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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潮者”到“赶潮人”

“锣鼓响起去看戏，琼剧戏台放
村边。搬张凳子占位置，八仙抢到公
祖钱……”当《戏台》MV拉开序幕，
伴随着悠扬旋律，一句句“既接地气
又冒热气”的唱词，勾勒出热闹祥和
的琼剧演出盛况。

“在海南农村，人们有逢年过节
搭台看琼剧的习惯。开演前，老人们
总会搬张凳子，早早地到台前占座；
孩子们则最期待大幕拉开前散发‘八
仙钱’的环节，寓意图个利是。”蔡科
文说，这是留存在他儿时记忆里的戏
台，也是他与琼剧结缘的开始。

蔡科文是一位“80后”，在长辈的
耳濡目染下，他打小就是戏迷。虽然
无法完全听懂咿咿呀呀的唱词，但琼
剧唱腔的婉转清亮、乐曲旋律的跌宕
起伏，让他对这种独特的音乐产生了
极大兴趣。

20年前，蔡科文离岛求学，在大
学期间玩起了音乐。“从那时起就强
烈感受到，海南有太多东西不为人
所知。”蔡科文注意到，随着城市化
进程加快，海南话的使用场景正在
逐渐减少，“尤其是能用海南话流利
交流的青少年越来越少，这势必会
淡化他们对这一语言或方言的情感

认同。”
既然直接向孩子教授海南话并

非易事，那么何不将音乐这一“人类
共同的语言”作为海南话学习和传
播的载体？带着这一思考，蔡科文
和搭档金安仔一拍即合，决定用海
南话创作流行歌曲，并通过“流行手
法+琼剧元素”的方式，希望借由音
乐唤起人们对海南话等本地传统文
化的兴趣，促进本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

于是，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海南话
歌曲先后出炉——

“西门的伊面新埠岛的海鲜，
博爱路的猪脚饭黑横竹笋汤……”
词曲都十分“接地气”的《哆咪哆
咪》，生动描绘了海口人民的生活
图景；

“你行过文笔峰，行过北门桥，江
南水美忆当初……”《定安娘子》里的
琼剧唱段和稚嫩童声交相呼应，让很
多不爱听琼剧的人不禁感叹“原来琼
剧旋律这么优美动听”；

……
“虽然听不懂琼剧，但是被这些

歌曲深深吸引了。”“海南话原来这么
好听！”翻阅着一条又一条网友评论，
蔡科文感到十分欣慰：“听不懂旋律
没关系，听不懂歌词大意也没关系，
只要这些歌曲能成为联结人们与乡
愁之间的桥梁，大家能从中听到童年
回忆，能品出家乡的味道，这就够
了。”

“人总要有点情怀追求”

舞台上，小生深情吟唱、嗓音醇
厚，花旦挥舞水袖、声情并茂，一颦
一笑间，为观众讲述着戏中的悲欢
离合……这是琼剧戏台上的场景，
也是蔡科文新作品《戏台》MV中的
画面。

前不久，蔡科文相继发布了三个

不同版本的《戏台》MV，除了他的个
人演唱版之外，还特别推出了生角版
和旦角版，分别由海南青年琼剧演员
林飞、史青艳演绎。

“戏台上没有柴米油盐，却能道
出人生百味。”蔡科文说，副歌部分
还融合了《红叶题诗》《刁蛮公主》
《梁祝》等家喻户晓的琼剧剧目，再
现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桥
段。

从歌曲编写到MV拍摄，蔡科文
和团队自掏腰包完成了全部的创作，
这也并非第一次“为爱发电”。“人总
是要有点情怀追求的。”蔡科文直言，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有责任
也有义务将家乡文化发扬好、传播
好。

如今，除了创作音乐，蔡科文还
发挥所长，以拍摄宣传片、纪录片的
方式，展示海南各地的风土人情，创
作本土宣传片、纪录片。他用镜头
记录了琼中“天上什寒”（什寒村）
最后一名制弩人、文昌“村VA”的
火热开打、海口百年粉店的点滴等
等。

情怀也好，追求也罢，无论以何
种方式，不变的是对海南这片土地的
热爱，以及继续讲述生生不息的海岛
生命、海南故事。“要在这条路上越走
越远呢……”蔡科文说。

“方言既是文化的‘DNA’，也是文化传承的工
具。但是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很多方言处于濒危状
态。”冯法强说，正是这种濒危状态，让研究人员奋
力奔走，力求记录保护这些濒危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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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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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团队分赴不同的语言点实地调查，对方言
发音人进行音像摄录和语音材料整理。5年间，他
们一共记录保存了21个汉语方言调查点的音视频
资料及其文字整理材料，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记录
了黎语、苗语、临高语、回辉语、那斗话等9种语言材
料。

冯法强介绍，海南语保的覆盖面基本上涵盖了
海南的所有汉语方言和主要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材
料提交给国家语言数据库，保证了这些方言和语言
能够长期保存。

作为“语保工程”海南项目首席专家，冯法强告
诉记者，《中国语言资源集·海南（汉语方言）》一书
正是此次调查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将海南闽语主要
调查点的材料汇集成书，于2020年启动编撰，总字
数达70余万字，是首部关于海南闽语的多点汇集式
调查报告。

此前，虽不乏学者在海南闽语的研究方面取得
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一直缺少一本具有一定规
模，对海南闽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进行全面描
写，将方言事实并列展示的调查报告。

在冯法强看来，《中国语言资源集·海南（汉语方
言）》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它收录了多个海南闽语
方言点的语音、词汇、语法数据，列表对照，方便查
阅，也有歌谣、故事、曲艺等口头文化，可以看作语
音、词汇、语法的综合运用。“正因为这些特点，该书
未来很可能成为海南语言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语言资源集中国语言资源集··海南海南（（汉汉语方言语方言）》）》近日出版近日出版

有方言，才有故乡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 本报记者 张婉茜

今年3月“中国好书”
推荐书目发布

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下，经中国图书评论

学会组织评选，2024年3月“中国好书”推荐书

目发布。

《历史决议与中国共产党》《新质生产力：发

展新动能》《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历史记忆》《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

想史》《宴飨万年：文物中的中华饮食文化史》

《登春台》《大象》《如风似璧》《热血：东北抗联》

《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有问题的姿势》《珊

瑚在歌唱》《田野诗班》《老奶奶捡到了十二只小

老虎猫》《从前有个金箍棒》入选。

（据新华社）

音乐人“流星阿文”创作海南话歌曲火爆出圈，网友热评——

海南话原来这么好听

海南是一座开放的岛屿，不仅有多色调的人文景观，也形成了众
多体系的海南语言和方言。

近日，《中国语言资源集·海南（汉语方言）》正式出版，这是目前所
见最全面的海南闽语（俗称海南话）调查成果，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
海南语言文化的窗口，再次引发社会对海南方言的关注。

这部书出版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专门去研究海南话？保护
传承方言，我们应该怎么做？对此，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该书主编之
一、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冯法强。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不同乡，百里

不同俗”的背后是地方文化的多样性，而语言又恰

恰是一地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的有效载体，每一种

方言都是瑰宝，都是一地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

晶。

然而，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人口流动加剧、广

播电视的普及以及学校教学语言的规范，我国许多

地方语言和文化面临剧烈冲击，方言使用人口锐

减。许多人觉得方言老土不好听，有意识地回避使

用和传授方言。

例如，海南许多城市的孩子从小在家里跟父母

学的就是普通话，到了学校老师也讲普通话，方言

传承“严重断档”。有些父母和孩子交流时，害怕海

南话会影响普通话发音，刻意不说海南话。越来越

缺乏的语言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是海南孩子不会

讲海南话的重要原因。

“对于珍视语言资源的语保人来说，这种现象

如果不加干预，弱势方言走向凋亡是可以预见的。”

冯法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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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在海南，不论是政府，还是学界、社会都在

积极作为，使得保护和传承海南方言的氛围更加浓

郁、成果更加丰硕。比如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随

处可见海南话常用词汇教学标签；在网络上，涌现

出了一批守护和传承海南本土语言和方言的志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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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法强坦言，我们有理由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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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通话推广以前，海南闽语在海南岛上扮演

着今天普通话的角色，它通行全岛，是陌生人之间

通用的交际工具，岛民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

无论母语讲何种语言，要想出门谋生，掌握海南话

是必备技能。

甚至一些“下南洋”的海南人也将海南话带到

了国外，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区的华侨社区中，

海南话也在一定范围内被使用和传承。可以说，海

南话曾经是海南岛民和海南侨民身份认同的主要

依据，是海南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海南被众多语言研究专家视为语言宝库。”冯

法强认为，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海南闽语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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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闽语虽然几乎通行全岛，但也在各地衍变出了各

有差异的腔调。

冯法强解释，一般认为，黎语最先登陆海南岛

并在本岛形成，其他语言和方言都是后来从岛外迁

移到海南岛而逐渐形成的。外来人口登岛后，由于

相对封闭的环境，不同语言和方言在此落地生根、

发展壮大，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必然保留

了很多早期语言的信息。

此外，不同民族人群在岛上生活交流，其语言

也在岛上接触、影响和竞争，因此产生了一些奇特

现象，很多语言“似汉非汉”，很多方言“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归属成疑。在这些接触和影响中，海

南闽语作为强势方言，对其他语言的影响深远。

“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哪些是早

期遗留？哪些是后期接触产生的？遗留和接触的

具体过程如何？这些问题是当前语言研究的热点

问题，因此海南的语言资源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材

料。”冯法强说。

比起本名，蔡科文让
更多歌迷、戏迷熟知的，是
艺名“流星阿文”。

2010年，蔡科文参与
创作、演唱的海南话歌曲
《定安娘子》，将海南话和
说唱相结合，曲风独特，火
爆“出圈”，至今仍广为传
唱。这首歌曲也让他一度
风靡网络，成为海南话说
唱歌手的代表之一。

然而，在“歌手”标签
背后，蔡科文还做过节目
策划、纪录片导演、音乐编
辑，甚至是农业电商。在
他看来，尽管身份在变，初
心却从未改变——想以自
己的方式去挖掘海南独特
的地域文化，唤起一些人
的回忆和共鸣。

日前，蔡科文创作的
海南话歌曲《戏台》全网上
线。他用琼腔美韵将琼剧
戏台上的故事娓娓道来，
也道出了戏台之外的人生
哲思、生活态度，以及他内
心浓浓的乡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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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洛尼亚童书展开幕

中国童书加速“出海”
第61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8日在意大

利博洛尼亚会展中心开幕，中国主办多场活动

推动中国儿童图书加速“出海”。

中国受邀担任本届博洛尼亚童书展首次设

立的“市场焦点国家”。据悉，中国是本届书展

唯一的“市场焦点国家”，展位空间增大、参展商

增多，并将在参展期间举办中国市场焦点活

动。60余家中国重点出版集团、少儿出版社和

印刷企业参展，通过精品图书展览展示、作家对

话交流和印刷产品推介等系列活动，向世界展

现中国少儿出版业发展成果，积极推动中国童

书走向世界。

中国图书展区精选2500多种童书参展，

重点展览展示《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少年

中国说：我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集中

展示《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少儿绘本大系》等精品丛书套书，以及《三体

漫画》《青铜葵花》等原创精品儿童文学图书、

绘本和科普读物，以书为媒讲述弘扬真善美的

中国故事，增进各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对当代

中国的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童”心

圆。

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始创于1964年，是

世界少儿图书和多媒体行业最重要的展会之

一。今年展会吸引了来自约100个国家和地区

的超过1500家参展商。

（据新华社）

文化和旅游部推出
茶文化主题等旅游线路

2024年“神州春色”全国春季旅游宣传推

广活动4月9日在河南洛阳举办。活动现场，文

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推介了中国茶文化主题

旅游线路、“大美春光在路上”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春时花海”旅游特色资源、春季美食线路等

特色旅游线路。

河南、天津、内蒙古等地围绕“神州春色”主

题，开展各具特色的春季旅游推介，宣传春季旅

游资源，丰富春季旅游产品供给，为广大民众出

游提供更多选择。

据介绍，作为“旅游中国 美好生活”全国旅

游宣传推广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次推广活动旨

在聚焦春季旅游的资源特色和市场特征，整合

各地春季旅游宣传举措，把自然风光和人文风

情转化为旅游业的持久魅力，进一步巩固国内

旅游发展态势。

（据新华社）

近日，人们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
中国图书展区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京 摄

蔡科文在《戏台》MV中的定妆照。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