方言迅速变异，而且使有些次方言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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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境地，从而引起一些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的担心与忧虑。其实，我们倡导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方言是消灭不了

的，也不应该消灭。 

 

对待方言的变异要用科学客观的眼光来看待。 

 

生动、丰富，语言的融合 

 

问:人们担心普通话削弱方言，削弱地方文化，但其实在普通话里，有很多的方言词汇，它们是在互相影响么？ 

 

答: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粤语跟几百年、上千年前的粤语必然有许多不同之处，变化是绝对

的，不变是相对的。方言区的人们也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母语的变化。普通话和方言之间是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关系。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普通话以空前的速度大面积地在全国得以推广，进入城市和他乡的农民工、走南闯北的商人们都自觉地学习和

使用普通话，同时他们的方言也在异地留下了足迹。比如粤语北上:打的、的士、面的、板的、摩的、的哥、的姐等，出现了新

的阴平音，构词能力强，成为一个新的汉化的语素。而东北风南下，忽悠、唠嗑、得瑟、指定等东北方言词汇也风靡全国。使语

言更加丰富、生动、传神。中华文化长久不衰，其生命力就在于和而不同，多元融合。 

 

问:但现在我国的确有一些方言濒危，会影响语言的多样性，应该怎样保护？答: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

的民族的特殊文化。语言的消失意味着信息的丧失，意味着语言使用者的特殊民族文化的断裂和消失。根据报道，东英吉利大学

的人口生态学家威廉•萨瑟兰利用生物学家评价一个濒危物种濒临灭亡的程度时所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对6809种人类语言的濒危

程度进行了分类。他说:“根据人口规模和下降趋势来看，人类语言的濒危程度比鸟或哺乳动物要大得多。”他甚至认为将近1/3

的现有语言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十分无奈地承认，一些语言的衰败消失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我们不可能根本性地阻止它的衰亡，顶多只能延缓其衰亡的过程。因此，更紧要、更有意义的工作是及早地、随时地、一代又一

代地把它记录下来，制成可以永久保存的声像资料，供后人了解研究。 

 

问: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很多大城市都是各种语言的汇集地，包括普通话、各种方言、外语等，更能体现语言的冲突

与融合。 

 

答:现在大城市人口猛增、各方杂处，方言与普通话也彼此渗透，都是双语甚至多语的语言结构。而实际上在这些城市里，语

言的使用很自由，尤其是在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交流中。 

 

推普不是禁止使用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只是要求在一些公众场合使用普通话，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同时要尊

重人民群众对母语的感情，处理好推普与护留方言的关系，要在推进语言的共同化进程中注意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使二者

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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