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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宝鸡二模：乡土方言消亡的尴尬该如何化解？

本篇解析老师丨陕西省宝鸡市岐山高中 王建红

【作文题目】
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而方言是地域文
化的反映，正如“京腔京韵自多情”，很多
方言中的语汇，具有不可替代的表现力。而
推广普通话，能方便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交
流，是国家战略。现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
务工，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方言有消亡的
趋势。

如何在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及其代表的文
化之间求得平衡，需要深入思考。“醉里吴
音相媚好”的吴方言柔婉动听，还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昆曲的载体，如果呼唤和称谓变成
了矫情，如果口语都变成了书面语，牺牲的
不仅是语汇，还将有亲情以及独特的文化风
情。

对于乡土方言消亡的尴尬你有怎样的感触，
结合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自选角度，自拟标题；②文体特征
明显（诗歌除外）；③不少于 800 字；④不
得抄袭，不得套作。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陕西省宝鸡市二模考试。

【命题方向】
人文底蕴：人文积淀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勇于探究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1.写作针对性。“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方
言有消亡的趋势” “如何在推广普通话与
保护方言及其代表的文化之间求得平衡”，
材料针对的概念是“方言”。虽然方言也是
文化，但切不可混淆概念，将之转换为“传
统文化”。

2.思辨性。“如何在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
及其代表的文化之间求得平衡”，考生的“感
受与思考”既要考虑到推广普通话的大政方
针，又要顾及方言消亡带来的负面影响，“求
得平衡”就是思考二者的辩证关系，切不可
只顾及一方而忽略另一方。

3.情感性。材料第一段叙述较为客观，第二
段叙述明显带有感情色彩，尤其是任务指令
中“方言消亡的尴尬”，更表明立意时应倾
向于在推广普通话基础上应保护方言及其所
代表的文化。

开放性：

1.“感受和思考”是自由的。考生可以在“推
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及其代表的文化之间求
得平衡”的问题上抒写感触，发表看法，提
出见解主张。“你有怎样的感触”，可结合
自己现实生活的经历与思考来立意，特别是
小时随赴异地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长大后
因户口又回家乡读高中参加高考的学生，对
于这方面感触更深，思考更有厚度。

2.联想是自由的。这则材料从内容到语言形
式上都表现出浓郁的文化气息。“牺牲的不
仅是语汇，还将有亲情以及独特的文化风
情。”材料中的这些句子以及“活化石”“京
腔京韵自多情”“醉里吴音相媚好”等词句
可以引起考生的诸多联想，在思考议论的同
时，会给作文增加文采。

3.“文体特征明显（诗歌除外）”提示文体
不限，写作议论文、散文、记叙文均可，但
不支持写小说。

【解题】
这是一则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材料选择理
性智慧，紧扣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四大核
心素养，在考查语言运用写作的同时，也考
查学生的思维、审美与文化积淀。推广普通
话是国家的战略，生活在校园里的学生，随
处可以看到此类宣传标语；而学生在日常生
活中运用语言与人交流，特别是刚刚过完春
节，学生接触的人更丰富一些，因此对方言
的日渐式微也有真实体悟。面对如此现实的
话题，联系自己的经历表达感受与思考，学
生基本都有话可说。与以往作文相比，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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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切口较小，感触真实，材料丰富，文体
可多样，基本杜绝了“假”“大”“空”现
象。除议论文外，散文、记叙文等文体的写
作略有增加。

但审题应注意，任务指令中虽有“对于乡土
方言消亡的尴尬你有怎样的感触”的表述，
似乎可有两方面态度，但实际上从材料的第
二段来看，显然材料更倾向于对方言的保护，
因此写作中要在推广普通话的基础上尽量支
持保护方言，但应避免过度地夸大方言的作
用意义而完全贬低普通话。另外，若不认真
领悟材料内涵，可能会写成保护旧事物，保
护传统，或者保护传统文化中的戏曲、古建
筑等。

【参考立意】

正确立意

1.普通话易学，故乡音难改。

2.四海为家普通话，吾安心处有乡音。

3.方言，一个地域的灵魂。

4.一句乡音一缕情。

5.方言，融入血脉的文化。

6.普通话毕竟是“普通”话。

7.鼎新不必革旧。

偏题立意

1.传统，何去何从？

2.保护传统文化。

3.如何对待旧事物。

4.保护方言，摒弃普通话。

【范文展示二】
四海知音，和而不同

陕西一考生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带有浓厚地域

色彩的方言，正逐渐从我们的耳边淡去。取

代它的是字正腔圆、便于交流的普通话，虽

方便了沟通，但总有几分怅然在心中。四海

知音，当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方言带着浓厚的地域特色，有着悠久的

历史文化，传递着独特的文化风情。听温婉

动听的吴地方言，便带了几丝柔情；听雄厚

洪亮的西北方言，便多了几份豪迈；听几句

京剧，便陡添了京派雄厚的文化底蕴。如果

方言正在消失，那传承在血脉中的乡愁就会

渐渐地变淡，很多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也将消亡。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更

会切出一大片，让人怅然若失。消失的方言

将带走亲情友情，乃至更多的情感。因此我

们必须保护方言，这不仅仅是在保护一种语

言，更是在保护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

遗产。

当然，方言有时也有达不到沟通交流的

问题。地域特色是好事，也是坏事，为了沟

通和交流，普通话的存在是必须的。我们国

家有五十六个民族，若没有可用的统一语言，

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就无法进行正常交流。而

且我们会面临不同的场合，就必须要学会使

用一定的书面语，因为口头化的语言总会给

人一种不庄重的感觉。再者，现在城市化进

程越来越快，不推广学习普通话，便无法实

现沟通交流，人也会被社会淘汰。

方言无法适应现代快速发展的社会背

景，因此学习普通话也是必然选择。四海同

音，万众一心，中国的未来才会更有希望。

普通话的存在，让生于农田的农民有了开阔

眼界的机会；普通话的存在，给了偏远山区

的孩子走出来的机会。普通话或许不柔媚、

不雄厚，但它默默变成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交

流的桥梁，也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亲近。

但是推广普通话就要以牺牲方言为代价

吗？二者真的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吗？

虽说方言不可灭，普通话不可少，但二

者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仍需调解。我们要保护

传统文化就离不开方言，我们要能沟通交流

就需普通话。

四海知音聚合，方能沟通交流，方能发

展；四海各有不同，方才有其特色，方有文

化的传承。四海知音和而不同，从你我做起，

寻找到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文化之间的平

衡，让方言不灭，让普通话推广。四海知音，

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才是二

者本应有的平衡。

【点评】
题目“四海知音，和而不同”新颖工整且观
点鲜明，全文能辩证思考，开篇采用排比句
式指出方言的优点，行文中肯定普通话的优
越性，结尾照应材料，呼吁寻找普通话与方
言之间的平衡，让二者共同生存，和而不同。

【范文展示二】
乡音引领乡愁

陕西一考生

故乡是游子内心深处的一抹温情。若是
在情绪低沉时，与同在异乡的故人简单几句
方言寒暄，便可感觉亲切与温暖。

无论是“你侬我侬”的江南水乡，还是
“俺们俺们”的齐鲁大地，抑或“额的额的”
的关中平原，地方特色都通过方言展现得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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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尽致。试想一下，当年的唐太宗是否会站
在长安城头喊出“额的，额的，都是额的”。
千年的地方文化自有其独有特色，可能不太
精彩，不会夺目，但绝对感情深厚。毕竟“阿
妈”代表的含义丰富，通用的“妈妈”到底
还会差了一些。“老爹”和“父亲”间、“爷
俩”与“父子两人”差异立判。如果在说话
交流的同时还需要感情，请把方言找回家。

工作、学习、交流、旅行时都需用普通
话，我们从小学习的也是普通话，进入学校，
无论是教学区的门口，还是学校的报栏，都
大大地书写着“请讲普通话”。江南塞北共
同构成了大中华，中华有声音，但不应全是
一种声音——普通话的交流，虽多了份礼貌，
但还是少了份亲切。如果何时何地都是普通
话，这种礼貌又会驱走多少亲近，不求推而
广之只求能传承下去，想在家乡这片土地上
能有方言的声音，还请把方言找回家。

著名作家贾平凹在《朗读者》一档节目
中，全程用陕西话进行交流。后来朗读自己
作品时，也是用陕西话来朗读，身为陕西人
的我虽隔着屏幕，也感受到了同区人的亲切
感，方言展示着独特的陕西风情，传递出独
特的陕西范儿。

不得不说，普通话着实方便了不同地域
之间人们的交流，架起了人与人沟通的桥梁，
但若因此就摒弃方言，任其消亡，这真的是

我们想要的吗？在千篇一律中，我们找不到
任何趣味；在标准与规范中，我们无法谈及
个性与张扬；在口语与书面语的混杂中，我
们找不到独特的乡音与同乡人的亲切。普通
话是大家的，而方言却是自己的，方言虽不
及普通话使用广泛，却有着最独特的韵味。

普通话与方言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一个
带你走出家乡走向各地，另一个带你在各地
找到自己，偶遇故人。两者虽有不同，却可
相互补充，切不可只顾一方。没有普通话，
不同区域的人难以交流；没了方言却也似乎
没有了回家的路。我不会刻意去偏向任意一
方，但我会呼吁切莫让方言成为历史，在新
时代的发展中应给方言留有一席之地。

方言是你与故人寒暄式的亲切，是长辈
对你宠溺的呼唤，它承载着我们的故乡，引
领着我们的乡愁，让我们在大千世界中存着
对故乡的向往与期待，寄托着对故乡的思念
与怀念，别让方言消亡，让乡音引领我们的
乡愁。

【点评】
全文语言特色鲜明，既有方言的亲切与幽默，
又有普通话的典雅与沉稳。联系现实生活，
既肯定普通话的开拓视野，又赞成方言的引
领乡愁。结尾再次呼吁对方言的保护与传承，
让乡音引领我们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