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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科技学院人文学院院长、
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周志锋教授，是
一位宁波方言资深研究者。曾出版《周
志锋解说宁波话》《阿拉宁波话》《宁波
方言词典》《北仑方言》等诸多著作。

在他看来，方言是一座城市的根。
“故乡”最重要的两个特征，一个是家乡
菜，一个是家乡话，这是一种情感的认
同感。

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是“说普
通话，写规范字”，但语言的统一性与语
言生活的多元性并不矛盾。会说方言

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素养，因为方言
不仅仅是交际工具，也是联络乡情的纽
带，是地方文化的载体。

但不可否认的是，按照语言发展的
规律，方言确实在不断地缩小使用范
围。

近年来，方言研究学者一直呼吁进
行地方语言的保护和传承，比如，为方
言语音建档和方言数据库建设就是保
存方言的有效途径，这方面工作需要大
大加强。传承和弘扬方言文化，全社会
都有责任。 记者 马亭亭

“石骨铁硬”宁波话
多少孩子会说？
记者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

近日，有网友在宁波“民生E点通”上留言，表示随
着普通话的普及、外来人口的涌入，讲宁波话的人已经
越来越少，除了年纪大的人日常用语还是宁波话，现在
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日常讲本地话了。这条留言，
引发了一场关于年轻人说宁波方言的讨论。

记者针对宁波市中小学
生对宁波方言的使用进行了
调查，调查问卷主要由家长填
写，设计了10个问题，就能否
听懂、是否会说、学校是否开设
相关课程，以及“你认为有没有
必要学习继承方言”等话题展
开调查。本次有1043位家长
参与填写问卷，其中七成是宁
波本地人，三成是新宁波人。

在 728 位宁波本地家长
中，有50.69%受访者的孩子听
得懂方言，44.92%受访者的孩
子能听懂一点，其余的完全不
懂。从数据可见，本地孩子出
生在宁波，有一定的语言环

境，绝大多数都能听懂宁波
话。

但听得懂不一定会说。
在这些孩子中，能讲宁波方言
且非常熟练的仅占16.62%，一
半以上的家长表示孩子能听
懂宁波话但不会说。

在普通话普及推广的当
下，75.65%的家长认为有必要
学习继承方言，而且有66.25%
的人认为学校还是很有必要
开设此类课程的。在最后一
题“你孩子想不想学宁波方
言”中，有47.36%的孩子表示
想学习宁波方言，可是没有渠
道。

关于“你觉得现在孩子很
少说宁波方言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所有参与问卷的家
庭中，有62.51%的孩子从小就
说普通话，用不到方言，还有
22.82%选择“没有说方言的氛
围”。

“我家女儿听得懂宁波
话，简单的也能说几句，而且
多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时。”
赵女士一家虽然都是土生土
长的宁波人，但是说宁波话也
比较少，“去菜市场时说得多
一些”。

家住鄞州的刘女士是宁
波本地人，丈夫是外省人，她
说：“平时家里就老公、儿子和
我三人，所以家里几乎不说宁
波话，只有老人在时才会说
说。都快忘记怎么说了，我儿
子更是一句宁波话都不会

说。”
孙先生一家都是绍兴人，

他觉得，现在大家都用普通话
交流，不说宁波话很正常。

此外，记者发现，在315位
新宁波人中，也有不少家长表
示能听懂一点宁波话，甚至有
25个孩子能听懂宁波方言且
完全无障碍。

对此，宁波市鄞州区东南
小学执行校长胡敏说，有个成
语叫“潜移默化”，是说人受环
境的持久影响会发生改变。
学习方言其实也是一样的，语
言是和生活相结合的，在一定
环境内，孩子自然会无师自
通。在全民普通话的环境中，
孩子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学校
都讲普通话，另外新宁波人越
来越多，也是当前会说宁波话
的孩子变少的原因。

记者了解到，事实上，宁波在做好
普通话推广工作的同时，也重视宁波方
言的健康发展。宁波市教育局鼓励和
支持幼儿园、中小学校开设宁波话、地
方戏剧校本课程、拓展课等，培养年轻
一代对地方文化的认知和认同，营造良
好的宁波话使用和学习环境。

据了解，全市有不少学校开设了宁
波方言相关课程。同时，将甬剧、走书、
四明弹词等宁波特色的曲艺的传承与
保护与方言保护结合起来，加大开发与
推广力度。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幼儿园开设了
宁波话课程或相关活动，一些幼儿园还
专门收集了宁波话童谣，让孩子从小学
习和感受宁波独特的语言文化。

比如，鄞州区东南小学注重宁波文
化的继承和发扬，从宁波话起底，通过
校园广播站、社团活动教孩子了解宁波
文化。学校推出每周一次的红领巾广
播站“宁波老话猜猜猜”节目，讲一个宁

波老底子故事，每期故事过后再有奖竞
猜5个宁波话词汇，从日常用品到常用
句式，学生一边听一边想，“啦胳肢窝”

“脚娘度”，学生听的时候绞尽脑汁，公
布答案时又笑得前仰后合。开设“宁波
小调”社团，地道的宁波腔调的社团表
演也被观看演出的爷爷奶奶们啧啧称
赞。

江北区朱佳苑幼儿园开展宁波方言
特色教学活动，有宁波老话童谣、经典儿
歌改编的宁波话、宁波说唱游戏等。象
山县爵溪街道中心幼儿园还邀请当地的
老人进园讲述爵溪本地的故事，教唱爵
溪儿歌和民谣。

慈溪市慈吉幼儿园从2019年开始
每年都举办方言节，不仅展示慈溪本地
方言，还让来自省外的孩子也能在方言
节上展示自己的乡音。该园园长陈芳
说，希望通过组织方言节，引起对方言
这一文化现象的重视，让孩子们萌发故
乡之情。

本地孩子大多能听懂宁波话
但会讲的仅占16.62%

为什么会说宁波话的孩子少了？
有个成语叫“潜移默化”

宁波有学校（幼儿园）开设方言课程
教孩子说宁波话

方言是一座城市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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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近日，在新浪财经主办的2021第九届

银行综合评选中，宁波银行摘得“年度最

佳城市商业银行”奖项。这是宁波银行连

续三届获得此项荣誉。

此前，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1

年度商业银行“陀螺”体系评价结果中，宁波

银行稳健发展能力在城商行中综合排名第

一。在中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中国商业

银行竞争力评价排名”中，宁波银行连续三

年获得“最佳城市商业银行”殊荣。

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家》杂

志、新浪财经开展的银行评选已有多年，

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宁波银行

屡次获得肯定，与其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

为宗旨，持续稳健经营，努力为社会创造

价值紧密相连。

宁波银行专注银行主业，持续积累差

异化的业务比较优势，不断优化升级公司

银行、零售公司、个人银行、金融市场等金

融服务模式，以更好地满足企业和个人的

金融服务需求。

宁波银行集中资源打造开放的银行，

推出“财资大管家”“外汇金管家”“票据好

管家”“政务新管家”“投行智管家”五大管

家，通过开放银行服务，满足企业“系统

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需求，实现

企业“业务流”“信息流”“管理流”“资金

流”与银行系统的无缝对接，为客户带来

良好的应用体验。

宁波银行牢固树立科技就是第一生

产力的理念，每年将营业收入的5%左右

投入到金融科技建设上。全行有300多套

科技系统，全方位保障业务的顺利进行。

凭借自主掌握的核心代码和技术，宁波银

行各项系统紧跟市场变化，快速迭代升

级，有效地满足客户各项需求。

同时，宁波银行坚持把管牢风险作为

推动全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有效把控经

营中的各类风险。业绩快报显示，2021年

末，宁波银行不良贷款率0.77%，这是宁波

银行自2007年上市以来，不良贷款率连

续10多年保持在1%以下，体现出一贯较

强的风险把控能力。

如今，宁波银行已在上海、杭州、南

京、深圳、苏州、温州、北京、无锡、金华、绍

兴、台州、嘉兴、丽水、湖州、衢州、舟山设

立16家分行，总资产突破2万亿元，各项

存款超过1万亿元，各项贷款超过8000亿

元，是一家资产质量好、拨备覆盖率高、可

持续发展能力强的上市银行。

2021年10月，宁波银行被中国人民

银行、中国银保监会评估认定为19家国内

系统重要性银行，肩负的使命和责任重

大。宁波银行初心不变，以服务实体经济

为宗旨，以客户为中心，用专业创造价值，

守住风险底线，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宁波银行连获三届“最佳城商行”奖

宁波市江北区朱佳苑幼儿园孩子和记者进行方言互动。 记者 林涵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