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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说

  方言，与特定地区相关联，带有浓厚的
地域特色和文化印记，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
的声音，是家乡的象征，是游子心中的
温暖。
  近日，全国多地鼓励家长和孩子在讲好
普通话的同时，也注重用方言交流，意在提
高家长师生对传承和弘扬方言文化重要性的
认识。现代教育重视方言，不仅是越来越重
视地方特色和多元文化的表现，更是文化自
信的体现。
  方言承载着一个地区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特
色，不应被遗忘。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更是
一种文化符号，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著名作家莫言就在自己

的小说中使用过大量高密方言，展现出独特的
文学魅力。
  方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在许多文学
作品中，方言的运用可以增强地域特色，刻画
人物性格，丰富故事情节，甚至成为作品的经
典元素。比如《水浒传》中就夹杂了许多山东
方言的成分，虽然用到的山东方言词汇量并不
是很大，但出现的频率却非常高，使人物形象
更加生动。书中写“吴用寻思了半晌，眉头一
纵，计上心来”，这里的“半晌”在山东方言
中就是使用比较频繁的一个词，意思是很长一
段时间。还有“黑地里”“在先”“消停”等
方言，在书中的巧妙运用，不仅丰富了文学的
表现力，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文化
价值。
  方言就是乡音，乡音是根，它的特殊性不

可替代。近日在网络爆火的山东《车牌之
歌》，以车牌号码为主题，结合山东各地方言
特色，不仅给山东本地的听众带来了强烈的亲
切感，还使得歌曲迅速在全网流行开来，激发
了其他省份地区用自己的方言创作类似歌曲的
热情，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很多人借此深挖
山东方言，比如“秋秋号（QQ号）”等迅速
成为热梗，这就是方言的魅力。
  方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它反映了
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多样性。翻开古诗词，
许多作品都出现过方言，反映着诗人对不同地
区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情的深刻感受。唐代诗人
杜甫的诗作中就包含了许多四川方言，他在
《寄柏学士林居》中写道，“青山万里静散
地，白雨一洗空垂萝。”这里的“白雨”，是
指暴雨、雷雨，这其实是上古时期的蜀地方

言，在唐代时，成为文人的惯用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就有一方话，
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语言演变过
程，它与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
有关，是中国乡土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见证，
更是一种情感纽带。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人口流动的频繁，方
言的使用场景变少，面临着被边缘化甚至消失
的风险。更多的年轻人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而
忽视了乡音的重要性，也有不少人觉得方言
“土”，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不仅是受环境的
影响，更与代际差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鼓
励人们用方言交流，是希望大家重新审视方言
价值，认识到方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
承载历史、文化、情感和地域特色的宝贵
财富。

在乡音里传承地方文化

《莎士比亚全集》（全8册）

居戏剧作品图书榜榜首
  据豆瓣最新数据统计，1998年由译林出版社出
版的图书《莎士比亚全集》（全8册）以9.4的评分
居戏剧作品图书榜榜首。作者威廉·莎士比亚被誉
为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欧洲文艺复兴时
期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卓越
的文学家之一。
  这套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全”，二是
“新”。“全”，因为它收录了莎士比亚39个剧
本和长诗、十四行诗及其他抒情诗，包括“河滨
版”在1974年收录的《两个高贵的亲戚》和1997年
刚刚接纳的《爱德华三世》，再加上《托马斯·
莫尔爵士》的片段，已发现的莎氏存世作品都涵
盖在内。“新”，因为它在校、译中吸收了国际
莎学界的研究新成果，还恢复了被认为“不雅
驯”而被删除的词句、段落等，以尽量保持莎氏
作品的本来面目。
  迪伦马特的成名作《老妇还乡》居榜单第二。
此书描写了亿万富婆莱尔四十五年后返回故乡居伦
小城，要用十亿捐款取得当年抛弃她、使她沦为妓
女的昔日恋人伊尔人头的故事。榜单第三是《契诃
夫戏剧全集》。本套装为近年颇受好评的《契诃夫
戏剧全集》特别策划版，内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
作的导读手册《安·巴·契诃夫在莫斯科艺术剧
院》，以及限量版“幕布红”契诃夫戏剧主题精装
笔记本。

《贼想得到你》

领跑话剧音乐剧上新榜
  据大麦最新数据统计，开心麻花王牌爆笑大戏
《贼想得到你》以9.4的评分领跑话剧音乐剧上新
榜。该剧是开心麻花继《乌龙山伯爵》之后倾力打
造的第二部“戏王”。作为开心麻花的王牌舞台剧
之一，《贼想得到你》自推出以来，热度不断攀
升，人气居高不下，在全国各地演出近600场，广
受观众好评。
  《贼想得到你》改编自英国顶尖喜剧奖项“劳
伦斯奥利弗最佳喜剧奖”作品《The Comedy
About A Bank Robbery（银行大劫案）》，用两
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一伙盗贼组团盗窃钻石的荒
诞喜剧故事。该剧由开心麻花人气导演魏玮执导，
经过开心麻花创作团队本土化改编和精心的二度创
作后，《贼想得到你》呈现出全新的、更易戳中国
内观众笑点的台词和舞台演出形式，成为近几年来
国内舞台剧演出的“黑马”。
  同样出自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惊悚爆笑喜剧
《出马》居榜单第二。该剧别出心裁地在开心麻花
原有的喜剧基础上叠加古风、悬疑、侦探、民俗等
元素，为观众带来夏日清爽欢乐新体验。由全球最
畅销的悬疑小说《无人生还》改编的同名话剧居榜
单第三，该剧由小说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亲自操
刀，演出时剧场内惊叫声连连，被称为最惊悚的话
剧之一。

《扫黑·决不放弃》

登顶电影热播榜
  据腾讯视频最新数据统计，《扫黑·决不放
弃》以9.1的评分登顶电影热播榜，同时也是电影
飙升总榜第1名。该电影于今年6月8日正式上映，
由五百执导，徐速、徐翔云担任编剧，肖央、余皑
磊、范丞丞担任主演。电影以其独特的犯罪喜剧元
素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扫黑·决不放弃》讲述的是看似平静的奎州
市，黑恶势力正一步步进行着“合法洗白”。从未
涉及扫黑行动的李南北临危受命，离奇旧案沉渣泛
起，知名企业家、官员都被波及，调查过程历经生
死，而对信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这部电影不仅
是一部喜剧，更是一部充满悬念和紧张感的犯罪
片。它展现了扫黑除恶工作的艰辛和危险，同时也
传递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
  《朝云暮雨》居榜单第二，影片改编自《穿婚
纱的杀人少女》。由范伟、周冬雨主演，讲述的是
刑满释放人员老秦服刑27年后出狱，只想娶妻生
子，开启新的人生，却意外结识同样刚出狱的女孩
常娟。两人一人求子，一人求财。“同是天涯沦落
人”的两人开启了一段各怀目的的利益婚姻。美国
动画片《功夫熊猫》居榜单第三。

“若是月亮还没来”

居热歌榜榜首
  据QQ音乐热歌榜最新数据统计，由姜洄作
词，李哲作曲，史嵩昊、韩冰编曲，王宇宙Leto、
乔浚丞演唱的中文歌曲《若月亮没来（若是月亮还
没来）》位居热歌榜榜单第一。该曲发行于2024年
1月22日，收录于由华数音乐发行的同名专辑《若
月亮没来（若是月亮还没来）》中。
  歌曲中“好烦，又加班到很晚，你搭上空荡
的地铁已是末班。好烦，很爱却要分开，恋爱谈
不明白。好烦，接近理想好难，却又还很不
甘……”不仅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还激发了
网友对其进行二创，创作《若月亮没来（打工人
版）》，譬如“好烦，清晨忙到夜晚，出门一趟
花完。好烦，上班总想下班，下班还要加班。好
烦，学人偷一次懒，回头看见老板，张口就说罚
款……”
  《暮色回响》居榜单第二。电影《月老》的主
题曲《如果可以》居榜单第三。
  （□记者 朱子钰 实习生 林海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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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微博上，
浙江小百花越剧
团青年演员陈丽
君 设 立 个 人 账
号，目前已经成
为拥有近百万粉
丝的大V。
  像她这样在
微博、抖音、微
信等平台创设个
人账号的演员还
有很多。他们在
网上寻找表演新
空间，通过搭建
线上“新舞台”，
打开了“艺术新
天地”。
  事实上，在
线下，多个城市
也在努力打造演
艺新空间。如济
南，正通过打造
“泉城文艺厅”
等举措在这方面
持续发力。戏曲
当 然 也 会 从 中
受益。
  无论线上还
是线下，对戏曲
演艺新空间的探
索与实践，都给
戏曲艺术的发展
拓展出更广阔的
空间。

  陈丽君的最新一条微博是 6
月 24 日晚所发，内容是参加《乘
风2024 》节目演唱《侠客吟》的
现场演出。
  在 这 条 微 博 中 ， 她 这 样
写道：
  “折扇水袖翻转乾坤话深
情 ， 侠 骨 留 香 敢 教 须 眉 让 红
唇。”能在《乘风2024 》的舞台
上，完整展示一段越剧作品，这
段旅程很圆满了。
  第一次听到这首《侠客吟》
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曲子特别丰
富，特别感谢茅威涛老师将这支
由她创作和演唱的《侠客吟》交
给我演绎。也感谢我的母校浙江
艺术职业学院对我的全力支持。
感谢小朋友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争分夺秒和我一起完成这个舞
台。也感谢来自胡岩老师的编
舞。感谢所有为此付出的幕后创
作 人 员。你 们 辛 苦 了 ！ 谢 谢
你们。
  截至6月29日，她的这条微博
获转发21.7万次，点赞量17万，评

论4.2万条。评论中，多是粉丝表
达对她的赞赏和支持。
  她的其他微博各项数据与此
相仿，由此可知她受到的关注度
之高。这么高的关注度，这么多
的粉丝量，在传播越剧艺术方面
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线下城市演艺新空间的打造
还是“物质形态”的，还要依托
场地的存在。而在线上，演员们
打造新“舞台”，可以突破场地
局限，前景无限广阔。他们的愿
望有多大，实现的可能性就有多
大。戏曲的表演和传播空间也因
此在另一个维度上获得快速扩大
和延伸。
  在抖音上，有一位网名“坤
生王子”的大V 账号，目前拥有
96 . 1 万粉丝。她的个人简介是这
么 写 的 ： 血 气 方 刚 的 京 剧 女
老生！
  据她本人介绍，她出身梨园
世家，她的爷爷是拉胡琴的，爷
爷的师父是王少卿，而王少卿又
是梅兰芳先生的琴师。她的姑姑

在沈阳市京剧院唱梅派，师父是
魏莲芳，而魏莲芳又师从梅兰
芳、王瑶卿等名家。
  “坤生王子”本人也在艺术
学校学习京剧，只不过不喜青
衣，而独对老生感兴趣。她在抖
音上发布的视频，也都是老生唱
腔的作品。
  这些作品被她收入《如是西
皮》《如是西皮·二》《如是西
皮·三》等专辑，内容都是以戏
咏 诗 ， 有 陆 游 的 诗 《 游 山 西
村》，有苏轼的词《卜算子·黄
州定慧院寓居作》，有马致远的
散曲《天净沙·秋思》等。其中
置顶的一件作品，唱的是李白的
诗歌《将进酒》，目前的点赞量
已达38 . 3 万，转发3 . 7 万次，评论
1 . 9 万条。
  浏览她的这些作品，细听她
用地道的西皮、二黄唱诗词，不
仅能够感受京剧的魅力，还能领
略诗词文化的韵味，真是一举多
得，各有其妙。

  演员们在线上拓展演艺空间
的探索与实践，对戏曲生态的影
响正在渐次呈现。业内外对其意
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和全面。
  戏曲的发展与其表演空间的
拓展密切相关。以前，在宫廷、
寺观、庙宇、市集、乡村，甚至
是私人府邸，都有可能搭台唱
戏。正是这种演出空间的灵活性
与开放性，使戏曲艺术获得广泛
传播，也为戏曲赢得了广泛的群
众基础。
  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一
书中，记载了一个题为“金山夜
戏”的小故事。一行人乘船远
行，路过江边的金山寺，不顾已
是半夜时分，携戏具至寺内大
殿，盛张灯火，锣鼓喧天，热热
闹闹开唱大戏，合寺众僧都被惊
起前来围观……唱完时，天已拂
晓，他们收拾东西回船，解缆过
江。僧人都弄不清楚他们是人、
是怪还是鬼。
  这件事初看上去很疯狂，
其实，如果了解一下寺院与戏
剧游艺的关系沿革，也就不
会认为这场夜戏有多么夸张
了。在古代，每逢重要的

祭 祀 或 庆 典 之 类 活
动，演出往往是
不 可 缺 少 的 环
节。在这种场合
举行演出，既能
赋予某种神秘

色 彩 ， 又 能 强 化 节 目 的 教 化
意义。
  可以这么说，舞台无处不
在。这些千变万化的舞台，推动
着戏曲艺术的发展、繁荣。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戏曲
舞台又有了新的拓展空间。在线
上，戏曲演员通过抖音、微博等
平台设立账号，作为戏曲传播的
“新舞台”进行直播表演，或者
上传表演视频，逐渐培育起一种
新的生态样式。这种新生态催生
的新场景，既是戏曲发展遭遇瓶
颈的一种自我突破，也是技术发
展带来的一种水到渠成的自我
革新。
  我们可以看到，推动线上这
种新生态成长的力量正快速增
长，不仅仅是一些对未来很有想
法的演员，也包括很多知名剧
团，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演艺经
纪机构投身其中，由此又关联进
更多的人和更广泛的行业。
  对戏曲演艺新空间探索的意
义是多方面的。比如，与生活和
时代结合更紧密，为传统戏曲的
发展与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互
动性更强，让演员与观众在互动
中共同受益，演员可以更直观地
了解观众的意见和需求，有利于
提升戏曲创作与演出的质量和水
平；吸引和培养更多的戏曲爱好
者，例如，苏州聆韵社的评弹演
员凌吉，通过直播演唱评弹改编

的流行歌曲，吸引了大量年轻观
众。有观众，戏曲就有值得期待
的未来。
  特别引人关注之处在于，这
种探索是可以获得“产出”的。
演员吸引了大量粉丝，成为有影
响力的大V ，从而获得上综艺、
代言广告的机会，收获演出、代
言费用；自己也可以通过直播带
货、粉丝“打赏”等渠道，获得
可观的经济收益。一份关于抖音
平台的数据显示，73.6%的戏曲直
播获得了“打赏”收入。演员在
直播中获得的“打赏”收入，甚
至远远超过线下演出的收入。
  显而易见，收入状况的改
善，能够直接提升演员从业的兴
趣和积极性，减少戏曲人才的流
失，这对戏曲的传承与发展也会
产生深远影响。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戏曲艺
术在线上对新空间的探索与实
践，与健康的网络环境密切相
关。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对演
员的这种探索无疑具有强大的正
向激励作用；与此相反，网上的
一些乱象必然会带来诸多消极影
响，比如有些不良账号或一些职
业“粉头”为了吸粉、蹭热点、
博流量，以莫须有的理由、通过
造谣生事，对某些演员横加批
评、指责甚至“网暴”。这些现
象都需要通过积极引导、强化治
理网络环境加以解决。

百万粉丝大V的“新舞台”

线上“舞台”收入超线下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