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方言，难不难
看晚报，远在非洲打工的洛阳小

伙儿小董，因工作安排无法回国过年，
便给《洛阳晚报》记者发来了一段特殊
的拜年视频。在视频中，他和两名非
洲工友用“洛普”（即洛阳普通话）给家
乡人拜了个早年。

一段颇具异域特色的视频，乍
看起来的确逗人发笑，多看几遍不
免让人感慨——乡音乡情，游子他
乡。关于乡音，我讲两个真实的小
故事：故事一，家中一亲人年轻时
在外读大学，放假回家与家人聊
天，用的尽是普通话，祖父闻言大
怒道“好好说话”，普通话瞬间转
为洛阳话；故事二，此事已过去多
年，我去外地实习，初与同事交谈，
竟无一人猜出我是哪儿人，原因很
简单——不会说洛阳话。

2012 年，《中国青年报》社会
调查中心进行了一项关于方言的
在线调查：在千余名网友中，逾
95%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
说方言的年轻人，39%的受访者
经常使用方言交流，37.1%的人表
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
经不多。

方言，正以不难察觉的速度
离我们远去。毕竟，语言的传承
与推广并不在于掌握，而是交流与
应用，而且年轻人接触方言的机会
也确实少了：父母在家中不说方
言，老师们都讲普通话。没有语言
氛围，想学也难，硬讲几句也是四
不像。都说学英语要从小培养，方
言更不例外。

方言的兴衰与地域差异也有关

系。有论者指出，受发音习惯等影
响，普通话在南方的普及程度比在
北方低不少，正因为此，南方方言才
能够更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的因
素应该确实存在。不过，在我看来，
北方方言相较南方方言的式微，原
因该不止于此。

以粤语、沪语等为例，地域的
经济发达、流行文化强势，都使它
们相较其他方言更有市场。这种
优势在北方方言内部也有体现：
拿河南话和东北话来说，后者之
所以更为人所知，估计跟赵本山
们有些关系。

方言不会消亡。作为“故乡情
结”的重要凝结点，每一种方言都承
载着乡愁，这是方言生命力的根基
和源泉。再不愿说方言的人，在听
到乡音的那一刻，关于故乡和家庭
的心弦也会被深深触动。所谓“老
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亦是这种
心境的真实写照。

这几天，“北京写字楼里的
Linda、Mary、Vivian、George、Mi-
chael、Justin 挤上火车，陆陆续续回
到铁岭、回到广西……名字又变成
了桂芳、翠花、秀兰、大强、二饼、狗
剩……”翠花们回家后，要是还说夹
杂着几句英文的普通话，估计大家
不会待见她。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录下一
段操着流利或磕绊方言的视频，留在
手机里，或者上传。于故乡，这是传
播地方文化的最快捷方式；于自己，
或许也是一个提醒——我家在那
里，过年了，我要回家。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作为“故乡情结”的重要凝结
点，每一种方言都承载着乡愁，这是
方言生命力的根基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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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酒者也请劝劝自己
春节将至，人们迎来的不仅是滚

滚红包，还有场场酒席。晚报记者了
解到，在明知对方不能饮酒而劝酒、
未劝阻酒驾行为等情况下，同桌饮酒
者也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此，
众网友议论纷纷。

说到怕喝酒，@三尺万卷感触颇
深：回回吐，回回挨家人骂，但是回回
都不能不喝啊！@千山寒深有同感：
酒桌上最怕听到的话不是“这次该谁
请客了”，而是“感情深，一口闷”“不
喝就是瞧不起我”。

劝 酒 的 力 量 真 有 这 么 大 ？
@lvming36 认为这要看谁来劝：领导
一举杯，“今天舍命陪君子”；客户一
举杯，“哥我干了，你随意”；伙计一举
杯，“容我再缓缓”；晚辈一举杯，“身
体不好，以茶代酒”……@猫的嫁衣
问道：那我就奇怪了，有些酒场明明
都是伙计而已，为啥还能被灌翻？@
一页西国答道：因为脸皮太薄，不会

拒绝呗。
不过，在@樊耀文微博看来，一

些劝酒者纯属“好心办坏事”：有些人
可能觉得大家都要“喝尽兴”才行，
但人家喝多喝少自己拿捏就够了，
跟你有啥关系？@白家小姑凉接过
了话茬儿：喝酒本来就是图个高兴，
喝得不省人事，把身体喝坏了，岂不
是违背了初衷？@陈渡归 1988 表示
赞同：别糟践“感情”俩字，大家好不
容易聚在一起就足以说明有感情了，
跟喝多少无关。

“话说回来，在对劝酒者追究相
关法律责任的同时，是否对酒店也
该有相关规定？”@青梅锦时觉得，
酒店应对顾客的人身安全负起责
任，“必须留存顾客家属的紧急联系
方式、如遇酒驾应及时报警等等”。
@珊子继续冬眠了建议：实在不行，
就把劝酒被罚的案例也贴在酒店墙
上，以示劝告。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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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抓紧在年前走走亲戚，
打算趁过年出游的市民挺多。旅行
过年，正在成为一种新年俗。

日前，一家旅行网站发布了
《2016 春节自由行趋势报告》。报
告显示：40%的中国人选择在春节
旅行，而过去的 2014 年和 2015 年，
中国人选择“旅游过年”的比例尚不
足 20%和 30%。与此同时，报告还
显示，中国人的春节旅行倾向也从

“周边游”向“出境游”转变。
出去玩，最重要的是开心和安

全。毕竟，大过年的，谁都不愿意为
一点小事生气甚至发生冲突。要耍
得开心，就要懂得入乡随俗。很多
时候，一些游客留给当地人的印象
不佳，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不懂得入
乡随俗，没有意识到当地社会环境、
民俗习惯的特殊性。

俗是风俗、习俗，是一种社会行
为规范。各个国家、地区、民族甚至
城市所处的环境不同，就会有不同
的历史文化，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和生活习俗。“三里不同风，五里不
同俗”的老话，是实实在在的。说话
做事，即使是吃饭这样的小事，都可
能跟家乡迥异。

入乡随俗是对不同文化、不同
观念、不同习俗甚至不同习惯的理
解、尊重、包容。多注意一点，可以
化隔阂为融洽，化矛盾为和谐。

选择新年游的市民越来越多，
出游的脚步也越走越远。那么，
在起程之前，了解和掌握一些旅
游地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特别是
禁忌，很有必要。做入乡随俗的
游客，才能让春节的旅途减少尴
尬，增添快乐。

旅游过年，该入乡随俗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一些游客留给当地人的印象不佳，并非有意为之，而是
不懂得入乡随俗，没有意识到当地社会环境、民俗习惯的特
殊性。

【新闻背景】“我最怕过年期间，一
些不讲文明的邻居，在阳台上或小区楼
栋门口燃放烟花爆竹。去年大年初一，
我４岁的小女儿就被楼栋门口燃放的爆
竹惊吓过。”南昌市民王民表示，“政府应
该加大对随意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监管
力度。”春节临近，燃放烟花爆竹的声音
也越来越密集。专家建议，过年期间，不
要不分场合和时间段燃放烟花爆竹，自
己娱乐了却给别人“添堵”，毁了他人的
年味。（2月5日新华社）

过年放炮是年俗，谁也挡不住，也不

该武断地阻止。毕竟，政府的善意规劝
只能止于建议和引导，不可能具体干涉
每一位市民的个体行为，但放炮也不该
随心所欲，比如不要在半夜三更燃放、不
要在易燃环境燃放、不要燃放可能导致
人身伤害的烟花爆竹……

须知，有人听到炮声会感到很欢快，
有的人则可能心惊肉跳。要想公道，打
个颠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老
话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将心比心。明
天就是除夕，如要燃放烟花爆竹，自己开
心的同时，也请注意别人的感受。

放炮，莫要“一家欢乐众家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