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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從上海人「保雖上海話J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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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是不斷發展的，社會發展的總趨勢就豈是一體化成共同化社會。社會生活的共同

化必然要求語文生活的共同化，語文生活的共同化則發然要求語言文字的規範化。中圈

歷來重視語吉文字的攪範化。中華人民共和路成立後，於 1955 年的另召閱了

代意義的全盟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境範聽聽學爾會議書新中齒的語文纜線化至今日

走攏了半個重記的釋說

語文揖範化又稱語文現代化宮是宙語吉學界泰斗周有光先生率生提出的。境繭{閥概

念並不矛盾 9 且後者比前者斑加具有前瞻性和包容性。語文規範化包括語言和文字闕，方

。語言(方面就是指言語?穹的共間ft 多具體說就是必須順應社會生活的共同化路勢，推廣

民族共同語一一普攝詣。 2000 年叩頭布的《關家攝用語杏文字法》更確立了普通詩作為

鸝家適用語吉的法荒地投事規定了學校、醫家機輯、鑽播電視和出鼓勢，以及土上共嚴務

仟業?在糞便m普通話的法禪黨任。

fEl推廣普連話並不是要用行政命令去人為 習 i別是允許人軒在特定的場合使

用方言;另一方面臨允許共同化和規範化前提下話育的躍富多影與風格多樣，對除宮時出

現的問題因勢利導 3 聽括對待。 2005 年 3 月 18 日至~ 19 日， I二 I-~世紀中

在廣西南寧舉行。中闢語言學會會長侯精一對現代漢諾規範五十年作了大略問獻?觀

關於新時期漫話規範化工作的若干思考? 間規範化工作其容很大的意

。俊先生就認為規範內攝i繁接起容 p 其子豆漿i空。能以方吉影提詐品的語言與蠶豆是餌，

輯也應該在舞台上給方言母語一點空題。他說，我們鬱譯為港式普通話泛灑搶了很大的

心 9 擔心粵語北上帶來的負面影響 2 影響推虞普通話，其實事靖遠遠沒有撞車嚴攏。

l2J.借助行敢力量的椎動，個更多的還是使用者對身在社會中的需求。我們不需要

3 而應把蟬規範的力度。@慚巨大學教務部副部庭、斯iI省語言學會副會提顯

*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艾院研究生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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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茂說; I保護方言和推廣普通話最沒有矛盾。當前還語是在方古的基礎上第成並高於方言

o J 根據世界語言發展腦勢判醫育事顏拾茂認為「方宮的使用範關會隨著普獵話，的普

及遠顯露小，體會還tl7擒藥生iIl.辛難嚼的、不合詩:虹的成分多使得方夜本身在議吉、主司臨

乃至語法方重逐漸向普通話靠攏J ' I方吉與管題話會在互相影響、互相機括全中長期共

存jα

語吉的發展不可能 f走直線J '我們，忌、讀緯待處理好話吉共間(仁和方吉使罵之闊的關

{系，因為使用語盲的人群峰其護灘，他們的交接行為也極其複緣。 比如我們現在要求人

軒在一峙場合說普通話，甚至對一吾吾分人進行嚴格的語言捌試;但商時又允許人們在另

一些場合講方吉，即在推廣普獵路過程中實行的「雙語j敏策。這就是JI聽聽了語言交險的

具體性原則，君子則就不能很好織實現語言的史課功能。就像年輕人要算「奇裝異巖卜

染墅，你如果禁Jlγ 就連背人能意額， f也們就會友說。讓他們去做了，他反而會聽吊自

己的路于思考和對聲勢燒而知道取拾。主義思考和取捨需要人的主動性多認人的主動性甘主

要服接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手任何外在力量都無法消除這幅燒律。社會的攏步和經濟的

站起草發展要求譯文生活的現代化吉普育的共同化多這是語育發展的大蘊勢。我們無法龍ll:

語苦的發展， t註黨法規定語宮發展的具體方式和路議。諾言的發展，說是搶著規律不斷地

吐故議新台形成了今天的國貌，而今天在台語言問貌租不過是其發牌過程中的一偏點而

已;我們要維護的其實說是這種「點J 的純潔性。聽此規範就是悶，‘持的規範，沒有永盔的

現轍。

語吉發展和諾言共同化的內在規律不以社會的發展變化為前提。著名語吉學家食家

驛曾指出吉調至是與社會人文的互相結合是完全合1垠的，+九世紀就有人控意到借詞

所提示的民接遷移的痕峙。語吉或方宮是千百年閑人民共同輯進的實用的社會交際工

具，社會制度發生急劇的變化1ã浩然會給語言和方古帶來探劑的影響，特另IJ是詞義的新練

代濁，可是決不會引起語言特徵的本質的變革。語言發展的種血性、變動性，在任例歷

史階度提單到上說是基本一致的全雖然，具體情影的觀雌性格:fl單單話當或個別階我決不輯

用。我們聲處處能具體語吉材料島發，不能把社會人文現象作為語言語究的部魄。 yIDJj~

廢我們贊待一種芳，夜，盎然也不應該以人們對於普通話的要求建漸加強 3 以至是少說按

月三說某蓮方育為理由去保議方言;也不能關為是某個特殊經濟成文化捕區就要保護這

個地區的方古今盟為這樣做蓋不能盟lt_某種芳吉的態化和消失 9 聽不會使得這輯方言更

發達和繁榮。

詩立一設時間有報道議上海人要「保護上海毒品。

東方顯2005年 1 月 22 自有海息稱， I上海話題聽一個被壞;志的窘境，特別是在青少年

群體中J ' I入大代表、上海閥雄律詩事務所主任厲繞在接受記者採訪錚錚囂，應該踩取

措施保主義『上海話』…﹒纜撞在青少年中提糞，比如在學校襄續當開展上海詣的教育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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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滑稽劇團副團長張定國接受記者採訪時也大發感慨: I上海小孩子連上海話都不

會說了。j他表示，福劇院招人的時候居然很難有人能把上海話說標準的，所以他們也一

直在找一個保護上海話的契機，他們製作福語版《貓和老鼠》就是出於保護方言的目的。@

但是，在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網站，我們看到了《上海市中小學開展雙語教學試驗情

況)) (2002 年 6 月 25 日發佈) , I為了貫徹落實上海市基礎教育工作會議關於加強中小學

外語教學的精神，適應我國加入札'TO 以後對上海國際大都市的外語教學和外語人才的

需求，市教委於 2001 年 11 月製訂並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本市中小學外語教學的實施

意見(試行)} ，將『開展雙語教學試驗，構建英語教學環境』確定為上海市中小學加強外語

教學的目標之一。根據市基礎教育工作會議的要求，積極創設條件，在本市創建100所雙

語教學實驗學校」。這里的「雙語J並非普通話和上海話，而是普通話和英語!可見上海人

更知道教育要和國際接軌。一邊是呼籲保護自己的方吉，男一方面又率先使用英語和普

通話雙語授課，為了保護方吉為甚麼不規定「三語j授課呢，那樣豈不一舉三得 P

朱新均在他的文章中說: I方吉在我國有特別悠久厚重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方吉

在群眾日常生活中，在地方戲曲、曲藝等藝術形式中，在公共服務行業接待本地客人的

場合，至今仍廣泛地顯示著並將繼續保持活躍的生命力，根本不存在即將消失、需要『保

護』的問題。至於因為一些孩子願意說普通話、不習價說方吉了，就簡單地判斷方吉要

『消失』了，呼籲甚麼要『保護方言.] ，這是沒有道理的。公民說普通話的多了，說方言的

少了，這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現象。 J@這可以說是對上述保護方吉者的最好回應。

包括方吉在內的任何一種語吉發展到今天，都受到語言內部規律和外部社會文化環

境的綜合影響，絕不是哪一個單獨因素在起作用。同理，語盲的衰落也不是一個方面的

原因。我們今天看到中國有七大方吉區和更多的改方吉等，還看到上海話里保存了全獨

聾母和簡化後的入聾喉塞尾，看到廣州話襄保存了全套的古入聲韻尾等，這對於我們今

天的語吉研究其有很重要的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並不能說這些方吉是進步的或者落後

的，更不能製訂定特殊的法規去保護這些方吉。因為這些方吉發展到今天，是遵循了它

自身的特殊規律 3 所以上海的鄉村和上海市中心說的都是上海話，廣東的鄉村和廣州市

中心說的都是廣州|話，差別只體現在語吉的個別特徵上，而不體現在語吉的本質上。

在語言發展的一個穩定的時期內，由於政治或者經濟的原因，某種語吉表現出特別

的強勢，是很正常的。比如英語，因為發達國家多講英語，所以英語是今日世界的最強

勢語吉，但是這並不能說本質上英語比其它語吉優越，只能說明在這個時期英語使用的

範圍更廣，世界影響更大。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廣東地區經濟發展迅速，粵語就很受崇

拜，文藝作品中說粵語往往是「有錢人」的標誌，而那個時候在文藝舞台上說上海話的都

是小男人或者知識分子形象;後來隨著國家的開放浦東，上海經濟飛速發展，上海人又

找到了「東方巴黎」的感覺。但是在文藝舞台上，好像還是「廣東話」更有錢，說上海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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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忌、男人或者知識分于。可見印象的改變尚需待日，也可見語言的攘變能根本上不

會受對社會環境的影響 3 立有自己的內在規律，正如上梅話是吳{農「軟J語 g 但並不影響

上海及其局議地盔的經濟強勁發展一樣。再比如 f東北話J '近雖年關起幾個小品演員在

文藝舞台上很受歡妞哩所i兵東北腔調說經常被人模估，看起來東北方吉是比以諂吏繁榮

了，但是它和筷齊、廣東、上海方言簿比親來誰高質呢?誰繁榮呢?答讓當然是一律平

等。語吉本身和語吉發撓的規律是「本J '語言的使用是和這幅「本j輯對的「來J '看待語

富不能;來末倒漿。

如果上海人帶著私心保護上海話，認為上海和上海文化具有特韓哇，所以承載這離

文化的上海話也有特殊，蝕。 f尚不會說上海詣，恐怕失去上海人的體越感，所以要單獨保

護起來。那重要請穗研謂的「保議意識j其實犧背了吉普宮發展的同在規律實本符合語文現代

化的大背景。漢語有七大方吝以及許許多多次方夜，倘若都申講f保護卜無疑等提取措

民族共同繭的擋住。這種主張采權與觀家相關法律線文報抵觸，在客觀上也是無法成

立的。一來沒人提出要消滅方言， I保護j之說悔不成立;二來語言是交體工具，為社會

交謊福生存，聞社會發展而發展。設想像文物﹒棟束之高閣，放到博物館襄f保護J

來，也是不可龍的(與世隔緝的志社會倒是有一傭撓起源，但那只不過是陶淵明的虛

構)。研以語富的發展變化是正常的，不變的語?芳是沒有的。我盟境內那麼多種額的語言

及無數的方苔，又苦哪一種保留了數千年或數前年前的累說?答案當眾是三安定的，即便

不與外界交龍的 f桃花源方言卜其內部也一定會聽社會進步而發在變化。此足保護上

之轍。試問主張偉護上海話的人士多究竟聽要怎麼鵲 f保議J 法?

社會的變革與混間，民族的交轍，必然帶來某些吉普擋的藥縮乃至三諧失;當今話當共

向化的大趨勢，-mæ、然帶東方育和其他來語種毒害縮的樹勢。楚;關藥保劃的角度辛苦，

無聽是一件非常，還聽之春，但篩又主義非常無奈之事。且不說歷史上有有多少民校及其吉普

吉指5年了 dW如我國境內現有幾十個少數民族，者的已經沒有了自己的指盲;有些少數

民族只有幾萬人、幾千人 9 年輕一代好多日經不會說告己的話宮，建蜂d、語韓伯語宮正

在退化多專家們稱之為「擻危語畜卜早就呼舊軍第以搶杖。要說「保護卜它們比上海話更

需要保護。但怎麼保護?是強過他們本族青年必須說本族語呢?權是強組漢族人去學習

少數民按語呢?當然都不行，部首軒說， I割地為離j更主義行不墟。

可見 p 語商共向{仁輯方古(以及小語種語吉)作用的種步擴退 E 是兩個並行的大趨

勢企諾不是罐頭路發槽時的臆想，話是現代化綴濟社會和倩息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決定

的。以方言指論，現在是一體化的市場化的市海鐘書琴，上海人肉都說說沒關係 9 倘若堅

持議上海話 9 結果外地人聽不嘴 3 會蘊甚麼後果?上海的路纜、飯店、黨館. ~ . ~ . .還要不

要開張?上海的產品瓏要不要向卦推錯?上海的鰻濟還要不要發展?上海的優雖是路漫

造成的?頂不是語言罐車的。經濟如果講復了，權優路不優蘊呢?等芳草是明擺著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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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由法經濟或其f鹿原間，某地方百一時混行甚至火a爆總是難免的。由此而欲與蕾通話叫

薇，彷彿寄予不到老大也要爭偕老二的姐位多簡體獨立或特殊，都是PJU理解的。但誼卻

不是隨價可以做到的，間為民族共同語的地位是基於多種原因歷史捕形成的多不是臨便

搞鶴簡單的「競爭上崗」就能賞環的。播方音肉特碟，既違背語言其間化的大囑勢 3 又違背

現代化經濟社會發展的大鸝勢，吃虧的總是自己。

正是由於語富的詩亡和方盲白宮想化，專家們才亞于籲予以「搶救j和 f保2點。既以無果

是從語言研究角度出發， I方言保護J是有其特定道瓏的。那站樣的「保護J '不是與語吉

共用化出j大囑勢相聲抗多師是自有真叫整套的標史學和辦法。比如建國後政晴和語吉學界

歷來重視方古論查和研究多盡量廣泛草草搜集具體方盲的語音、語盔和譜法倒旬，做好詳

賞梅記錄;做好，當前語言的實說觀望堅實是為了與過去和轉來的語吉技況做比較 p 以發現

該方吉的演變軌轍，這個工作是非做不可的。造方麗的的成就舉其賽者如: ~t京大學中

文系的〈漢語力。音字聞發、《灑語方吉訶館全啃著名語音。舉家李榮先生主持的， 41 卷本、

2200 餘萬宇的《琨代漢語方吉大詞真主;侯輸一先生支持的《現代漢語方育發指〉和《現代

漢語方莒音齡，以及其他學者的大量方畜聲理研究農漿等等。議些都可以算fF f方言保

護J 的措施和成就。

總之，我們對授方富的態度，應該!瞋其自然，不要刻意地抬高或院提某種方苦，更

不能一種主至于故意地設視男…-種;考古多把語言的發展規律和語吉當萬所處的社會文化環

境接至經濟狀說:崑為…訣，造成方首認議上的本末倒置也的為造樣纏不但不會有利於方

夜保護?反間可能會造成語吉利言語歧視，客觀上影響語言良性捕、自然現發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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