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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唱响
一方秀美山水，讲述一段动人故事。

一句“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相见才有
味”，如今已成为海南向世界发出的一份“动
人”的邀请函，也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汇聚到
海南方言歌曲这片文化沃土上。

方言歌曲带来的不只是地方音乐，更有
平凡而真实的海岛生活、悠久而深厚的民俗
文化。数千年来，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过
程中，随着外来移民的加入，海南岛逐渐形
成了一个移民文化聚居的区域。

人们将各自语法、音调、语音上的习惯几
乎都反映在地方音乐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方
言歌曲。从地区及方言划分上看，海南主要流
行的方言歌曲包括儋州调声、崖州民歌、临高

“哩哩美”、黎族民歌、琼剧、军话杂剧等等。
近年来，随着海南本土音乐及本土乐队

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被人们所熟知，《石榴
园》《定安娘子》《出海歌》《海南好风光》等具
有海南特色的方言流行歌曲，在大街小巷中
相继传唱。

“月娘光光，静静照在石榴园……”《石
榴园》婉转悠扬的旋律，将本土爱情故事娓
娓道来；

“你行过文笔峰，行过北门桥，江南水美
忆当初”融合了海南话说唱和琼剧的《定安
娘子》，让很多不爱听琼剧的人不禁感叹“原
来琼剧旋律是这么优美动听”；

“正月流流二月鼓，咱人做军坡”在《抬
公巡村》中，“军坡节”“公期”等海南大型民
俗活动被“搬”进了歌曲里，浓厚的戏曲韵味
描画出一场大型本土民俗盛宴……

海南本土知名歌手“流星阿文”介绍，目前
以海南话创作的各类流行歌曲不胜枚举，涵盖
民谣、摇滚、说唱等风格，内容题材也大多以家
乡美景、美食特产、民俗文化为主，其中还有不
少歌曲融合了琼剧元素、黎族音乐元素等。

“海南话歌曲就是自己寄托乡思最好的
方式。”“流星阿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2004年他出岛求学，当离乡的轮船缓缓驶
动，漂洋过海的乡愁逐渐浓厚，于是便想到
了用音乐记录家乡、抒发乡情。近20年的
创作生涯，他也陆续写出了不少家喻户晓的
海南话歌曲。

海南话歌曲的魅力，还在海外传播开
来。祖籍海南文昌、出生于马来西亚的琼籍
华人麦英，先后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海南
话歌曲，除了要求浅白共鸣，还特别重视挖
掘海南特色和传统文化。比如，以在东南亚
备受欢迎的海南鸡饭为主题，创作出《海南
鸡饭》；以妈妈、外婆哄小孩睡觉哼的小调为
元素，创作出海南摇篮曲《lo lo nia》……

“我认为音乐无国界，也没有语言的门槛。
只要旋律好听，就算刚开始并不懂海南话，
也会被吸引。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歌曲是最
好的载体。”麦英说。

然而，海南话歌曲的创作过程并非一帆
风顺。“流星阿文”逐渐发现，由于海南话普
及面有限，各个市县的口音、俗语（俚语）不
尽相同，“如何写出让更多人听得懂的歌词”
是歌曲创作首要考虑的问题。此外，由于海
南话的使用多为口语交流，其逻辑思维、所
能表达的内容有限，若要用一首海南话歌曲
表达情感、描述故事情节，这就要求语言要
通俗易懂，语义又能准确无误。

“如果只是用海南话来演唱一首歌曲，
我觉得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南话歌
曲’，除了作词要考虑海南话表达的思维逻
辑、本土口语化运用以外，旋律创作和题材
选择也至关重要，它应该更具备热带岛屿的
特征。”“流星阿文”说。

如今，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发展，
“流星阿文”深感创作空间正在扩大。“我们
能选择的题材和形式更加灵活多样，人们的
包容度也更高，用音乐传播美好新海南，会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希望未来能与更
多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制作人建立沟通交流
的渠道，共同寻求不同题材、曲风、元素的创
新尝试，而不仅仅只是用‘海南话’来演唱一
首歌曲。”“流星阿文”说。

对于海南而言，方言歌曲是一种独具魅
力的音乐之根，更是最不能舍弃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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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视剧《繁花》在各大平台爆火，让孕育于黄浦江畔的上海话
响彻荧屏内外。

剧中，演员们几乎全部使用上海话来演绎故事、诠释角色，让弄堂
市井里饮食男女的嘈嘈切切、商战交锋中你来我往的刀光剑影，交织融
汇出独树一帜、经典不衰的“海派风情”。

近年来，各地本土语言和方言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引起了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的重视，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也在利用优势、发
挥特长，自发地对其进行研究、保护和传承。海南本土语言和方言也不
例外。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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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本土音乐人组成的原创乐队在央
视音乐频道《新春的交响》栏目，演唱海南话
原创歌曲《琼海溜》。 资料图

根
据
《
海
南
闽
语
的
语
音
研
究
》

蔡
佳
倩
辑

许
丽
制
图

海
南
少
数
民
族
姑
娘
在
舞
台
上
演
唱
传
统
民
歌
。

本
报
记
者

王
程
龙

摄

何人尚能语乡音

海南岛有史以来便是一座
开放的岛屿，在黎族先民“捷足
先登”后，以汉族为主体的移民
不断迁徙上岛，于千百年间形成
了不同体系、各具特色的语言和
方言。

在日前举办的第十七届世
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上，来自全
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的2300多
名琼籍乡亲共襄盛举。偌大的
礼堂里处处可闻乡音，华侨们用
纯正的“家乡话”诉说着对故土
的眷恋。

华侨们交流使用的“家乡
话”，除了海南闽语、黎语、军话，
还有儋州话、临高语、客家话等
十余种各成体系的汉语方言和
少数民族语言。这充分佐证了：
海南岛是名副其实的“方言宝
库”。

据统计，当前，海南岛上的
居民使用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
族语言有 13 种（不包括普通
话），其中海南闽语（即“海南
话”）虽然几乎通行全岛，但也在
各地衍变出了不完全相同的腔
调。但与此同时，部分汉语方言
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
面临较大冲击，使用人口锐减并
且趋于老龄化，能够流利用其交
流的青少年越来越少。

“语言使用能力的减弱是隐
性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
程”海南省首席专家、海南师范
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冯法强说，随
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家庭语
言中，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
使用呈现“断代”特点——中年
人跟老年人使用，却对小孩子说
普通话。使用场景越来越少，语
言能力必然减弱，使用者会逐渐
淡忘部分词汇，同时淡化对这一
语言或方言的情感认同。

在此背景下启动的“中国语
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
保工程”）就像一场及时雨。冯
法强介绍，该工程的海南项目于
2016年启动，由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大学等8所高校组成11个
专家团队推动实施。5年间，11
支专家团队分赴全省25个调查
点开展实地调查，对方言发音人
进行音像摄录和语音材料整理，
最后将资料提交给国家语言数
据库，保证了这些珍贵的方言能
够记录在案、长期保存。

保护之道贵在使用

冯法强也很早就注意到了
《海南音字典》，在他看来，这本
字典是帮助人们学习海南话的
工具书，反过来也使得海南居民
口头讲的海南话落到了文字上，
起到了记录留档的作用。

他认为，新时代背景下，技
术飞速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学
习和互动异常快速和便捷。“语
保工程”在信息采集、记录、保
存、展示等环节，既有传统的纸
笔方式，也有现代的数字音像方
式——创建了“语保工程采录展
示平台”。要想更好地拓展和运
用这些成果，应该在现有“语保
工程采录展示平台”的基础上，
进一步建设灵活便捷的手机端
共享平台，让“语保工程”成果进
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此外，线下的实体性语言资
源博物馆的建设也很有必要，可
以把“语保工程”采集到的资源
在博物馆中进行展示和互动。
冯法强注意到，这类地方性的语
言资源博物馆在部分省市和高
校已经有了成熟案例，海南可以
学习借鉴。

他还给人们带来了好消息：
海南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正在有
力推进——2020年启动编撰的
《中国语言资源集海南（汉语方
言）》，目前正在印刷，很快就可
以与读者见面；海南濒危汉语方
言补充调查，新增了琼中客家
话、陵水黎安闽语等两个点位的
调查任务；海南重点汉语方言调
查研究有序推进，将以专著的形
式推出语料丰富、研究深入的方
言词典、方言调查报告等。

“保护一种语言，最好的方
法就是使用它。”为了更好地传
承海南话，除了持续更新海南话
教学视频，王雅伦和家人、朋友
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直都坚持使
用海南话交流，“不仅仅是说话，
我们在发文字信息的时候，也会
直接使用海南话的本字和句
式。比如，我们要问对方在‘干
什么’，就会直接写成‘做乜’，不
仅言简意赅，还很有趣味性。”

陈艺天和陈必高则有同样的
观点：本土语言和方言的传承要
从娃娃抓起。他们希望，海南各
级各类学校可以通过编写校本课
程、开设方言选修课等方式，将本
土语言和方言引入课堂教学和校
园文化，在青年、少年、儿童群体
中营造浓郁的学习和传承氛围。

“总体而言，我的体会是，海
南群众有着浓厚的故土情怀，十
分热爱家乡文化，这对本土语言
和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是有利
的。”冯法强说，当前，政府、学
界、社会都在积极作为，保护和
传承的氛围更加浓郁、成果更加
丰硕，“我相信，海南本土语言和
方言蕴含的多彩文化，必将在增
强海南自贸港文化软实力上发
挥更大作用。”

考据只求不失其真

王雅伦在2023年 12月 13
日更新的短视频里介绍了海南
话中“男孩子（海南方言拼音：
da bbou gia）”和“女孩子（海
南方言拼音：da bou gia）”的
发音区别，别看这两个词发音很
相近，读错了却是截然不同的意
思。

同为海南话知识的普及者，
王雅伦和陈必高十分注重教学
内容的准确性，从发音到语义，
从历史典故到当代发展，都要细
细考究。

“我会充分运用语言学专业
知识和播音主持工作经历，使用
古籍和字典对字词的发音和语
义进行研究推理，努力理清语言
文化的文明脉络，探寻海南方言
的源头和奥秘。”王雅伦举例，很
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海南人把铁
锅叫“ddia”（海南方言拼音），可
一旦知道它的本字是“鼎”，就立
马能够明白了。把铁锅叫“鼎”，
已经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海
南话很好地把这个发音和字义
保留了下来。

海南话中还有不少既有趣
又有意义的俗语，比如“上厝教
囝下厝精”（意思是“邻居教育小
孩，相近人家的小孩受到的教育
更多、效果更好”）等等。可以
说，海南话蕴含着兼具实用价值
和研究价值的语言文化，承载着
一代又一代海南人的发展印记
和生活智慧。

作为中学英语教师，陈必
高也将工作经验融入海南话教
学之中，即根据语言学习的规
律，让学习者清晰感知教学内
容，以便更好地进行模仿和练
习，“我教一句话要范读三遍，
第一遍、第三遍是常速，而第二
遍是超慢速，这样能够提升跟
学的体验和效果。我还自创了
海南话拼音，帮助学习者更加
有效地记录和学习海南话字
词。”

在必要的时候，他还会参考
和查阅相关资料来确保教学的
准确性——《汉典》《说文解字》
《康熙字典》都是常用的工具，而
《海南音字典》《海口方言词典》
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陈必高提到的《海南音字
典》由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方
言字典》编写小组负责编写，所
收的7000多字均注明了普通话
和海南话的读音、意义和用
法。这本有着35年历史的工具
书，也是陈艺天在创作琼剧剧
本时的重要参考，“我2009年由
闽入琼，登岛后收到的第一本
工具书就是《海南音字典》。这
本字典和另一本《琼剧声韵》，
支撑了我十几年的创作生涯。
时至今日，我还在使用它们，并
且将它们推荐给青年演员使
用，帮助他们纠正演唱中的发
音。”

缘何要将乡音传

细数广受读者喜爱的经典文
学作品，其中不乏使用方言写就的
佳作——陈忠实的作品《白鹿原》，
在人物对白中大量使用陕西方言；
老舍的作品《茶馆》《骆驼祥子》，将
北京话凝练成了文学语言，促进了
我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发展；
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
以山西雁北方言写成，字里行间泥
土味扑面而来……

一些影视作品同样喜欢使用
方言演绎，比如，电影《1942》《疯
狂的石头》《秋菊打官司》等，演员
们在拍摄前都得提前练成一口地
道的方言；又比如，电视剧《繁花》、
电影《让子弹飞》都是既有普通话
版也有方言版，而对比之下，观众
普遍认为，方言版的演绎更加生
动、鲜活，富有感染力。

一些旅游城市、景区景点也将
方言写进了宣传标语，在吸引游客
的同时彰显了本土文化和地域气
质。海南人熟悉的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随处可见海南话常用词汇教
学标签；因为宠爱“南方小土豆”而
盘踞热搜多日的哈尔滨，不仅有

“嘎嘎好吃”的东北菜馆，更有“往
里走，里面老大了”的冰雪大世界。

国家一级编剧陈艺天也从戏
剧角度展开分析：我国地方戏曲都
以方言为基础，琼剧也一样。假设
演员不会使用方言、观众无法听懂
方言，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就会如
同植被离开土壤，失去其独特魅力
和旺盛生命力，无从传承。

如何守住文化的根与魂，让方
言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冯法强说，学者对濒危语言的
保护，主要是进行抢救性的记录、
描写和研究，不能起到主导作用。
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要想摆脱濒
危状态还得依靠民众的使用。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除了参
与“语保工程”及相关工作的专家
团队，近年来，网络上也涌现出了
一批守护和传承海南本土语言和
方言的志愿者。

早在2012年，琼山华侨中学
英语教师陈必高就以“海南山翁”
的网名在网络上开展海南话教学，
并搭建了一个名叫“海南话学校”
的网站，向网友提供《海南话100
句》《海南话常用表达102条》等大
量海南话音、视频教程，以及经典
琼剧、海南话歌曲等视频资料。不
少海南话歌曲的歌词都有他修正
过的痕迹，其中脍炙人口的《石榴
园》的词作者就是他本人。时至今
日，他仍然在利用社交平台不遗余
力地推广海南方言。

不少网友经常刷到抖音号“主
持人雅伦”。该抖音号发布的《海
南式劝人四字经》《立冬节气海南
话天气古决》《万宁为什么叫万
宁？》等短视频有趣又可学，主播王
雅伦使用的海南话字正腔圆、温文
尔雅。

“普通话可以让你走得更远，
海南话却能带你找到回家的路。
多一个人讲，海南话的宽度就会更
宽；多一代人讲，海南话的长度就
会更长。”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分享
让更多人认可：说海南话不仅不
土，而且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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