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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周刊

由市语言艺术学会、市音乐家协会、瑞

安电视台文化经济频道、瑞安日报培训中心

联合举办的“首届瑞安方言童谣大赛”即将

启动。

这是一场席卷瑞安的超级赛事，牵动着

全市少儿的心，让我们一起回忆，找寻儿时

的快乐。

亲爱的小朋友们，只要你们的年龄在 5

至 11 岁之间，只要你想学，只要你敢说，快

叫爸爸妈妈替你报名，加入到我们的大赛当

中吧，荧屏小明星可能就是你！

参赛要求：
比赛的曲目仅限于瑞安童谣，必须使用

瑞安方言，可以采取单人说唱及多人组合方

式，提倡形式及风格的多样化。

参赛对象分为三个组别：
幼儿组 5-8 岁 （幼儿园学生）

少儿组 9-11岁（小学1-3年级学生）

组合组 5-11 岁

时间安排：
1、2013 年 6 月，选手报名。

2、2013年7月—8月，初赛、复赛、决赛。

3、2013 年 9 月—10 月，获奖及优秀选

手参加 MV 拍摄，出版瑞安童谣书籍。

4、2013 年 11 月—12 月，举办瑞安童谣

MV(附书籍)首发仪式，向全市幼儿园、中小

学赠送童谣 MV(附书籍)。

奖项设置：
1、个人表演奖：分幼儿组、少儿组组别，

各设金奖 1 名、银奖 3 名、铜奖 5 名以及优秀

奖 20 名。

2、最佳组合奖：设金奖 1 名，银奖 2 名，

铜奖 3 名。

3、谱曲创作奖：十佳谱曲创作奖 10 名，

优秀谱曲创作奖 10 名。

4、最佳组织奖：5 名。

5、优秀指导奖：10 名。

大赛收费：
收取初赛选手教材费和评审费，每人

50 元，提供童谣汇编教材 1 套。复赛及决赛

相关培训，选手自愿参加。

报名方式：
6月1日起开始报名，可以采取网上报名

或现场报名方式，报名时间截止6月30日。

网上报名：

瑞安网（www.66ruian.com）

现场报名及教材领取地址：瑞安日报便

民中心（安福路瑞安日报大楼一楼）

报名咨询电话：66600868

官方微信平台：瑞安日报培训中心

官方微博平台：瑞安日报培训中心

传承方言，从娃娃抓起。如何使孩子们

爱上方言？不知家长们能否想起小时候，老

一辈人经常念起的“燕儿，燕儿，飞过殿儿

⋯⋯”这些瑞安的传统方言童谣。

据悉，瑞安童谣大约有上百首，内容通俗

浅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主要有两个特

点：一是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二是有趣、好

玩，孩子们感兴趣。瑞安童谣以瑞安方言表

现，具有浓厚的瑞安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

方言童谣能给孩子们带来乐趣和享受，帮助

孩子们在快乐中成长，且是练习瑞安话的好

教材。

实际上,在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和方言

的使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和矛盾。国家推

行普通话,是要求民众在该说普通话的场合

必须说普通话,私底下或其他场合的交流,使

用什么样的语言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不会因

为说普通话的人多,就要排除和消灭方言。

恰恰相反,国家正大力研究、保护方言和独具

特色的地域文化。

近年来，我市每年都有政协委员提案呼

吁，继承和弘扬方言文化的重要性。2009

年，市委宣传部曾组织编写了一册《瑞安童谣

精选》，为抢救方言童谣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赏。

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瑞安童谣，弘扬瑞

安民间传统文化，展示瑞安儿童的艺术天赋

和风采，市语言艺术学会、市音乐家协会、瑞

安电视台文化经济频道以及瑞安日报培训中

心联合举办的“首届瑞安方言童谣大赛”将于

今年 6 月开始启动。通过大赛的方式，推动

瑞安童谣的传唱，展示瑞安儿童的艺术风采，

着力把瑞安方言童谣大赛打造成瑞安精品文

化品牌。大赛中的优秀选手和作品将摄制成

电视 MV 光盘，为瑞安童谣提供一个长远的

传承与传播的平台。

复兴瑞安方言刻不容缓

方言，即地方语言，《汉语字典》上
说：方言是指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一个
地方都应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
温州语言学者沈克成先生认为，瑞安方
言是温州方言中价值最高的一部分，被
称为温州话中的“吴侬软语”。

温州在秦汉以前为瓯越之地，属百
越的一支，主体人群为百越人，说的话是
一种古越语。它跟北面的齐国不能通
话，与西边的楚国也不同语。齐楚两国
说的是汉语（华言）。古越语属于侗台
语，是今日侗语、水语、壮语、傣语、黎语、
泰国泰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共同祖
语的兄弟语。

首届瑞安方言童谣大赛即将启动
还犹豫什么，赶紧来报名吧！

温州人的祖先是百越人，温州话后来怎

么会演化成为汉语南方方言的一支——吴语

呢？原来，百越人很早就与北方来的汉族有

接触了。百越族要学习汉族先进的技术、文

化，必须要学习汉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

民族语中的汉语借词越来越多，汉语的成分

越来越多，最后百越语就消失了。

温州方言在南宋时已经很有特色了，宋

末永嘉戴侗《六书故》大量采录家乡的温州方

言俗语俗字俗音，充分表明当时温州话已很

近今语。

现在，从学校到家庭，使用普通话越来越

普遍，爷爷奶奶们也大都说一口不流利的普

通话与孙子孙女们沟通。学校里交流、年轻

父母交谈等使用瑞安方言的频率日趋低下，

致使城镇儿童大都也在讲普通话。2000 年

后出生的孩子基本不用瑞安话交流了，甚至

有的听不懂瑞安话。祖先留下的乡音正渐渐

地远离，若如此下去，用不了几代人的时间，

瑞安方言将在飞云江畔销声匿迹。

“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宁卖祖宗

田，不忘祖宗言。”方言是生活语言，也是维系

情感的纽带。有学者指出：“腔调各异的方

言，仍保留着古语音韵和文化遗存。它们已

经不仅仅是地理表征和情感纽带，更凝聚为

一种民族记忆。”

瑞安方言承载多元文化

瑞安方言趋向消逝

复兴方言，我们在行动

■记者 朱程芬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