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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南方方言区的人，普通话说得呱呱叫，方言却说得结结巴巴；许多年轻人甚至不会说方言，对方言知识更是茫然无知；有的人

把方言看成是“县级以下的人才说的”低级的、落后的语言；也有的人把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对立起来；有的甚至出现将推广普通话和消

灭方言等同起来的做法，如某小学生因为讲了两句方言被老师打掉了门牙。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人们对自己的母语——普通话和方言认识上

的模糊性。 

1. 何谓“方言＂和“普通话＂？ 

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它自己的方言，跟它相对的是民族共同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方言与普通话一样都是我们汉民族现实存在

的语言，都是我们的母语。方言就是人们常说的“地方话”，是汉语的地域变体，它是通行于某一地点或某一地区的交际工具。普通话是以

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从方言与普通话定义的内涵看，普

通话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通行，方言则是通行于一定区域的一方之言，它为一个区域的人们服务，也能发挥日常交际的功能。 

2. 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普通话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来源于方言，根植于方言。北方方言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原因，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变迁，

它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泛，影响也越来越大，逐步上升到民族共同语的地位，普通话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成为了方言的一种高级形

式，而其他方言则成为从属地位的一方之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普通话高于方言，它既在方言之中，又在方言之上，带有一定的人造性

质，同时普通话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排斥吸收除北方方言外的其他方言成分。普通话和方言有着共同的来源——都源于祖语古代汉语，它们之

间有许多共性，但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存在着异质因素，其中语音的差异最大。从语言材料上看，普通话和

方言、方言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来概括，它们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不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3. 方言的文化价值 

  在我国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北京方言进入了主流社会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语，而其他方言则成为地方独有的语言。如果我们不管

它们流行范围大小的差异，从文化学角度看，普通话和方言都有其存在的独特文化价值和意义，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说，普通话代表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而方言代表的是地方文化，它承载着地方富有特色的、丰富的文化蕴含，是普通话赖以生存

和今后发展的基础。虽然方言处于从属地位，但它并不是低级的、落后的语言，语言本身是没有优劣之分的。比如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粤方

言词，进入了普通话词汇；方言中的一些词语，如果换成普通话去说，即使能够表达出那个意思，但已失去了它的本色神韵；许多古典诗词

用方言诵读比普通话要押韵；方言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一方人有一方人的“乡音”，同时“乡音”又蕴涵了“乡情”，这是旅居海内外同乡

人互相认同的最直接最亲切的标志，也是社会生活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丰富多彩的方言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方言的变迁又折射出社会的变迁，这是一笔十分值得研究的巨大社会财富，许多方言更是我们

研究不同族群语言乃至历史发展与变化的“活化石”。 

方言还具有不可替代的神韵和妙处，大凡作家或多或少都会在作品中留下自身方言母语的烙印，成为作家风格构成和识别的重要元素。

如高则诚就是在宁波城区的不远处栎社写的《琵琶记》，篇中有一句台词“尽日走四方，走得脚无毛。”就是典型的宁波方言；还有鲁迅、

沈从文的小说语言都带有浓浓的方言特色。 

我们知道生物的多样性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同样道理，人类语言的多样性，是保证我们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重要因素。方言虽说

不是主流文化，但现如今它似乎成了一种无形的时尚。我们的一些电视方言节目、方言歌曲翻唱、地域性的谈话节目等等都表现出了顽强的

生命力，说明人类对方言仍有大量的需求，这既是一种文化需求，也是一种心理需求，人类需要多元文化的并存与发展。正如胡锦涛主席在

美国 耶鲁大学演讲中说到：“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 

4. 对方言和普通话应有的认识 

通过以上阐述，笔者认为我们对方言和普通话应该形成以下共识： 

一是，我国推广普通话并不是禁止说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人人会说普通话”的推普目标，并不是“人人只说普通话”。 

二是，方言和普通话，都有各自存在的必要性，是完全可以并行相容的，保护方言，或推广普通话，都不存在排他性问题。 

三是，方言对于普通话而言，犹如万千溪流之汇于长江、黄河。正因为有各地方言源源不断地为普通话注入丰富的词汇，我国的语言才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与生动性。 

四是，在当今竞争社会，年轻人既能说一口地道的母语方言，又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无疑为自己增加了生存的砝码，增强了竞争的

机会。 

五是，方言传承了自古以来汉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民情而在语言的内涵与运用上永远优于普通话，但从全球文化的视角来看，

普通话在保证人们之间的信息交际以及交流的顺利沟通，进而形成“全球化语境下的‘华语’文化圈”的功能，是方言所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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