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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浙江方言文化的保护传承 

曹志耘
1
 

【摘 要】：“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是新时代的新使命，亟需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本文根据浙江方言的具体情

况，从浙江方言研究和应用的基础建设、濒危方言和地方口头文化的抢救保存、方言文化产品的开发应用等方面提

出方言文化保护传承的一些初步设想，包括三大类十九项任务。 

【关键词】：浙江方言 方言文化 语保 保护传承 

2017年 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保护传承方

言文化”的号召，方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已成为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作为新时代的一项新任务，具

体该做什么、怎么做，迄今尚未形成明确的思路和有效的举措。本文根据浙江方言的具体情况，提出方言文化保护传承的一些

初步设想，供大家参考。 

一、浙江方言及其研究概况 

1.浙江方言概况 

浙江全省通行汉语方言。浙江省的汉语方言以吴语为主，此外还有徽语、闽语、客家话、赣语、官话、畲话、九姓渔民船

上话等方言或方言岛，方言岛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山区。 

吴语分布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福建 6 个省市，面积最大、使用人口最多的就是浙江省。浙江省使用吴语的

人口约有 4181 万人，占吴语总人口的 57%。吴语内部包括 6 个片：太湖片、宣州片、台州片、金衢片、上丽片、瓯江片，在浙

江省都有分布。 

浙江省境内的徽语主要分布在西部跟安徽省相邻的淳安、建德二县市（旧严州府淳安、遂安、建德、寿昌四县），此外还有

众多由新安江水库（千岛湖）库区移民所形成的方言岛，浙江徽语自成一片（严州片），使用人口约有 105万人，占徽语总人口

的 30%。 

闽语主要分布在南部跟福建省相邻的一些地区，使用人口约有 160万人。此外还零散分布在浙江沿海的温州市辖区、瑞安、

平阳、文成、玉环、温岭、象山、慈溪、舟山市部分岛屿以及西部内陆地区。闽语方言岛的移民主要来自闽南地区，不过很多

是先移到浙南温州地区然后再转移到其他地区的。 

客家话方言岛分布在金华市辖区、衢州市辖区、龙游、江山、遂昌、松阳、云和、龙泉、泰顺、玉环等地，移民主要来自

福建省西部长汀、连城、上杭等县。 

赣语方言岛分布在衢州市辖区、常山、淳安、建德等地，移民主要由江西省南丰县经广丰县辗转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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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主要分布在西北部跟安徽省交界的一些地区，使用人口约有 55万人，其中河南移民官话最多，湖北移民官话次之，江

淮官话洪巢片最少。此外还有象山县爵溪所里话、开化县华埠土官话、江山市廿八都话以及分布在其他地区（钱塘江—兰江—

衢江以西）的河南、湖北官话和江淮官话方言岛。 

畲话是畲族使用的一种汉语方言。在浙江省主要分布在南部的景宁、丽水市辖区、云和、遂昌、泰顺、文成、苍南、龙游、

金华市辖区等地，在西部建德、淳安、桐庐等地也有少量分布，约有 17万人。浙江省的畲族主要是明清两代从闽东连江、罗源

等地逐渐辗转迁来的。 

九姓渔民方言分布在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七里泷）沿岸，在新安江、衢江的上游和富春江的下游也有少量九姓渔民居

住。九姓渔民是一种水上居民，直到 20世纪中叶才上岸定居，现不足千人，方言极度濒危。
（1）

 

浙江省境内主要方言和方言岛的种类及分布情况见图 1和图 2。 

 

图 1浙江省的汉语方言 

注：本图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版）“汉语方言卷·B2-10浙江省的汉语方言”补改。原图建德市漏画（为白色），今

已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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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浙江省境内的方言岛 

注：本图由北京语言大学黄晓东教授绘制。异于本县而与接壤之县相同的方言，不视为方言岛，例如常山、玉山境内的江

山话。在浙江南部的苍南、泰顺、庆元等地，不处于吴语区域内部而与福建闽语区相连的闽语，不视为方言岛。浙江沿海岛屿

上的闽南话、瓯江片吴语、台州片吴语，暂不视为方言岛。 

2.以往研究情况 

1927 年，赵元任先生调查吴语，设 33 点，其中浙江 14 点，由此开启浙江方言调查研究先河。近一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

的辛勤努力，浙江方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珍贵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出版浙江方言研究专著近

百部，发表论文约 500篇。其中具有重要价值和影响的著作如：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傅国通和郑张尚芳总编《浙江省语

言志》，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杭州、宁波、金华、温州卷，曹志耘主编《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杭州、金华、江山、

遂昌卷，以及《浙江方音集》（油印本）、《浙江方言词》《浙江吴语分区》《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吴语婺州方言研究》《吴语处衢

方言研究》《浙北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浙南瓯语》《杭州方言志》《富阳方言研究》《绍兴方言

研究》《鄞州方言研究》《余姚方言志》《舟山方言研究》《温岭方言研究》《温州方言志》《苍南方言志》《汤溪方言民俗图典》《徽

语严州方言研究》《浙南的闽东区方言》《蛮话词典》《浙江畲话研究》《钱塘江流域九姓渔民方言》《浙江地名疑难字研究》等。 

2015 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

为核心的各项工作。浙江省设 88个县级调查点（包括部分旧县）、5个濒危方言调查点、7个方言文化调查点，共 100个调查点。

调查内容包括概况、语音、词汇、语法、话语、口头文化、地方普通话等，濒危方言点的调查内容更为全面系统，方言文化点

则侧重于调查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农工百艺、日常活动、婚育丧葬、节日、说唱表演等语言文化现象。所有调

查条目均采用纸笔记录、录音、摄像三种方式记录保存，方言文化调查条目还采用照相方式拍摄保存地方名物、民俗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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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保工程工作全国统一规划，统一规范，严格管理，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 

浙江省语保工程调查任务已于 2019 年底按时完成，并已推出部分成果，例如《浙江方言资源典藏》第一辑 16 本（衢州、

嵊州、海盐、宁波、定海、余杭、东阳、丽水、遂昌、乐清、瑞安、庆元、诸暨、长兴、浦江、天台），《中国语言文化典藏》4

本（杭州、金华、江山、遂昌），《中国濒危语言志》1 本（江山廿八都话），以及“浙江乡音”平台。目前正在建设浙江语言资

源库，编写《中国语言资源集·浙江》。语保工程是一项具有普查性、保存性的工程，浙江语言资源库和《中国语言资源集·浙

江》都属于整体性、大规模语料汇聚的工作。 

在当今形势下，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深入地、可持续地推进浙江方言文化调查研究、保存保护等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如何赶

在传统方言文化大面积消亡之前有效地、实质性地推动和促进浙江方言文化的保护传承，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下面拟从浙江方言研究和应用的基础建设、濒危方言和地方口头文化的抢救保存、方言文化产品的开发应用等方面提出笔者的

初步设想。 

二、基础建设 

浙江境内的方言丰富多样，差异巨大，素以难懂著称，是方言的宝库和方言研究的宝地。如上所述，浙江方言研究成果丰

硕，但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和集体行动，长期以来以个人自发性研究为主，一些基础性、整体性、综合性的工作一直处于空白状

态。面对如此复杂的一个方言地区，如果缺乏必要的基础性工具和资料，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社会应用，都会显得捉襟见肘，

窒碍难行。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参与到方言文化保护传承的行列中来，他们迫切需要了解本领域的基本情况，迫

切需要易学易用的技术工具。因此，基础建设是一项绕不开的带有瓶颈性的工作，必须下决心、下力气做好。 

1.浙江方言字典 

字典是最基本的工具书。但方言字典不仅在浙江，在全国也还是处于空白状态。随着社会大众“书写方言”的需求日益增

长，方言字典的编写已成为当务之急。我们拟尝试以浙江省 12个地级市 2政府所在地方言为基础，编写一部地区型、常用性、

普及性的方言字典，以解决浙江方言使用者“写方言”的问题。(3) 

2.浙江方言注音方案 

我国民间存在多种汉语方言的注音方案，但大多缺乏规范，影响不大。我们试图在全面整理浙江省各地方言音系的基础上，

使用统一的规则处理各方言里的读音，研制一套适用于全省方言的注音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制订各地方言的注音方案。方

言注音方案将可用于方言读物、教材、词典、非遗记录以及其他方言文化产品和自媒体上。 

3.浙江方音字汇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的《汉语方音字汇》收录全国 20个汉语方言点、3000个字的字音材料，对照排列。

自 1962年出版以来，影响巨大，已成为汉语语音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但以省为单位的方音字汇至今未见。本书拟仿照《汉

语方音字汇》的体例，收录浙江省有代表性的 20 个左右方言点的字音材料，《汉语方音字汇》3000 字全部收入，再酌收少量浙

江方言中有特色的字音，以提供一部可方便查阅全省各主要方言常用字读音的工具书。 

4.浙江方言词汇 

作为《汉语方音字汇》的姊妹篇，《汉语方言词汇》收录全国 20 个汉语方言点、1230 个词的词汇材料，对照排列。本书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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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汉语方言词汇》的体例，收录浙江省有代表性的 20 个左右方言点的词汇材料，《汉语方言词汇》1230 词全部收入，再酌

收部分浙江方言中有特色的词汇，以提供一部可方便查阅全省各主要方言常用词说法的工具书。 

5.浙江方言词典 

词典可以承载语言方言里最基本、最重要的语言和文化信息，是保护传承方言文化的一种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手段。以往的

方言词典以及方言词汇论著往往过于学术化，难以为普通老百姓所用。我们拟以县为单位（也酌情考虑旧县），按照统一规范，

编写一种新型的方言词典，力求做到学术性与普及性兼顾，音像图文并茂，老百姓能用爱用。第一期拟先编写 10本，以地级市

政府所在地为主。 

6.浙江省方言地图集 

方言地图是直观反映方言种类、方言特征以及相关历史、地理、政区、人口、移民等文化现象分布和演变的最佳方式。目

前，除了全国性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和《汉语方言地图集》以外，以省为单位的方言地图集尚未见到。本地图集拟收录全省

各地约 200 个方言点（《汉语方言地图集》浙江 90点，语保工程浙江 100 点，可一并纳入）、300个方言条目，并创新形式，将

多种信息、多种媒体、多种功能融为一体，力求成为一种新型方言地图。 

7.浙江方言语料集 

在语保工程调查基础上，将全省所有语保调查点的全部字词句语料对照排列，分语音、词汇、语法三卷，是全省方言语料

对照集。此项任务已纳入“中国语言资源集（分省）”计划统一实施。 

8.浙江方言文化资源库 

在语保工程调查基础上，将全省所有语保点调查所得的所有资料汇入数据库，并增加其他相关方言文化资料，经科学整理

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方言文化资源库，使之成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浙江方言文化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为政府、研究者和社会大众提供各方面的服务。此项任务也放在语保工程中规划实施。 

9.浙江方言文献库和查询系统 

方言文献包括研究文献（专著、论文、学位论文、调查报告）、民间文献（民间研究者成果、文化读本、乡土教材）、方志、

方言文艺作品等。浙江省作为文化之邦，相关文献也十分丰富，但一直未有人做过专门的搜集整理。我们已利用 endnote 系统

初步建立了浙江方言文献库和查询系统，可根据方言点、关键词等便捷查找相关文献。 

三、抢救保存 

今天，我国各地汉语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许多方言趋于濒危或面临消亡。浙江因交通、经济、文化相对发

达，其方言消亡的速度比起其他地区来更快。有一项“各地本土出生人士方言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6—20岁能够熟练使用

方言人群比例，吴语区居全国最低，其中苏州 2.2%，上海 22.4%，浙江三地中杭州 9.2%，温州 7.3%，宁波 4.6%，低于除苏州外

的全国所有城市。在杭州市省府路小学，一个 40 名学生的班，只有一两个人会说地道的杭州话。一个 31 名学生的班，能听懂

“杭州话，你还来不来赛？”这句话的只有 6 人。城市如此，农村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笔者在老家金华汤溪一带看到，在城镇

化浪潮席卷之下，绝大部分小孩已离开农村前往城镇读书，农村小学已经空心化，例如婺城区塔石乡，今年整个乡报名在本乡

小学入学的新生只有 2 人。随着年轻人的离开，农村方言后继无人，很快将成为历史绝唱。在浙江境内尤其是在西南部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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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连片分布的吴语、徽语以外，还存在着大量零散分布的方言岛。(4)（参看图 2）方言岛因处于当地强势方言的包围之中，生

命力更为脆弱，基本上都已处于濒危状态。 

方言是地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由于方言地区普遍缺乏书面文献传统，一个地方的历史、思想、知识、艺术和民俗只能通

过口头代代相传。这些宝贵的精神文化信息就体现在方言本身以及以方言为媒介的各种口传文学艺术形式里。以往的方言调查

很少关注和涉及口头文化部分，而民间文化研究者由于缺乏语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地域文化中涉及方言的部分往往要么回

避，要么仅用普通话记个大概（比如以前搜集出版的谚语和民间故事），致使方言文化的精髓和韵味严重丧失。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除了常规的、统一的保存保护工作以外，急需对濒危方言、地方口头文化开展专门的抢救性调查保

存工作。为了更好地做好方言文化保护传承工作，除了全面记录方言本体面貌以外，还必须通过高质量的音像摄录记录保存，

并进行方言学的文字和音标转写，以给后世留下当地方言文化的真实面貌和实态情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唯有这样的实态资

料才最具有传世的价值。下文说的“音像典藏”就是指在方言调查的过程中，利用录音、摄像的手段收集保存方言文化资料，

并进行方言学的整理加工，以达到“实态保存，永久使用”的目的。 

1.浙江省濒危方言志 

在浙江的濒危方言（主要是方言岛）中，选择最有代表性、最濒危的一批点，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记录，并通过音像

摄录方式记录保存其实态语言生活和使用情况，编写出版《浙江省濒危方言志》系列丛书，内容和形式参照商务印书馆最近出

版的《中国濒危语言志》丛书（曹志耘总主编）。第一期拟先编写 10本。 

2.方言文学音像典藏 

各地都存在大量的方言俗语、谚语、故事（包括传说、掌故）等民间口头文学，这是历经千百年积淀和传承下来的珍贵的

精神文化遗产，如今正在快速流逝，即将失传。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利用先进的摄录设备和技术把它们记录下来，再进行科学

的整理加工，使之成为可阅读、可使用的熟语料。 

3.方言文艺音像典藏 

地方歌谣、曲艺、戏剧、吟诵等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方言为媒介的，但以往很少有人从方言的角度进行搜集、整理和加工，

即使有人试图打出方言字幕，结果也是不方不普，不伦不类，很难让人真正体味到方言的美感和趣味。我们可以在音频视频的

基础上严格地转写出方言文字、音标（或方言注音），使人们不仅看得懂，而且还可以跟着音标用方言学唱。 

4.地方文化口述 

在当今迅速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地方的历史和传统民俗、手艺、行当、游戏等最好都能够用口述的方式保留下

来。但以往做口述的时候对讲述人的语言可能并无要求，有时为了好懂起见甚至要求说普通话。其实只有用自己的方言来讲述

自己的生活才是最自然、最真实的，也是最有价值的。当然，方言语料的转写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专业性工作，但这些口述语料

对于方言的研究和保存来说也是无价之宝。 

四、开发应用 

上述基础建设、抢救保存工作无疑都是极为必要的，但其直接和主要作用仍在于保存，而非传承发展。对于方言文化而言，

最好的保护传承是使用，是在使用中保护，在使用中传承。如果方言有更大的使用空间，有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场合和时间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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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将能不治而愈，不保而保。但不幸的是，事实正朝着与此相反的方向在发展，而且只会越来越严峻。面对这个事实，我

们不妨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开发应用。所谓“开发应用”，是指面向社会大众研发方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给社会大众使

用，以达到“由应用促使用”，“从应用到使用”
(5)
。 

在开发应用方面，浙江方言在地方戏（如越剧、婺剧、绍剧、甬剧）、地方曲艺（如绍兴莲花落、金华道情、宁波走书、温

州鼓词）、民歌、民间故事当中长期使用，影响深广。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方言歌曲、电影、情景剧、纪录片、综艺节目等方

言文艺形式和广播电视方言栏目，出版了一些普及性的方言文化读物，深受社会大众欢迎。在一些地区，民间自发筹建了方言

博物馆、老古话讲堂等。杭州、余杭、嘉兴、海盐、宁波、天台、汤溪等地的小学、幼儿园探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方言文

化活动，汤溪小学还编印了《汤溪方言与文化》教材（低、中、高三段）。方言文化的开发应用已具备一定的氛围和基础，还可

在诸多方面进一步深化。 

1.方言文化读本 

供当地小学生和干部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内容包括当地方言概况、常用字词、口头文化作品、方言文化趣谈，以及该方

言使用者学习普通话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和要领等。拟选若干点作试点。 

2.方言文化教材 

小学校本教材。内容包括当地方言概况、方言注音方案、常用字词句、方言文化等，方言语料应使用方言注音方案标音，

并提供音频，可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播放。拟选若干点作试点。 

3.方言文化纪录片 

以方言文化为主题，通过人物、故事，以艺术的形式呈现一种方言文化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色。可以是全省性或地区性的，

也可以按方言种类分。第一期拟以地级市为单位，先拍摄 12部。与此同时，也可以发动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拍摄专业性、艺

术性要求较低的方言文化短视频。 

4.方言文化博物馆 

在国内，语言博物馆、方言文化博物馆还是一种新兴事物，如何建设和运营仍面临诸多难题。不过，浙江作为一个文化大

省、方言大省，一座浙江方言文化博物馆应是不可或缺的。当然，鉴于方言文化的特殊性，博物馆的形式需要大胆创新，也可

以考虑借鉴生态博物馆、体验馆、体验区的理念和做法。 

5.方言文化活动 

目前开展的方言文化活动主要有儿童游戏、方言故事竞赛、方言歌曲大赛、方言电影节、志愿者实地调查和宣传推广等。

实际上，方言文化活动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空间广阔，涉及人员广泛，是方言文化保护传承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6.其他文化科技产品 

方言文化产品可着重从文化和科技两方面去开发，当然两方面也可以结合起来。除了上文所提及的一些应用以外，又如方

言歌曲、影视、节目、方言表情包、方言音像家谱、方言文化旅游产品（纪念品、导游服务、方言文化游）、方言语音导航、方

言语音翻译、方言机器人、公安刑侦和国安用方言鉴别系统等，可以说空间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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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内容可归纳为如下三大类十九项任务： 

一、基础建设 

1.浙江方言字典 

2.浙江方言注音方案 

3.浙江方音字汇 

4.浙江方言词汇 

5.浙江方言词典 

6.浙江省方言地图集 

7.浙江方言语料集 

8.浙江方言文化资源库 

9.浙江方言文献库和查询系统 

二、抢救保存 

10.浙江省濒危方言志 

11.方言文学音像典藏 

12.方言文艺音像典藏 

13.地方文化口述 

三、开发应用 

14.方言文化读本 

15.方言文化教材 

16.方言文化纪录片 

17.方言文化博物馆 

18.方言文化活动 

19.其他文化科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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