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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市作家张如
意创作的《陕北方言的文
学解读》出版面世，在该书
的分享会上，我市作家、学
者共聚一堂，说方言之美，
话方言保护，再一次吹响
了文艺界向着陕北方言保
护和文字研究进发的冲锋
号角。

流传在延安、榆林的
陕北方言有很多载体，陕
北民歌用方言歌声愉悦观
众，陕北说书用方言曲艺
征服观众，陕北道情用方
言戏曲打动观众，路遥、史
铁生、曹谷溪、史小溪、梁
向阳等知名作家用方言展
露家乡和人民之美，《平凡
的世界》《人生之路》《西北
岁月》等影视作品用方言
对话展现陕北人民豪迈奔
放和乐观敞亮的个性。而
火遍全网的网络游戏《黑
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
书，更是引发了国内外网
友尤其是年轻人的广泛关
注与热议……

因人见风俗，入境闻
方言。陕北方言从厚重的
黄土高原上流传而来，于窑
洞内外回荡，历经数千年风
雨洗礼，在时代浪潮中依旧
坚守本真，愈发“迷人”。这
让我们不禁思考：它是如何
打破时空局限，在岁月更迭
中生生不息？

·
关
注

陕北方言，何以生生不息？
记者 叶四青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一声声熟悉的乡音让人亲切无

比。“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
个启承点，这也是我人生逆境中的，是我人生中最需要各方
面帮助的时候，延安人民向我伸出了无私的帮助之手。我现
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观念，形成的很多的基本特点，也是在
延安形成的，所以我呢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习
近平总书记在2004年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专
访时曾说。2015年 2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回到当年插队
的延川县梁家河村时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
这里。并用陕北方言给梁家河老乡介绍妻子彭丽媛“这是我
的婆姨”。

陕北人把妻子叫“婆姨”。民谚里讲，“米脂的婆姨绥德
的汉”，陕北的“婆姨汉”组成一个家庭，“婆姨”把家务理得井
井有条，和男人一起上山种田，她们普遍有着吃苦、勤俭、贤
惠、仁爱的美德，而“汉”老实能干、诚实信用、关心婆姨，“婆
姨汉”共同养育子女、孝顺双方父母，和谐美满度过一生。

一声声乡音，一缕缕乡情。对友人的情谊、对家乡的情
怀，在一句句方言对话中升腾，暖心又动人。是啊，在延安生
活过，有过刻骨铭心经历的人，谁不想多说多听几句乡音？
回到延安时，乡音便化作美妙的诗句，紧紧萦绕在诗人贺敬
之心头：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
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
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
眼眶里转……

1940年，在春天的晨雾中，山东籍的贺敬之怀揣革命理
想来到延安。潺潺延河水，巍巍宝塔山，满脸笑容、身穿灰色
军装的人们，延安的一切让他新奇又振奋。他在鲁迅艺术学
院学习，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养分，舒展着诗情和爱国情。
他为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作词，写了红遍全国的秧歌剧
《白毛女》，这些作品帮助身处困境的全国人民看清当时局
势，极大激励革命者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1956年，贺敬之重回阔别十余年的延安，对延安的爱炽
热浓烈，一首长诗《回延安》在笔端流淌，诉说着延安的巨大
变化，赞颂着延安的历史功绩，指明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新的意义，语言朴实无华，感情真挚动人，在中国的现
代诗坛最终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乡音背后是亲情

“土话”背后是文化

研究背后是自信

在贺敬之的诗歌里，在陕北作家
的文学作品里，在陕北民歌的歌词里，
陕北方言无疑是美丽的。这种美丽，
足以让这些作品独一无二。

多年前，由陕北著名作家、第三届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编写的小说
《平凡的世界》改编的同名影视剧在各
大卫视和网络平台热播，由王雷饰演
的男主角孙少安一口一句“大”“婆
姨”，土得“掉渣渣”的陕北方言获得陕
北和其他各地网友的广泛好评：“就是
这个味，这后鼻音拿捏得准准的！”“熟
悉的环境、熟悉的乡音，看起来感觉更
亲切。”

在《西北岁月》《人生之路》等近期
热播的影视剧中，饰演习仲勋的靳东、
饰演刘巧珍的李沁等也用陕北方言演
绎人物形象，让观众再次品尝陕北方
言的独特味道。

人生有限，优美文学作品的创作
者终将离开我们，但他们的作品却会

永远留在我们身边，通过不同的
传播方式，继续守护他们爱过的
土地和人民。

乡音因情感而美好，情感因
交流而升华。黄土高原千沟万
壑，在山山峁峁间、沟沟道道里，
陕北人民用来交流的陕北方言，
一山吼来一山应，高亢悠远，回声嘹亮。
如今，陕北民歌仍在山间高唱。

是情侣间彼此呼喊的情意绵绵：“你
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手，哎呀你不是
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路。”

是敢于改天换地的勇敢无畏：“高楼
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
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是歌颂领袖、歌颂党时的赤诚热
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
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
星。”

是积极走向革命、拥护红军八路军
的真诚温暖：“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
猪羊出呀了门，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
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

…………
载着方言的歌词，陕北民歌跨过山

峰，穿越时空而来，魅力始终不改。
19381938年年，，汇汇聚延安的文艺家们整理、研

究陕北民歌，数万首民歌拨开只在民间
流传的云雾，在书籍乐谱里跨过山川河
海，越过 80多个年头，通过碟片、磁带、
电视、网络平台等媒介飘向千家万户，用
豁达和热情激励人们永远奋斗、不断前
进，鼓励人们阳光快乐、自信乐观。

“陕北方言承载的是陕北文化，特别
是流传千百年以来的陕北优秀传统历史
文化。”延安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延安文化学者樊高林说。黄帝是华夏人
文初祖，黄帝陵诉说着延安文化历史的
长度和厚度；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十
三年，红色革命旧址讲述着红色印记鲜
明的延安故事，延安文化历史底蕴深厚，
陕北方言源远流长。

“红个艳艳”“绿个增增”“蓝个莹莹”
“黄个唰唰”“白个生生”“黑个黝黝”……
在陕北方言的色彩世界里，因为叠字的
使用，每种色彩都富含着音乐的律动，有
着生命般跳跃的活力感。而色彩词汇只
是陕北方言魅力大海里的一滴。

““比如我们说哪个女孩长得漂亮比如我们说哪个女孩长得漂亮，，用用
陕北方言就说这个女子长得可俊了陕北方言就说这个女子长得可俊了，，身材身材
长得可顺了长得可顺了，，脸蛋长得可嫩了……话说出脸蛋长得可嫩了……话说出
来后让你觉得更活灵活现来后让你觉得更活灵活现、、更形象到位更形象到位。。
所以所以，，陕北方言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和挖陕北方言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和挖
掘掘。。””延安市文联原党组书记延安市文联原党组书记、、主席主席，，陕北陕北
文化学者孙文芳说文化学者孙文芳说。。

可以说可以说，，通过陕北方言通过陕北方言，，我们窥见了我们窥见了
陕北文化的斑斓多彩陕北文化的斑斓多彩。。

的确，陕北方言需要好好守护和挖掘。
现在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每一个孩子从幼
儿园开始就学说普通话，加之从三年级开始
学英语，所以我们的日常口语里，普通话和英
语会不时充斥其间，陕北方言的学习、使用空
间并不纯粹。

然而，陕北方言有着无与伦比的美丽和
魅力。“这种魅力当然是来自祖先、历史、水
土，来自通过血脉植入体内的那枚不可更换
的文化芯片。”延安日报社原副总编、延安文
化学者杨葆铭说。

“我们老镢头掏旱地一样生硬冷倔的陕北
方言竟然不是方言，而是来自远古的文明。”陕
北方言研究学者张如意说，她从2017年开始搜
集整理，编写成《听话听音·陕北方言的文学解
读》一书，用文学的语言解读陕北方言，寻找陕
北词汇在古籍《尔雅》《说文解字》等书籍中的出
处，破解蕴含在陕北方言的文化密码。“我是一
个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在这之前我写了很多散
文，我觉得把陕北的方言留下来，可能才是写作
的意义。”

北京知青、陕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历史
继承性研究文化学者王克明在2007年出版的
《听见古代》一书，促成了张如意投入研究。
王克明花费十年时间，翻阅了许多古籍，找出
陕北方言中古语遗存的来源。书中不仅用古
籍来印证方言，也通过方言展示了陕北特有
的民俗。

“陕北方言里古老的文化，确实需要好好
挖掘，保护传承下去。”孙文芳说，方言是我们
的母语，是陕北文化记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使用和保护传承陕北方言也是我们文化自信
的体现。

普通话和英语并不应该成为攻击陕北方
言的“杀手”。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同时要
求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坚持
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原
则，一方面是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
力，另一方面是尊重方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
价值。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是使公民
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并
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
话。

“每个文化学者都有守护包括陕北方言
在内陕北文化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也有理由
相信，每一个陕北知识分子有了一定的知识
阅历，都会积极投身研究，让陕北方言不断绽
放风采。”樊高林说。

一声声陕北民歌唱的是陕北方言，一句
句家长里短的问候里用的也是陕北方言。伴
随着文化学者的语言觉醒，在书架上，也会堆
放起更多陕北方言的研究著作。陕北方言，
陕北人民对生产生活最直观的表达，将会在
新陕北民歌、陕北说书、短视频等各种新旧传
播方式中，继续抒发着大家对这片土地和生
活的热爱，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期许……

陕北方言，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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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起三弦来说书 记者 邓志宏 摄

● 戏曲公演 王德荣 摄

刘斌 摄

● 快板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