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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18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了《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和广

播电视播出机构必须牢记广播电视所承担的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重要任务和使命，切实做好广播影视译制境外节目的播出工作。各级广播电视

播出机构一律不得播出用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正在播出的用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立即停播，妥善处理。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从此，全国范围内的推普工作蓬勃展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改革开放前，除

了对外宣传需要和南方个别地区之外，广播电视基本上不播送方言节目。可是，如今地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不但还在用方言译制节目，而且

把国内电视节目也译制成地方方言，如《铁齿铜牙纪晓岚》，以致广电总局不得不明令禁止。这种现象说明，方言节目还有市场，所以有人

拿它做卖点。 

广电总局的“叫停令”触动了地方广电播出机构的奶酪，也触动了以维系和保护方言为己任者的神经，因此“叫停令”出台后，就有人

反对，甚至指《通知》“可能与宪法精神相抵触”。可见，推普推了快半个世纪了，阻力依然存在。 

方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来可能是人们的沟通工具，方言也是许多人的母语，因此，人们的方言情结不是说解开就解得开的。可

是，年轻一代的母语基本上是普通话了，他们甚至不会说方言了。在他们眼里，方言节目土里叭叽，有时偶尔看一下，不过是为了调剂调剂

口味儿。从长远的观点来考量，广播电视机构拿方言做卖点，其市场效应是极为有限的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可以使用方言的情形有四种。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二是经国

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三是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四是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

“确需使用”才可使用，须经批准方可使用，可见方言的活动空间已经很小了。因此我认为让方言保留在地方戏曲里，保留在乡土文学作品

里，保留在方言研究者的音档里，保留在不会说普通话人的言语活动中，保留在对它情有独钟的人的语言和文化生活里，让方言依然有自己

活动的空间，也就可以了。广播和影视作品应当为人们学说普通话助一臂之力，而不是抵消推普的力度。 

最近，笔者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读到该报驻广州特派员李气虹先生写的一篇专题报道，介绍了广东省推普的情况。文章的标题故

意粤普并用：《呢度我大晒  普通话在广东难普通》。作者的结论是“在语言认同的议题上，广东网民完全处于‘内战状态’”。（《联合

早报网》2004年11月21日，国际频道）也就是说，有人认同普通话，有人认同广东话，认同广东话的人在网上论坛里高呼：“振兴粤语，吹

起我们的冲锋号！”广东是我国最早开放的省份，东南西北中，也不知有多少人在广东。这样的地区是推普的重点，可是还有人振臂高呼

“振兴粤语”。粤语还“振兴”得不够吗？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它已成为我国八大方言里的老大了啊！ 

    环顾中华大地，方言在两岸四地最吃香。香港和澳门仍旧是粤语的天下。台湾的情形就更加复杂。民进党当局用吸纳了台湾方言的“通

用拼音”取代汉语拼音，全面弱化国语（普通话）在台湾的影响，将闽南话、客家话和11种“原住民语”同国语捆绑在一起，定为“国家语

言”。陈水扁采取这样的举措，其政治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香港实行“两文三语”，是体现一国两制。香港所谓“三语”，是指国语（普通话）、粤语和英语。香港的广播电视有普通话节目，但

是每天只有寥寥数分钟，聊备一格而已。大陆人民来到香港，充斥于耳的还是广东话。别看中小学都开设普通话课程，那不过是摆设。香港

回归7年了，粤语依然一峰独秀，风景这边独好啊！ 

    香港粤语一峰独秀的后果是什么呢？港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后果是孕育出了一个怪胎 ——“港式中文”，代价是不能用流利的普

通话交谈，一开口就是注册商标的“港腔港调”。“港式中文”是“指在香港流行的口头和书面的中文表达方式”，“因为它和规范的现代

汉语在语法上和词汇上有很大的出入，由于它起源于香港，故称之为‘港式中文’”。（于君明：《“港式中文”形成的原因及后果》，参

见《一九九七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论文集》第169页）“港腔港调”是说者很累，听者辛苦的很不标准的普通话。学得最到家的是内地的

相声或小品演员以及某些节目主持人。 

“港式中文”是怎么形成的呢？原因之一便是粤语的影响。香港中小学的中文教科书，课文是用普通话写的，老师却用广东话教学，因

此学生不知道自己读的是普通话范本，还以为自己是在学广东话呢。学生的日常生活用语是广东话，严重缺乏普通话语感。学生身处粤普两

语的夹缝之中，写出来的文章既不像普通话，又不像广东话。香港学生羞于说普通话，原因有三：一是不习惯，还没有说普通话的社会环

境，二是即使勉强说也觉得很吃力，三是自知说得很难听，还是不说的好。“港式中文”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英语的影响。土的洋的，中的

西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特区之特，“港式中文”和“港腔港调”也是标记之一。  

香港学生的中文水平不但不如台湾，而且低于马来西亚的独中学生。反过来想想，如果香港大力推广普通话，中文科用普通话作为教学

语言，我想情况不致如此。由此又联想到内地，当前人们语文生活中的乱象比比皆是，假如不继续努力推广普通话，而让振兴方言等奇谈怪

论干扰，让方言上广播，上电视，进学校，进机关，让强势方言广州话、厦门话、上海话一个个都“振兴”起来，那么，对下一代过健康的

语文生活有什么好处呢？其代价，其后果会是怎样的呢？香港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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