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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从热播电视
剧《山海情》，到说
唱 歌 曲《大 田 后
生 仔》《MoJiaDai
莫加戴》，近年来
福建的方言文艺
作品凭借着又潮
又市井的独特风
味 ，让 观 众 感 到
耳 目 一 新 的 同
时 ，也 把 闽 方 言
的关注度推向了
一个小高潮。

“ 方 言 的 背
后是人 ，承 载 的
是文化。”福州民
俗专家方向红认
为 ，近 年 来 年 轻
创 作 者 在 文 艺
作 品 中 加 入 方
言 表 达 ，反 响 不
错 ，值 得 鼓 励 和
借鉴。“只有提高
方 言 吸 引 力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方
言、学习方言，方
言中的情感价值
和人文价值才能
得到更多认同，形
成共鸣。”

她的这一观
点，也得到了业内
专家的认同。他们
建议，社会各界应

考虑将方言文化纳入到文化产业布局之
中，激发方言文化的活力。譬如，积极打造

“方言网红”“方言IP”。目前网络平台已经
成为一种主流的传递交流信息的载体，相
关部门除了通过平台制播方言类戏剧节
目、谈话类节目外，不妨和平台牵手，打造
一批以方言为特色的“方言IP”，利用流量
效应，积极传播方言文化。

此外，文创产品也是方言文化传播
的一大利器。近年来，不少特色餐饮门
店、餐饮品牌都打起了方言牌，将独特的
地方方言塑造成文化符号来吸引消费者
的注意力。长沙知名茶饮品牌茶颜悦色
曾推出长沙话主题的水杯、T 恤等周边
产品，以极强的地域特色赢得人们的认
同与喜爱。基于此，相关部门可积极引导
文创企业，开发有关方言的文创产品，让
方言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针对在部分年轻人群体里渐渐消
失的“乡音”，专家们认为，主要是因为
人口流动很大，导致“语言环境缺失”。
现在孩子们从小接触时间最长的是普
通话，比方说父母可能来自不同地方，
家里日常交流就是用普通话，孩子就失
去了方言的母语环境。甚至很多“80后”

“90后”父母也不会说方言，那么教孩子
学习方言更无从谈起了。

因此，有关部门应考虑通过方言进
校园、地方戏曲进校园等多种方式，拓
宽学生学习当地方言、了解民俗文化的
渠道。同时，也应在方言保护和传承方
面与时俱进，鼓励高校有关专业积极参
与语言资源保护工作，除应用传统的纸
质记录外，可通过视频、音频的形式将
方言更加鲜活地记录下来。

提
高
吸
引
力
，增
强
生
命
力

□
本
报
记
者

陈
尹
荔

芽油：
自媒体传播的乡愁
“方言是淳朴的乡愁，唤起我们

关于爱和温暖的记忆。很多老乡在
外地听到莆仙话，就想冲上去搭个
话，一张口、一入耳，旅途的艰辛一
下子烟消云散。”

“浏览量 189 万！”前几天，从上海一
家公司网络运营岗位下班回到家的芽
油，打开抖音号“莆仙乡音社”后台，被数
据惊呆了。这是一期由他原创并独立制
作的“莆田姓氏排行榜”，于今年 2 月 25
日（正月十六）上线。从资料考证到视频
素材搜集、剪辑、莆仙话配音，均由其独
立完成。

芽油是一名拥有逾15万粉丝的莆仙
话爱好者，在方言传播的自媒体圈小有
名气，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愿透
露真名。这是一位 1994年出生、闯荡异乡
的莆田“90后”。

谈及莆仙话传播之路，芽油说，几年
前发现很多年轻人不会说家乡话，即使
会说也说得不地道，而他自己喜欢钻研
莆仙话的拼读，于是就尝试在知乎上写
文章、建方言QQ群，探索方言传播的新
媒体路径。

2017 年芽油创办了第一个微信公
众号“莆仙人的莆仙话”。“但由于图文
稿 件 的 形 式 较 为 单 调 ，很 难 扩 大 影 响
力。”芽油决定和一位“00 后”小伙伴九
牧一起，试水方言流媒体制作。2019 年
12 月，“莆仙乡音社”的第一个视频《莆
仙话拼音教程》在 B 站首发，传播效果
超出了两位主创的预期。这之后，芽油
团队陆续在知乎、微信公众号、微信视
频号、抖音号、B 站、小红书等平台建立
起 莆 仙 话 传 播 矩 阵 。精 心 安 排 策 划 选
题，打造了一批爆款视频，成功从同类
博主中脱颖而出，也把传播对象从莆仙
话 研 究 爱 好 者 扩 大 到“ 觉 得 莆 仙 话 有
趣”的全网短视频受众。截至目前，他们
在抖音号上发布搞笑、科普、教学三类
视频逾 260 个，其中原创 200 多个。“抖
音号上单个视频最高播放量是 200 多
万，30 万以上播放量的有近 30 个，总点
赞数是 3 万多。”

“莆仙话中常用到的四字词”“‘开学’
在莆仙话中读音竟然这么多”……点开
哔哩哔哩平台上的这些视频，可以看到，
芽油团队用正字来标注莆仙话的读音。
这样做，让年轻人能看能读，易于接受。
为了把方言写出来，芽油研读了《莆田市
志》《莆田县志》《仙游县志》《莆仙方言大
词典》《莆仙方言研究》《兴化古邑山歌》
等书籍，认真研究了莆仙话声母、韵母的
组成及发音规律。

为了做好方言传播，他还和志同道
合 的 朋 友 做 了 很 多 有 益 的 探 索 。2020
年，他和另一莆仙话微信公众号“三莆”
创始人卤面，合出了初级、中级两套“莆
仙话等级考试试卷”，两期推文在“三莆”
微信公众号点击量都破万。2019 年，他
在传播福州方言的“真鸟囝”团队创始人
子善和 Radium 的帮助下，以《莆仙方言
简明词汇》作为参考，用国内输入法软件
Rime 录入了 2 万多个单词的莆仙话词
库，由此，实现了拼音输入，莆仙话文字
输出。

传播方言是一件苦活，他为此付出
了艰辛的汗水。刚开始不会做视频，就
慢慢学。没有钱添置设备、软件，至今还
是 靠 手 机 做 视 频 ，用 剪 映、美 图 秀 秀、
Rime 等免费工具……

为什么要这样“苦”自己？芽油说：
“从幼儿园小班到小学一年级，我待在农
村阿公阿嬷家。放学后，他们经常给我买

麦芽糖（芽油）吃。‘芽油诶——’那一声
莆仙话的叫卖，每每在夜深人静时撞击
着我的内心深处。”

很多“00 后”学生会在抖音号“莆仙
乡音社”留言，一个人在外地读大学，这
是唯一能找到共鸣的地方。对此，芽油感
慨道：“我又何曾不是这样的异乡人呢？”

依林妹：
闽剧演员的使命感
“方言的背后是共同的家乡文

化。它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增加彼
此的亲切感。”

依林妹是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
中心书记、副主任林颖。作为一名闽剧
演员，她有着深厚的福州话功底。2008
年 ，福 州 电 视 台 都 市 生 活 频 道 邀 其 参
与主持福州话节目《攀讲》。由此，林颖
开 启 了 方 言 传 承 和 传 播 之 路 ，至 今 已
有 16 年。

“当时，《攀讲》是福州电视台在当
地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非常火。”林
颖回忆说，“节目由福州方言专家组成，
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教于乐，深
受观众喜爱，最早只有 20 分钟，后来一
直扩版，增设了很多子栏目，时长近 1
小时。”

林颖刚开始做《攀讲》的时候，闹了
个“笑话”，当时，她仅根据字面意思逐字
翻译“萤火虫”三个字。节目播出后，几十
名观众打爆了热线电话，指出在福州话
里“萤火虫”有专门的发音，不是电视节
目里说的那样，“别人可以错，主持人绝
不能错”。此事对这位闽剧演员触动很
大，都说福州话日渐式微，谁知道还有这
么多人较真，她下决心要勤学多问，不能
当“半瓶醋”。几年下来，书架上有两层摆
满了福州方言的学习参考书，内容涵盖
了方言、民俗、掌故、俗语和山歌谣。在潜
心学习中，林颖慢慢知道，福州方言不仅
有很多专属名词，在动词、序词、量词等
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一触碰到
文化，我就感兴趣了”。

2014 年，由于本职工作繁忙，林颖
告别了兼职主持人的岗位，回归闽剧舞
台。她惊奇地发现，台词功底如有神助，
突飞猛进。“以前随意处理的一段词，现
在会注意发音要咬出福州话特有的味
道。有时候我甚至会把整段台词替换掉，
一句福州俚语比三句台词都要生动。结
果，观众一听就笑了，方言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的东西全在这里面。”

林颖说，近年来，戏迷们的认可、后
辈的敬佩，更增强了她保护和传承福州
方言的使命感。

新冠疫情暴发后，林颖开始在社交
媒体上发布福州话原创短视频。2020 年
11 月，她创作并表演了“社区疫情防控
口诀（福州话版）”的小视频，“管好自家
小区人，守好自家小区门，绿码核酸要
正常，快递依哥不进门……”朗朗上口
的小视频一经推出，就引来 4 万多人转
发，成为福州疫情防控中最火的公益视
频之一。

她在抖音、今日头条、微信视频号、
微博、B 站、油管、脸书、推特等国内外社
交平台都开了账号。目前，她的抖音号

“闽剧林颖-攀讲依林妹”已发布了 474
个原创视频。

疫情期间，林颖父亲病重，危在旦
夕，她跑遍附近药店买不到酒精和口罩，
只好在粉丝群呼救。“连远在霞浦的粉丝
都寄来了口罩，这是大福州方言区最远
的地方了。”林颖说，“我有时候在想，正
是因为我做了福州方言传播，大家感动
在心，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才愿意
鼎力相助。”

陈飞：
以歌为媒，架起心灵之桥

“闽南语歌曲是一种流动的乡
愁，它已经超出了音乐本身。曾有歌
迷告诉我，听闽南语歌曲，让他们记
住回家的路。”

“2024 年 世 界 闽 南 语 金 曲 颁 奖 盛
典 暨 海 峡 两 岸 闽 南 语 音 乐 大 奖 赛（又
称‘ 世 界 闽 歌 赛 ’）的 东 南 亚 大 赛 区 决
赛将在马来西亚举行。”这一消息发布
后 ，立 即 成 为 马 来 西 亚 华 人 最 为 关 注
的新闻之一。

2006 年起，世界闽歌赛已经举办了
8 届。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选
手通过各自的表演，不仅将闽南乡音中
悠远的情愫与深厚的力量播撒向世界各
个角落，还为全世界闽南人架起了一座
心灵交流的桥梁。据组委会统计，大赛的
历届获奖者都在赛后改变了命运，闽南
语歌曲唱作表演不仅让他们养家糊口，
更让他们圆梦音乐人生。

闽南语歌后陈飞，就是这项赛事最
坚实的推动者。

陈 飞 是 一 名 土 生 土 长 的 厦 门 姑
娘。年少时，她就对闽南语歌曲演唱产
生了极大的兴趣。“为何家里听到的闽
南 语 歌 曲 都 是 台 湾 音 乐 人 创 作 的 ？为
何 这 些 歌 都 带 着 日 本 演 歌 的 影 子 ，用
颤音、哭腔来演绎？”从那时起，陈飞心
里 就 种 下 了 一 颗 种 子 ，“我 要 唱 歌 ，而
且 就 唱 原 创 闽 南 语 歌 ，要 为 弘 扬 闽 南
文化作出贡献。”

1999 年 ，陈 飞 推 出 首 支 原 创 闽 南
语歌曲《风中的相思树》。很快，厦门的
大街小巷都在传唱这首歌。同年，厦门
把 她 的 另 一 首 原 创 闽 南 语 歌 曲《祝 福
你》作为交流礼物送给新加坡，在新加
坡风靡一时。

虽然一出道就收到了诸多肯定，但
陈飞的艺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当时
台湾闽南歌是很流行的，亲友们认为这
条路太小众，都劝我放弃，但我相信‘戏
棚脚是站久的人的’，还是坚持唱大陆
原创的闽南歌。”多年来，她一直坚守初
心，践行这句闽南谚语，把闽南语歌曲
越唱越响。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能仅靠我
一枝独秀，要创造平台给更多有闽南语
歌曲梦想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够坚守下
去 ，才 能 赋 予 闽 南 语 歌 曲 更 强 的 生 命
力。”于是，陈飞转战幕后，建立（厦门）
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等多个孵化平
台，尝试用更多方式传播闽南语歌曲、
推广闽南文化。

这些年，陈飞创作并主持《陈飞嘎立
贡》《陈飞歌中剧》《祖先有智慧》等辐射
两岸的闽南语轻综艺栏目，传播闽南文
化。她的团队与台湾演艺界同仁一起策
划、拍摄、制作的 118 集大陆首部闽南语
自制轻喜剧《欢天喜地》在海峡两岸广泛
传播，好评如潮；携手美国、德国等地顶
级科技与娱乐演艺团队重磅打造出一部
创新多媒体旅游大戏《大话铁观音》，该
剧一推出，轰动海峡，名满东南，从而让
闽南元素插上高科技的翅膀，深远地传
播着；与台湾文化机构共同统筹并译制
的《朱元璋传奇》《水浒传》《大秦帝国》等
2000 多 集 闽 南 语 经 典 电 视 剧 ，为 超 过
1000 位台湾籍艺人提供了进入大陆配
音的就业机会，增强了两岸民众的文化
向心力……

用语言做纽带，让闽南语歌曲走出
闽南，让更多人了解闽南文化，让世界舞
台展现闽南文化，陈飞不仅将这种信念
作为一种努力的生活态度，更将此作为
植入心底的毕生追求。

耳边的乡愁 草根的执着
——闽方言传播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尹荔 文/图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里的乡音，说的是游子耳边的乡愁。

福建多方言，是我国方言最复杂的省份之一。我国有十大方言，闽方言列于其

中，而闽方言又包含了五种互不统属的次级方言，向来有“隔山不知语”之说。方言承

载着地方思维与传统文化，饱含着乡愁。近年来，它的使用、传承和保护正引起越来

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今天，记者把镜头对准致力于方言传承的志愿者们，讲述他们

为留住耳边乡愁的故事。

核 心

提 示

依林妹（林颖）时常走入福建省图书馆、福州中小学校
等地结合闽剧传播福州话。

莆田市文旅部门用芽油原创短视频的截屏图片做装
饰，在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设点传播莆仙话。

芽油做莆仙话传播短视频常用的参考书

闽南语歌后陈飞在演出现场与歌迷互动。

依林妹（林颖）结合闽剧传播福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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