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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洛阳方言 唤起文化记忆

□叶鹏

《洛阳晚报》等单位，联合主
办“寻找最地道洛阳话发音人”的
活动，追寻叩问，几度展示表演，
一路欢语笑声。洛阳话的追寻整
理，唤起了人们对洛阳的文化记
忆，激起了大家对古城的乡思乡
情，备受社会关注。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
交际交流的工具。《管子》曰：“无
翼而飞者，声也。”语言在交流交
际中，发挥着魅力无穷的伟力。
每个人的母语，多是当地的方言，
从牙牙学语，蹒跚起步，到迈入社
会，奋发向前，方言给人以智慧和
自信。乡音难改，陪伴终生。

然而，随着社会的开放，交流
的扩展，地域的封闭格局被打破，
方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逐步消
失，语言在交流中日渐趋同。方
言萎缩，是必然趋势。

母语方言，亲情眷眷，人们总
是带着无限惋惜的感情，面对方
言的失落。方言记录着时代沿革
和社会风情，让人恋念，美国一名
语言学家曾说：“一种语言从地球
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
宫。”因为，这是昔日文化的消隐
和失落。

洛阳位居天下之中，千年帝
都；古代洛阳，迎来送去，是一座移
民城市。洛阳话自然成为华夏儿
女普遍认同的交流语言，洛阳话也
必然接受外来语言的影响。因此，
洛阳话的原创精神，综合性质，兼
容气度和实践品格，对周边的语言
必然产生凝聚的力量和深远的影
响，洛阳话曾是古代的普通话。

我们追寻洛阳方言，不是对
推广普通话的干扰，而是为了唤
起蕴含在方言中的山光水色、历
史积淀、民俗民风、审美情趣等文
化记忆，唤起对故乡洛阳的钟爱
和奉献。

深厚缤纷的文化传统，是洛阳
最根本的城市品格，河洛地区创造
的文化现象和留给我们的文化记

忆，也反映在洛阳的方言之中。
作为外乡人，我曾不解，洛阳

方言中何以把权势显赫、左右事
件过程、摆布他人命运的形容为

“jiàsì”。直至周王城广场“天子
驾六”被发现我始明白，原来，

“jiàsì”乃是“驾四”的谐音。“驾
四”，当朝权贵，拥有巨大的权
力。在洛阳民间口语中，其隐含
的竟是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仪
文化。“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
风始动人。”洛阳方言中的皇城风
情和民俗文化，一方山水，气象万
千，有待悉心体察和认真解读。

追寻洛阳话，必将引起人们
对故乡的热爱和眷恋。

乡音最能牵惹乡思乡念，乡
音最能激发乡情乡恋。王维说得
有趣，他在巴蜀作客时，“人作殊
方语，莺为故国声”，耳旁听到的
是异乡的语言，而异地莺啼竟引
起他对乡音的联想。

儿时听闻，全系乡音，永世难
忘！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
悠悠岁月，人事全非，“儿童相见
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唯有
亲昵永驻的乡音，勾魂摄魄，令人
难忘：“乡音未改鬓毛衰”！乡音未
改！母语方言，是母亲的乳汁，是
亲娘的怀抱，温暖永存，怀念永存，
知遇永丰，感恩永存！乡音跨越一
切时空的阻隔，令人心心相印，难
舍难分，虔诚挚爱，奉献由衷。

放眼全国，近年来，不少城市
都在进行方言的搜集、整理、展示
和研究，北京、杭州、大连、长沙，
都已取得丰硕成果。北京市语委
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在2015年前，
建成“北京语言文化数字博物
馆”，展出“语言资料有声数据
库”，向游人亮出“北京语言文化
电子地图”。方言研究，将进入城
市的旅游文化市场。

榜样在前，我期待，洛阳以这
次“寻找最地道洛阳话发音人”活
动为起点，有关部门必将把对洛
阳话的追寻和研究，推向新的平
台，取得新的成果。

向雾霾宣战，应急预案只是起点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要过春节了，希望“玩出新花
样”，想在假期里吃喝、出游、购物
当然没错，但我们不妨在闲下来
时想一想节日的意义。

“节”，《说文解字》释为“节，
竹约也”。约，意为“缠束”，引申
为节制、礼节之意。节日到了，生
活、工作有个小小的节点，用来自
省、自励，调整心绪。

节日，不该只是“假期”或“购

物期”，其本意是类似宗教仪式的
活动，有特定的规矩、含义。

当然，也许我们已经不再了解
春节的各种仪式和细节，但起码可
以避免让假期完全被消费式的热
情充斥，或是被大吃大睡填满。

我们仍可相信，节日的意义不
会消逝，这种自古绵延至今的伦理
力量，虽柔软却有强大的可适性，
可以在最现代的外衣下展示其生
命力。当真正把春节当“节”过了，也
许大家怀念的“年味儿”就回来了。

日前，本报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寻找最地道洛阳话发音
人”活动圆满结束。原洛阳师专校长、著名学者叶鹏教授
特发来此文，析述洛阳方言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纽带作用，
读来令人更识洛阳话，更念故乡情。在此刊出，以飨读者。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洛阳市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获通过，对预警级别与响应
级别作出划分，明确健康防护、建议性
污染减排和强制性污染减排等具体措
施。（见本报昨日A02版报道）

有指标依据，有预警级别，有响应
措施，我市通过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向雾霾宣战，值得期待。但如何让应
急预案走出纸面，考验着这座城市的
决心与智慧。

十面“霾”伏，一“雾”再“雾”，侵害
民众健康。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所言，不单是咽炎、鼻炎、眼疾之类，

“从长远看，大气污染对人体造成更大
的危害还在后头”。

一次暴雨天气会使城市如临大
敌，一次狂风天气会让民众小心翼翼，
但人们对大气污染的认识仍不够。在
洛阳，大雾锁城之际，大街上仍不乏孩
子、老人的身影，室外健身场所依旧热
闹，交警、环卫工依然无防护地工作。

若非近期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
从政府公务人员到平民百姓，有多少
人对PM2.5有深刻的了解？又有多少
人知道雾与霾的区别？这从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人们对大气污染认知的匮

乏以及应对观念的落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污也

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但民众
的健康防护，是最为紧迫与现实的事
情。对此，应急预案虽有明确措施，比
如儿童、老人等易感人群尽量留在室
内，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等，但如何
扩大信息发布渠道，会起到多大的效
果，需要思考。

再严谨科学的方案，也需要不折
不扣地落实才有效。可是，应急预案
由谁来启动，这也是一个紧迫的问
题。显然，类似征迁工地停工、重点排
放企业限产、超限超载车辆治理等问
题，治理难度很大，单靠一个部门不太
现实。动员如何到位，监督如何做好，
需要机制的保障。

当然，作为市民，尽量追求低碳绿
色的健康生活，不给城市大气添负担，
也是“同呼吸、共责任”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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