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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江苏主要地方剧种之
一的国家非遗项目扬剧，是以古
老的“花鼓戏”和“香火戏”为基
础，吸收了扬州清曲、民歌小调
而发展，流行于扬州、镇江、南
京、上海等地。镇江与扬剧有着
天然的“血脉”情缘，镇江方言属
北方语系的“江淮”语言，故扬剧
能够在此形成，并发扬光大。

受文化市场多元化、体制原
因等影响，扬剧渐渐滑入低谷。

“没有地方戏作为载体，地方方
言难以传承。”许金龙坦言。近
年来，我市陆续推出《花旦当家》

《完节堂1937》《红船》三部扬剧，
并登陆北京、上海、广州等进行
展演。这些剧目赢得票友和戏
迷的掌声，同时获得业界专家的
高度肯定和赞誉，不少戏剧专家
称之为“戏曲的‘镇江现象’”。

“扬剧的普及教育首先要从
孩子抓起，要让孩子学会欣赏扬
剧。”龚莉莉认为，履行自己应尽
的传承责任，才能更切实有效地
保护与传承扬剧艺术。“通过教
学让孩子们了解地方戏，喜欢上
扬剧。”

2019年上半年，龚莉莉走进
镇江实验学校，传播宣传扬剧，
她记得，“刚开始教方言时，孩子
们不但笑，而且学习时有抵触情
绪。”在听到她的优美唱腔后，孩
子们产生了兴趣，争着说起方
言。她给孩子们排了一段扬州
小调《种大麦》，被央视少儿频道
的大手拉小手栏目选中，参加了
该栏目 2019年“六一”儿童节的
汇演。喜爱上扬剧的孩子，现在
在家也会拉着家长一起看扬剧
听扬剧。

为培养年轻观众走进剧场
观看扬剧，2019 年 5 月，句容农
林大学的扬剧研习社挂牌，龚
莉莉邀请艺术剧院的扬剧演员
周秋生一起去给大学生上扬剧
课。

下午一点半上课，他们中午
就要从市区开车去学校，午饭来
不及吃，只能在路上啃一个面
包。为了让大学生们尽可能多
学点扬剧知识，他们常常从下午
一点半一直上到六点才结束。
学校报名学习扬剧的大多是外
地的孩子，他们就从方言教起，
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用方言读准
了字，才开始教唱腔。“一句唱
腔，从念字开始，要教40分钟。”

“只要走进剧场，观众就会
喜欢上我们的戏。”龚莉莉充满
自信地说。 （马彦如）

“阅读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镇江评协邀请专家
指导家庭亲子阅读

京江晚报讯 近日，镇江市
文艺评论家协会邀请江苏大学教
职工读书俱乐部主席、“江苏省
书香家庭”获得者朱玲萍，在金
山湖畔与镇江市实验小学的学生
家长共同举办“阅读陪伴是最好
的礼物”主题亲子共读活动。

朱玲萍围绕“如何开展家庭
阅读”，亲子阅读的意义以及在
亲子阅读中家长所扮演的角色等
话题，以自己陪伴女儿阅读的亲
身经历为例，深入浅出地进行了
讲解，并和家长、孩子们深入交
流互动。

关于亲子阅读，朱玲萍认为：
“有趣比经典重要得多，有趣比
有用重要得多。通过阅读最需要
教给孩子的，就是价值观和思考
的能力，家长要以更加开放的心
态陪伴孩子在未知的世界提升独
立思考的能力。”丰富鲜活的身
边案例和开放包容的教育理念，
让现场的家长们受益匪浅。一位
家长表示：“之前，我只知道要重
视亲子阅读，总是喜欢压着孩子
看书，根本没有顾及孩子的兴趣
和感受。今天，朱老师让我找到
了好方法。” （马彦如）

我市民间艺术家
走进校园
开展非遗体验活动

京江晚报讯 近日，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民间艺
术家走进校园开展非遗体验活
动，培养孩子们传统文化学习兴
趣，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在朝阳楼幼儿园举办的“非
遗文化进校园，我是小小传承
人”民间文化艺术节上，剪纸、面
塑、太平泥叫叫等多项活动精彩
纷呈，传承人现场剪窗花、捏面
人、捏泥人，色彩艳丽、憨态可掬
的非遗作品让小朋友们萌发强烈
的兴趣，争先恐后参与互动，现
场气氛热烈而欢快 。

在炎黄外国语学校举办的嘉
年华游园活动里，以非遗项目体
验为主要内容的“国学天地”区
域人头攒动，逼真的面塑、精妙
的剪纸、形象的草编、色彩鲜艳
的中国结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
在民间艺术家的指导下，孩子们
聚精会神认真制作，缺牙的面塑
哪吒、肥头大耳的剪纸老鼠、迷
你的草编粽子，充满了丰富的想
象力，孩子们都说没想到非遗还
可以这么好玩。

据了解，近年来镇江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积极开展

“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的普及和
传承，增强学生们的保护意识，
让孩子们通过教学、体验等形式
感受非遗项目，收获快乐。

（张霖 马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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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魂在于
方言，保护
和传承地方
戏最好的方
式，就是保
留方言。近
年来，镇江
市文广旅局
艺术创作研
究中心、市
民间文艺家
协会、市戏
剧家协会和
市方言学会
的专家、演
员、方言发
音人等，将
推进方言和
扬剧艺术的
普及教育，
作为基层文
化工作的一
项 重 要 内
容，成为培
育文化自信
的 有 力 抓
手。

方言是人们认祖归宗的情感
纽带，是地域文化的标识。谈起
镇江方言的来历，镇江市方言学
会副会长、镇江方言老年男子发
音人许金龙如数家珍。镇江地处
江淮次方言与吴语的交界处，行
政区域内有多种方言：主城区操
江淮官话；丹徒区南部和丹阳市
操吴语太湖片毗陵小片的丹徒话
和丹阳话；句容话以南京官话为
主，并带有镇江话成分；扬中话以
江淮官话洪巢片扬中小片口音为
主，带有如泰方言成分。我们通
常所认为的镇江官话基本属于带
有吴语遗痕的江淮次方言。

古代，以长江为自然分界
线，镇江属于吴语区域。到后
来，地处江南的镇江先民说的却

是江淮方言，其属性变化的原因
大致有政治、经济、自然地理与
交通几个方面。

公元四世纪前叶，晋室南
渡，镇江成了江南最大的侨郡，
来自北方的徐、兖、幽、冀、青、
并、扬七州侨民数超过了土著户
口。北方话开始成为镇江的强
势语言，居民成分的变化直接导
致了镇江方言“脱吴入楚”。这
种变化是北方话板块借政治力
量楔入江南的结果。后世安史
之乱、黄巢起义、宋室南渡也都
加强了镇江方言的北化。

许金龙从 1987 年开始搜集
整理镇江方言，花了30多年时间
整理出版了20万字的《镇江方言
大全》。“现在全国各地方言都面

临消失的危险，有的词汇长期不
用被淘汰了，还有一些网络语言
也加了进来，方言必须加以抢救
和保护。”

出生于镇江的许金龙，对镇
江方言情有独钟，“因为它是老
祖宗留下来的瑰宝。”他介绍道，
镇江话内涵相当深刻，承载着丰
富的文化信息，接续了镇江人千
百年来的情感传承。“镇江话里
有很多名词，例如：桥爪子、信瓤
子、袖笼子、鞋碗子等非常形象
化。镇江话的形容词丰富多彩，
例如：鼻塌咀歪、嬉大六刚、盐烧
污纳、一铺狼烟等都朗朗上口。”

许金龙认为，“镇江人讲镇
江话是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对祖
先的认同。”

方言的传承就是方言所承载
的地域文化的传承，“一句乡音能
让我们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能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镇江市方
言学会会长、镇江方言老年女子
发音人盛木兰介绍了镇江地方方
言的特征，“镇江话属于北方方言
的江淮次方言，用语生动有趣，有
独特的节奏和韵味。”

说起镇江方言的现状，盛木
兰不无担忧，“孩子在家跟父母
说普通话，在学校老师要求说普
通话，镇江很多小孩都已经不会
讲镇江话了。

没有地方语言，就没有地方
戏。方言是地方戏的根，地方戏
面临的挑战首先来自普通话。
随着普通话的逐步推进，方言逐

步被汉语普通话同化。市艺术
创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戏剧梅
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龚莉莉
走进小学课堂进行扬剧的普及
教育时，却发现镇江的孩子几乎
不会说镇江方言，“一个班级 40
多名孩子，没有一个能说标准的
镇江话。”

“方言的延续主要依靠口口
相传的环境，造成上面这种状况
的原因有多方面。”许金龙认为，
一是因为家庭成员来自不同地
方，孩子处于多语言的家庭环境，
在家只能说普通话。二是因为推
广普通话是一项基本国策，普通
话是通用母语，国家规定在公共
场合必须说普通话。三是因为学
校的老师、同学之间说的都是普

通话，基本失去了方言施展的氛
围。“我们提倡一个人在掌握普通
话的基础上，学会说一种或多种
方言，这也是多才多艺的表现。”

为给下一代制造良好的语
言文化环境，培养本土归属意
识。2017 年，盛木兰、许金龙等
热心市民成立了镇江方言学
会。他们紧贴媒体，走近校园，
不遗余力地宣传、研究和传承地
方方言。三年多来，疫情前的每
周六下午，他们都会在西津渡都
天行宫表演节目，用镇江方言向
外地游客介绍镇江，讲镇江地域
文化，讲镇江故事。他们挖掘整
理镇江方言排练的脱口秀《夸夸
镇江数第一》，每次表演均赢得
观众掌声阵阵。

方言发音人谈镇江方言的来历

为下一代制造语言文化环境

“百年非遗”从娃娃抓起

刘燕平 摄周秋生（左二）教大学生演戏 盛木兰（右）在西津渡宣传镇江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