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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本报讯“Hiang
啦（海南话‘厉害’的
意思）”“呆哟（海南
话‘ 怎 么 了 ’的 意
思）”……退休后的

“老海口人”何坚长，
每天都会和几名老
同学老伙伴相约到
青年路的老爸茶店
喝茶，用地道的海口
话畅聊天南地北，而
这几个词在他们聊
天中使用率相当高。

近日，省教育厅
征招海南方言发音
人的消息引起大家
的关注，何坚长就是
2016年我省第一批
征集遴选出的海南
方言发音人之一。

“海南方言发音人”
是做什么的？征招
又有什么要求？海
南方言现状如何？
你会教孩子说海南
话吗？

记者 钟起的/文
李志良/图

“子女在家不喜欢讲方言
我只能跟老伴讲”

海南是个“方言宝库”，方言源远流长，岛上的方言包括海南话（海南
闽语）、黎话、临高话、儋州话、苗话、客家话、回辉话、迈话、军话、村话、富
马话、壮语等10多种。在这10余种方言中，海南话是使用最广泛，使用
人数最多的一种，只是在不同地方，语音、声调和词汇有所不同。

“讲海南话的有海口、文昌、琼海、万宁、定安、屯昌、澄迈等市县的
大部分地区，在不同地区有一定区别，就拿海口来说，海口老城区和府
城的海南话也略有不同。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讲海南话了。”
何坚长略感遗憾地说，现在好多学生的父母都是海南本地人，可一家
子从来不讲海南话。“就拿我家来说，我的子女跟我沟通时也不喜欢
讲海南话，我只能跟老伴讲海南话。”

何坚长认为，海南许多特色文化都需要方言
承载和传承，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大力
推广海南方言，“最好能在学
校开课，从娃娃抓
起。”

昨日，记者走访海口部分农贸市场、老爸
茶店等地，发现到处可以听到海南话。但多名
受访者表示，只有卖菜或跟认识的人交流时才
使用海南话。记者了解到，本土居民讲海南话
最多的地方还是在家里，此外就是老爸茶店等
固定场所，而在学习和工作中主要还是讲普通
话。

“我的子女和孙子都不讲海南话，平时交
流都是讲普通话。”家住在青年路的符阿婆告
诉记者，她是文昌人，从三亚一家单位退休后，
一直在海口养老。符阿婆说，她有2个儿子1
个女儿，还有4个孙子，孙子有的在海口读书，
有的在澳洲读书，不过子女和孙子都不会说海

南话，家人要是相聚，互相交流也都是说普通
话。“只有在小区里和老人们聊天时才讲海南
话。”符阿婆说，她有个堂弟在新加坡出生、生
活，因为受家庭环境影响，堂弟一直学说文昌
话，而且相当“溜”，她和堂弟每次打电话时，自己
总会不由自主地说起普通话，但堂弟都坚持要求
讲文昌话，“说是只有跟亲人讲家乡话时，才会感
觉到自己是海南人，才感觉到家乡的味道。”

记者在海南中学门口随机采访时，一名初
一男生陈同学告诉记者，他虽然是土生土长的
海南人，但是不会说海南话，而父母在家也都
是说普通话，“同学之间同样
是说普通话。”

有些家长更愿意让孩
子学英语

该不该教孩子讲海南话呢？有的家长认为，有必
要教孩子学海南话；有的家长认为，海南话不用刻意
去教，只要大人在家里经常说，孩子也自然会说；也有
家长认为，从小要教孩子学普通话甚至英语，不然会

“输在起跑线上”。
家住红城湖路的陈先生和妻子是大学同学，他是

演丰镇人，妻子是府城人。以前因为工作忙，大儿子
由爷爷奶奶帮忙带，老人经常跟孩子说海南话，所以
现在读初中的大儿子海南话说得很流利。后来，夫妻
俩工作慢慢稳定下来了，爷爷奶奶退休后也回老家居
住了，小女儿就由夫妻带，虽然女儿上学时都是说普
通话，但在家里他们还是会教女儿讲海南话，“虽然女
儿说海南话不太标准，但作为海南人，肯定要学海南
话，不能忘本。”

陈先生是万宁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海口创业，
他告诉记者，平时他们夫妻让孩子说普通话，几乎不
教海南话，“我们夫妻都是海南人，从小说海南话，普
通话本来就不太标准。如果让孩子也从小讲海南话，
担心以后的普通话水平会跟不上，长大后会缺乏竞争
力，我们已经吃过这个亏了，不能让孩子再吃亏。”不
过，陈先生也表示，现在孩子还小，等上小学后，他会
安排孩子在暑假回老家跟爷爷奶奶住，农村有这个语
言环境，就是不教孩子也自己会学会一些海南话。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抢救

正在衰亡的
语言

教育部、国家语委为保护及保
存地方语言文化，于2015年启动了
一项全国性工程“中国语言资源保
护工程”，通过对调查点方言和地方
普通话发音人进行纸笔记录、录音、
摄像等方式，将采录的数据以数字
化方式存入国家和省语言资源有声
数据库永久保存。

按照有关要求，我省自2016 年
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海南汉
语方言调查工作，针对海南方言类
型及行政区域的差异性与代表性，
分批完成各个市县的汉语方言数据
库建设。前两年，我省已经按照《中
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工作规范（试
行）》程序，分两批在海口、文昌等5
个市县征招海南方言和地方普通话
发音人，今年4月又开始在三亚、乐
东、五指山、定安、屯昌等5个市县调
查点征招方言发音人，项目由中国
语言学家知名专家和海南师范大学
专家组成的团队负责，目前该项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2016
年被选为海南方言发音人之一，溜溜地用“海口话”读课本讲故事

这个阿
公好

！酷酷

“海口话”说得溜
七旬翁成方言发音人

昨日上午，记者走进何坚长家时,阿公正悠哉地拉着二胡。
“对对对，我曾被征招为海南方言发音人。”面对记者的询问，何坚长

开心地说，成为发音人，他倍感自豪，“海南话不能丢，我觉得自己做了一
件有意义的事！”

73岁的何坚长告诉记者，老年方言发音人的基本条件，是要能说地
道的本地方言，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发音洪
亮清晰，无缺门牙，需在本地出生和长大，本人祖辈两代以上及配偶均为
本地人，且无在外地一年以上生活经历等。

何坚长回忆，当年省教育厅在海口征召海南方言发音人时，海口七
中的一名老校长向负责海口调查点的海南大学专家团队推荐了他。参
加面试时，何坚长用地道的“海口话”向专家们讲了海南四大才子之一丘
濬和苏东坡被流放到海南的民间传说，这些都是他小时候听老人讲述
的，一直记在脑海里，专家们听得饶有兴致。

“我的条件都符合，我和我的父母都是在海口出生的‘老海口’，一直
都说本地方言，对海口的变迁都很了解。”何坚长说，他还用海口话向专
家们讲述了60年前海甸岛以及文明东路东风桥的变化，证明自己是土
生土长的海口人。

确定为海南方言发音人后，何坚长参加了持续约半年的音像
采录，采录内容有用本地方言“读课本”、“讲故事”等。“每
天早上骑电动车到海大的采录点。”何坚长说，

“那段时间很充实，很开心。”

酷！ 憾！

土生土长的他为乡音代言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说海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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