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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怒江泸水
市，泸水市六库，六库傈僳族，傈僳族是这
样叫，乌鸦叫作阿南，青蛙叫作欧巴……”

近一段时间，短视频“我是云南的”
火遍全网。该视频引发全国各地网友竞
相模仿，大家纷纷在短视频中讲出家乡
方言。那些短视频很简单，结构上主要
由“家乡”和“方言”两部分组成，自报家
门后，讲述者便开始介绍家乡有趣的方
言，并借机推介家乡的特产、美景、文化、
风俗等，网友们诙谐地称之为“为家乡上
分”“为家乡代言”。短短十几秒的短视
频，既包含地域文化，也包含民族文化，
还包含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在一次次
的“自报家门”中，个人对家乡的热爱和
眷恋汇成洪流，一度被人们遗忘的乡音
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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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理应受到精心保
护和良好传承。我们需要兼顾语言的主体性和多
样性，正确处理普通话推广和方言保护的关系，
给予方言合理宽容的生存空间。为保护传承方言
文化，教育部和国家语委2015年启动了“中国
语言资源保护工程”。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大力
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
言文化”。

在互联网与数字化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如

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方言，增强
方言文化的社会认同感，应该成为我们新的探索
方向。比如，将方言引入长短视频，用方言演唱
古风歌曲，用创意活动弘扬方言文化，这些新玩
法都有助于方言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和传播环境，
增强人们对方言的熟悉度和亲切度。

在这方面，各地近些年在学校、社会层面进
行了各种尝试。比如，不少大、中、小学纷纷开
展传承方言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走访老
城区，跟能讲地道方言的老人对话，将方言俚语
整理成“知识问答”，再做成视频，发布到朋友

圈、B站、微博等新媒体平台，通过新媒体的力
量，最大限度地传播方言文化。再比如，重庆市
沙坪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沙坪坝
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举办雾都方言艺术节，
推动方言文化与新兴的说唱艺术耦合发展。此
外，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的方言博主们也在用“南
腔北调”开辟出一条方言传承传播的新路子。

总之，在国家政策框架内，我们应通过互联
网、短视频等新兴方式，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到
方言的传承与保护中来，探索更多、更好、更有
效的方式和路径来守护方言文化。需要注意的是，
在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保护传承方言的同时，
也应尽力规避新媒体传播带来的弊端，正视其中
的问题并选择恰当的表现方式，不能流于表面形
式，更不能借方言传播低俗内容。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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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家乡上分”初版视频中，云南傈僳族小
伙一头黄色长发，跟着颇有节奏感的音乐用方言
介绍着自己的家乡。那条短视频全程没有剪辑，
没有运动镜头，没有精致布景，显得颇为简单甚至
粗糙，但就是这样一条“不修边幅”的短视频，不仅
赢得数十万点赞，还成为现象级作品，被网友们竞
相模仿，引发网络狂欢。

每条集地域归属感和语言独特性于一体的视
频，都能瞬间唤起观众的带入感，激发起他们的地
域身份认同和语言认同，同时也开掘出巨大的二

次创作空间。于是，从明星网红到普通民众，大家
纷纷用家乡方言进行创作，成为乡音的代言人。
从这些方言短视频中，人们学会了一些极具地方
特色的方言词语，如傈僳语中的“欧巴”(青蛙)、上
海话中的“囡囡”(小女孩)、赣方言中的“做犀利”
(做什么)。

在各地网友的共同“加分”下，上述短视频的
内容不断升级，从最初介绍各地方言中有代表性
的称呼、俚语到宣传各地的特产、风景、文化，观看
这些“为家乡上分”短视频也成为了解各地风土人

情的窗口。
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人人都有家

乡，各地都有方言。每一种方言都或多或少跟
普通话存在着区别，每一种方言都有自己的特
色俚语，且大都不为“外人”所知。相较于那
些以或搞笑娱乐或猎奇探秘或精美炫目的内容
来吸引眼球的短视频，“为家乡上分”短视频所
呈现的是最朴素、最自然、最本真的生活样
貌，从而引起受众普遍的共情，这种共情的背
后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浓浓的乡情与乡愁。因为
方言不仅是语言工具，还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
文化记忆。当方言在耳畔响起，人们听到的是
语言中的具体信息，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家乡
的山水、草木、美食。

““为家乡上分为家乡上分””短视频引发网络狂欢短视频引发网络狂欢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普通话的推广普
及、大众传媒的发展等多重因素的作用，方言的使
用和传承受到很大影响。有的人阔别家乡已久，
渐渐忘了家乡话怎么说；有的人认为方言土，不愿
说；有的地方只有老人还能说些正宗的方言，年轻
人不愿说也不愿学；有的人认为时代不同了，语言
也会随之改变，方言被淘汰是历史的必然。

“为家乡上分”系列短视频的走红，既在意料
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它既让观者感受到各地方
言的千差万别、多姿多彩，也说明在互联网时代，
一度被认为式微的方言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
生命力。

方言既是来自故乡的慰藉，也是地域文化的
底色。于个体而言，方言是镌刻在我们身上独有
的印记，它不仅让人们产生强烈的亲切感和归属
感，也代表着那些不用迁徙、没有别离的时代里，一
种轻松惬意、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氛围，寄托着
当代挺进城市、阔别故土的年轻人共同的乡愁。
保护方言，就是留住乡音乡愁，就是维系游子们和
故土的联系。于民族而言，每一种方言都承载着
相对应的地域文化，保护方言就是保护地域文化。

除了“为家乡上分”短视频，近年来，方言说
唱、方言短剧、方言电视剧、方言电影等艺术形式
也纷纷涌现，受到人们的欢迎。比如，时下正在热

映的电影《人生大事》，湖北籍演员朱一龙说着一
口武汉方言，加上寸头、花衬衫、夹脚拖鞋的装扮，
生动诠释出小人物的市井感，也为影片注入了浓
浓的烟火气，让这部冷门题材影片成为热门作
品。在普通话广泛使用的今天，方言能够赋予文
艺作品鲜明的地域特色，让作品更有个性和特点，
有利于在互联网时代进行传播。从这个角度看，
方言不仅具有文化属性、情感属性，还具有凸显个
性、提升魅力的实用性。

目前我国共有100多种方言，每种方言都有
自己的特点，每种方言的背后都有独特的地域文
化。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个性化的时代，千篇一律、
千人一面、整齐划一的内容是缺乏传播力的，而千
姿百态、独树一帜、别出心裁的内容往往更受青
睐。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为方言的传承和保
护提供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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