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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说说洛阳话
龙门 站e
内不欺己 外不欺人

最近，“洛阳话大妈”毕清风在朋友圈爆红，
被赞“唱出了最地道的洛阳话”，昨日的晚报为
毕清风喊出了她的心愿：“要把纯正的洛阳话传
给自己的孩子、孙子，不让洛阳话失传。”

在方言日渐淡出我们生活的当下，这种
心愿，是对方言保护实实在在的支持。

本来嘛，家庭是说方言最主要的场合，
然而，现在有相当多的家庭，父母双方都会
说方言，孩子却不会了。比如90后、00后的
青少年，他们可以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关于方
言的各种段子，自己却没法开口说上几句。
偶然蹦几句，也是“半自动”洛阳话。照这样
下去，再过几十年，很难想象还有多少洛阳
人会说洛阳话。

正如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所说：语
言是思想的外衣。语言并非单纯只是交流
的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我们当然需
要普通话，因为它能帮助来自天南海北的人
无障碍地沟通，但我们同样需要方言，因为
它承载着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

什么时候我们对方言的感觉最特别？
恐怕就是在他乡遇到老乡。一口地道的家
乡话，就是双方身份的最好证明。在他乡听
见家乡话，为什么感觉格外亲？因为方言里
浓缩着家乡的情，缠绕着家乡文化的根须。

这些年，从官方到民间，拯救方言的工

作纷纷展开。不少城市都在进行方言的搜
集、整理、展示和研究。一些城市还探索出
了新鲜的着数，比如，苏州在幼儿园开设“评
弹班”，上海出版首部小学沪语教材。社交
平台上更是热闹非凡，各种帖子、段子、视频
被广泛热传，但是，这些还不够，都不足以真
正让方言再度活过来。

多少个毕清风在为此着急——会说纯正
洛阳话的人越来越少，有人甚至认为洛阳话
很土。真要保护洛阳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洛阳话。这跟说普通话并不冲突，你去工作，
去上学，去谈生意，说普通话更合适；但你在
家里，就可以说洛阳话。正如毕清风说的那
样，把纯正的洛阳话传给自己的孩子和孙子。

大家都知道，学语言要从娃娃抓起，现
在从幼儿园开始就是普通话教学，娃娃们从
小就没机会学说洛阳话。如果不想让几十
年后洛阳人都不会说洛阳话的事变成真的，
不妨在娃娃们还小的时候，在家跟他们说洛
阳话——“双语”生活，开始得越早越好。应
该让孩子们知道，“你真‘驾驷’”是啥意思，
让他们了解“驾驷”背后的文化内涵，了解老
洛阳那些厚重的历史。

方言“土”，但这个“土”恰说明了它根植
大地的生命力。洛阳话，是洛阳人最亲的乡
音，蕴含着洛阳人最浓的乡情。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洛阳话，是洛阳人最亲的乡音，蕴含着洛阳人最浓的乡情。 谷水西附近有一位老人
卖自助蜂蜜：他把灌好的蜂蜜
放在蜂场边上，把钱箱放好，
让大家自助取蜜。老人说：

“我不害怕有人来偷我的钱
或蜂蜜，我卖了十几年蜂蜜，
讲的是诚信。我是纯粹的
人，卖的都是纯正的蜜，我的
顾客肯定也都是好人。”老人
的行为与话语，让不少网友
受到启发。

不欺！看了晚报这一报
道，@湘管墨华感慨：“不欺，
不欺。”《三字经》里有“孟母不
欺子”的故事；贾岛有诗云“上
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唐代
的骆宾王在《萤火赋》中写“类
君 子 之 有 道 ，入 暗 室 而 不
欺”——老人的做法，正是再
次向我们阐释，什么叫做“内
不欺己，外不欺人”。

讲诚信，令人见贤思齐。
@David_Antony忍不住点赞：
这样的人不多了！@红花有
意跟着点赞：讲诚信，做纯粹
的人。相信老人的做法一定
会有好的结果，我们应该见贤
思齐。

卖自助蜂蜜，有人很看
好。@江西青年张敏认为：通
过这样的自助买卖，希望能够
唤醒善的人性。@大爽的飞
刀表示支持：也算一种不错的
营销方式。

不过说实话，类似的营
销方式，成功的不多。@牙
签玉轴就担心：老人实在，
虽说拙诚压巧诈，可买方实
在难测。@菏泽新志也认
为：初衷是好的，但有些人
任你诚信以待，我自龌龊不
改，受损的不止是道德。@阳
光不琇坚持：防人之心不可
无。@鸿雁滑翔也有疑虑：现
在的社会还没到“路不拾遗”
的地步，就算老人诚信，买蜂
蜜的人不多拿东西不少给钱，
但那些不知情的局外人能否
做到不见钱眼开？

现在人普遍活得累。看
看老先生，身体不适，精力不
够用，干脆卖自助蜂蜜，得失
全凭人心。@西苑的树深表
敬佩：老人的选择值得很多年
轻人学习！然而，如此豁达，
又有几人能做到？（杨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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