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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定资料

资料 1

乡音，历来都是最亲切的声音，也是公众对自己“来自何方”的一种寻根。自古以来，

就有许多文人骚客表达了对乡音不一样的情愫，无论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一般的陈述，还是“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一般的追叙，所表达的，都是对乡

音的怀念。不然，何至于觉得自己的乡音变了，但莺声却还似故乡那般呢？而事实上，乡音

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个族群共同的文化印记。然而当下，许多人离开家乡之后，很

少讲方言，而他们的孩子，也很少再学习方言。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方言的生存空间被压

缩得很小，甚至于在许多家庭里面，方言在慢慢消失。

湖南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汪涵曾独自出资 465万元，在湖南发起了一项方言调查——“響

應”计划。“響應”其实就对应“乡音”这两个字。该计划准备用 5年到 10年的时间，对湖

南 53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研究，用声像方式保存方言资料，进行数据库整理后无偿捐

献给湖南省博物馆，作为永久的人文史料保存起来。

调查数据显示：全世界现存 6000多种语言，但现在这些乡音正在以每两周消失一种的

速度减少。这样的现象的确是很可怕的。正如汪涵所言，“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可以让你

走得更方便，但是方言，可以让你不忘记你从哪里出发；普通话让你交流极其顺畅，而方言

让你感受到无限的温暖”。很多地方的戏曲、民歌、民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就是

方言，而一旦方言失传，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便也存在失传的可能性。地方方言是一种不可

再生、不可复现的资源，一旦失传，根本无法再造，因为方言的流传，就是历史变迁的“活

化石”。

资料 2

会说普通话、说好普通话是每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倘若在普及普通话的过程

中淡化了我们的方言，这何尝不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缺陷？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

言是最能体现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方言传承的是地方发

展中的语言特色，有着极其丰富的特色文化底蕴，是任何语言所不能代替的。当下，方言作

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重视和发展。

泉州、厦门等地为了更好地保护闽南方言，鼓励学习开设闽南文化特色课程，成立闽南

文化交流社团……通过开设闽南话课程、闽南民俗课程等来引导孩子们莫忘本莫忘根，引导

孩子们会说方言、会用方言，让方言得到传承、发展，成为引领孩子成长的重要特色文化。

资料 3

要不要教孩子说方言？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矛盾的焦点，除了说方言会不会

影响普通话发音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方言背后的“身份歧视”会不会代际传承：别的小朋

友都说着“高大上”的普通话，你家孩子突然冒出一句方言，会不会一下子就“低粗土”了

呢？

千百年来，汉语方言土生土长在农村。可是中国农村的地方文化早已支离破碎，方言的

文化自信也渐趋于无。到 2020年，我国城市和城镇化比例将达到 70%。于是有人调侃，未

来中国的汉语方言大约也就剩下京津、吴越徽和闽粤台等语系了。如此看来，倒不是不可能。

我们身边，有一些人因为担心被戴上有色眼镜而不愿意说方言，更别说保护方言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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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动人口，为尽快适应流入地的社会文化，会刻意冷落、遗忘家乡的方言，转而熟悉，学

习流入地的方言。看似乡音的切换，实则是渴望身份的转变。

由此可见，保护方言，首先要剥离方言背后的“身份歧视”。说方言不等于没素质，只

不过要注重语境和场合。歧视方言主体，对地方语言文化特色没有包容力，才是真的没有素

质。

再者，方言流失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同时，方言传承也并不像我们

所想象的那么不堪一击。在大浪淘沙、去糟粕取精华的过程中，劳动人民的智慧会赋予它新

的生机。

资料 4

对不少方言爱好者来说，方言存放在数据库里，并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觉得，方言必

须用起来。现在的方言已不再纯正，使用者渐少，“推广普通话”要为此负全责。

不可否认，一些方言确实在向普通话靠拢，特点也有所淡化。不过，在山东大学文学院

教授钱曾怡看来，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方言一直在不断演变，如方言文白异读有很长的

历史，并不是推广普通话以后才有的现象，方言的发展，肯定要受到共同语、其他方言乃至

外语的影响，这对完善方言的交际功能有百利而无一害。

方言（弱势语言）的大量消失，让很多人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方言是地区文化最重要

的载体；一种语言的消亡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亡，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保护方言，真的如此重要吗？恐怕不一定。一些国外学者指出，试图保护所有的语言是非理

性的。很多方言没有书面语，实用性太差，这些语言待在博物馆里正合适。语言只是人类的

工具，如果一种语言没有竞争力，迟早会消亡。

文化有很多载体，如饮食、风俗、艺术等，认为“语言的消亡意味着文化的消亡”，颠

倒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资料 5

国外保护方言的措施和办法。

法国：政府拨预算。1992年，法国《宪法》规定法语为法国唯一的官方用语，但法国

境内也有着众多的方言。法国政府鼓励保留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每年的政府预算里面有专门

的经费用于方言保护和推广。例如，在法国的学校里开设阿尔萨斯语等方言课程，电视节目

里面也有阿尔萨斯语新闻，下面标有法文字幕。

美国：用法律保护。美国主要通过判例形式对少数群体语言权予以保护。1923年，美

国最高法院就语言教育做出规定：美国人有明确的权利保存他们的母语，而且公立学校以及

私立学校教师有权利和责任教授孩子们这些语言。1992年乔治·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土

著语言法案》，这是美国第一部专门关于语言的保护法案。1994年克林顿政府又推出了《美

国土著语言生存与繁衍保护拨款法案》，开美国专项保护方言的先河。

澳大利亚：坚持多元化。澳大利亚是典型的多语言国家，有超过 200种不同语言和方言，

其中包括 45种土著语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澳大利亚政令的理念基础，也指导着其语言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威尔士：全方位保护。早在 20 世纪 80年代，当地就专门开设了威尔士语频道。2000

年，威尔士语还成为义务教育内容的一部分。1993年，威尔士还曾专门颁布《威尔士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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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法令正式规定威尔士语和英语享有同等地位。此外，某些地方还规定在分配住房及

提供政府工作时，能说威尔士语的人士会被优先考虑。在威尔士，双语标识牌随处可见。

资料 6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

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

字”的方针就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对待我国语言文字的

指导思想和科学决策，是继宪法提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后语

言文字方针政策的新发展。

二、问题

结合给定材料，联系自己的感受和社会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1）自选角度，主题明确，见解深刻；（2）参考“给定材料”，但不拘泥于“给

定材料”；（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4）字数 1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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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例文】

科学保护方言 传承文化瑰宝

方言，即地方语言，是重要的日常交流方式，在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代表非物质文

化遗产，体现文化多样性，也承载人类的历史记忆。所以，保护方言，就是留住我们声音中

的乡愁，就是传承文化、延续血脉。

然而，伴随方言日生存空间被压缩，我们已然不记得自己从哪出发、精神归往何处，文

化逐步丧失地域特色。之所以出现这个现象，也许是有些家长担心孩子说方言影响普通话发

音；有些人害怕说方言被“身份歧视”，显得“低粗土”……但是方言一旦消失则无法再生，

会损害我国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延续性。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力量都应该科学保

护方言。

方言保护离不开政府的顶层设计，从政策法律的制定到财政投入，需要深入、细致、自

上而下的进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方针政策；

习总书记也曾强调，要“搞好双语教育”；有些地区每年从政府预算中拨出专门经费，专款

专用用于方言学习；为了营造使用方言的氛围，有些地区能说方言的居民优先享有分配住房

和就业机会……这些无一不是说明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工作。

方言的保护离不开民间力量的支持，公众人物、媒体花费精力和资金保护方言的做法在

提醒大众不要漠视方言。众所周知，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发起了一项名为“響應”（乡音）

的方言调查计划，将用数年时间，对某省几十种方言进行搜集研究，用声像方式保存方言资

料；安徽合肥出版《合肥土话大全》等做法都有利于保护当地有价值的方言。正是由于这些

公众人物、知名媒体切切实实地保护方言，才让我们感受到方言的重要性，才能引发大众对

方言实行保护的角度进行深入思考，进而推动方言的发展，使其在民族发展、社会进步，弘

扬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构建文化强国注入动力。

方言的保护离不开教学的教育、重视，从方言课堂到趣味活动，提升公众的保护意识。

当今，有人认为方言背后暗藏着“身份歧视”，说方言就是没素质，就是“低粗土”。但其实，

这个歧视观念的本身就是没有包容性的体现，是低素质的体现。所以，保护方言，首先要使

其不再等同于“身份歧视”，而学校教育在这点上起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两年，厦门理工

学院新增“闽南话专业”，这是闽南话第一次成为“专业课”。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不仅是

为了促进厦门和台湾的交流，更是发挥教育的作用，让学生从意识中重视方言的学习。方言

背后是情感的亲近，是心灵相融的纽带。我们要依靠学校教育的力量，拔除人们心中“方言

土俗”的错误观念。

方言是文化的载体，它让我们感受到无限温暖与亲切，体现了人们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让全社会行动起来保护方言，留住我们的乡愁，学会“雅俗共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