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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一周

2 月 28 日上午，亚青会开闭幕式主创
团队发布会在汕头大学东校区暨亚青会体
育场举行。同时，启动“微笑引导员”招募
活动，发布亚青宣传歌曲，邀约五湖四海
共襄亚青盛举、畅想亚青未来。

近日，2022 年潮州寻找“最美家庭”活
动名单公示，共 30户候选家庭在列。旨在
引导全市广大家庭以受表彰家庭为榜样，以
德治家、以学兴家、文明立家、忠厚传家，推
动形成真善美的潮州家庭文明新风尚。

近日，汕尾市书画院开展以“我们
的节日”为主题的活动，历时20天，分
批邀请旅居汕尾及本地的书画家近
40 人交流、创作、研讨、座谈，合力打
磨出一批书画精品。 （祖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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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潮语电影《带你去见
我妈》上映，迅速成为潮汕地区
热门话题，在春节期间勾起了
海内外潮人浓浓的思乡心绪。
为此，羊城晚报记者对话导演
蓝鸿春，他给我们讲述了一段
与潮语电影的十载岁月故事。

大胆尝试“三部
曲”潮语电影

不少潮汕人听说过一部以
汕头金山中学校园生活为主题
的 潮 语 小 电 影《鮀 恋》，这 是
2012 年时，蓝鸿春与团队一起
创作的首部电影。

据蓝鸿春介绍，当时该电
影一开始是拍摄普通话版本，
但开拍后感觉稍显平淡，他灵
机一动：何不尝试下潮语，让整
个电影更写实一点？于是团队
大胆创新，尝试用潮汕方言来
拍摄。“影片放映后好评如潮，
我感受到潮汕年轻一代对自己
的文化、语言被拍成一种文化
作品的肯定。”蓝鸿春说。

2018 年，蓝鸿春导演的潮
语喜剧电影《爸，我一定行的》
在全国院线上映，这是首部潮
语院线电影，票房成绩不俗。
今年开春，蓝鸿春执导的《带你
去见我妈》也正式与观众见面，
一上映，该电影的话题就在视
频平台上获得近 2.2 亿次播放
量。

据蓝鸿春介绍，这部潮语
电影全片 70%对白都是潮语，
80% 的 取 景 地 在 广 东 潮 汕 地
区，主要演员几乎来自潮汕的
本土素人，并插入多首潮语歌
曲，让影片更添真实与温情，散
发着浓浓的“潮”味。

用镜头全方位展
现潮汕风情

“潮语是潮语电影的根基，
而潮语电影是推动潮语传承保
护和发展的一种创新形式。”拍
完潮语电影“三部曲”后，蓝鸿
春有这样的感受。

潮汕美食、特色民俗、传统
民居、潮剧……除了方言外，潮
语电影“三部曲”还融入了众多
潮汕传统文化元素。在蓝鸿春
看来，潮汕地区很适合拍电影：

“可以说是一镜一景，皆因潮汕
文化底蕴深厚，独具特色，是一
个很广阔的值得深挖的领域。”

蓝鸿春表示：“我会坚持用
潮语拍电影，让听不懂潮汕话
的人也可以被打动、融入故事
里去，感受到潮汕的文化和风
土人情。”

下一步，蓝鸿春还想用镜
头聚焦在外打拼的潮汕人，据
他介绍，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潮汕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深
圳是很多潮汕人的第二故乡，
下一步他希望以深圳为背景，
讲述一段潮汕人拼搏奋进的岁
月故事。

“做潮语电影的我们，就好
比第一把锄头，在我们挖掘之
后，带动越来越多人关注潮汕
大地上的文化，如此循环，潮汕
文化的传播会迎来一个‘走向
世界’的新契机。”蓝鸿春感慨
道。

方言古韵兼收并蓄
潮语传承形式新颖

潮语电影
独具特色
羊城晚报记者对话

潮语电影导演蓝鸿春
文/蚁璐雅 赖嘉华

潮语被视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当下通过电影、书籍、音频等新形式
传播，维系海内外潮人的桑梓情谊

一声“家己人”，道
出了万千潮汕人的浓浓
乡愁。作为中国最古老
的方言之一，潮汕文化
的载体——潮语保留了
古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语音特点及词汇，被
视 为 古 汉 语 的“活 化
石”，通过潮剧、潮州歌
谣、歌册、潮语相声等艺
术形式，维系海内外潮
人的桑梓情谊。

虎年春节，八方游
客走进潮汕大地领略独
特文化。老妈宫戏台的
潮剧持续火爆，“喝茶”
等潮语成为游客热词；
电影院中，一部潮语院
线电影《带你去见我妈》
热播，熟悉的乡音和文
化细节不仅让海内外潮
人倍感亲切，也吸引了
不少外地朋友观看。当
前，潮语传承和传播的
载体除了传统文化外，
更有电影等一众新开辟
渠道相继亮相，面向不
同年龄段人群，正推动
潮语继续使用、发展下
去，带领潮汕文化登上
更广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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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揭阳市以“科学开展国土绿化
共建绿色美丽揭阳”为主题，在揭阳大桥北端东
侧开展2022年度义务植树活动，进一步提升全
社会植树造林积极性，推动揭阳市生态文明建
设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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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语，也叫潮汕方言、潮
州方言等，学术专称是粤东
闽方言，属于中国七大方言
之一的闽方言之下的闽南
次方言，与泉州话、漳州话、
厦门话、雷州话、海南话是
同一个层次的方言土语。

据国家语保工程广东省
首席专家、著名方言学家林伦
伦介绍，潮语因为保留了古汉
语从先秦、汉魏六朝、唐宋、
元明清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
特点和大量词语，被视为古
汉语的“活化石”。随口而出
的“翘楚”“相好”“悦怿女
美”等乃是《诗经》时代的词
语，“大家”“新妇”“小郎”等
则为比较完整的汉魏六朝亲
属称谓。凡此种种，都受到汉

语语音史、词汇史研究专家的
青睐。“全世界很多人都在研
究潮语。”林伦伦说。

当我们翻开一本古诗
词书，许多“文绉绉”的语句
用潮语朗诵十分动听。“不
同于普通话的四声调，潮语
包含八个声调，保留了古入
声。”潮州歌谣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林朝虹在接受羊城
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潮语
的声母保留了“古无舌上
音”“古无轻唇音”的特点。
据林朝虹团队于 2016 年所
做的国家语保项目“潮州
点”的调查发现，潮语包括
有 音 无 字 韵 母 共 95 个 韵
母，令潮语发音更复杂、更
丰富、更具音乐性。

古老又年轻：不断丰富的古汉语“活化石”

正如林伦伦所提到的：
“潮语还是潮人的有声标
识,一听到潮汕话‘家己
人 ’的 感 觉 就 油 然 而 生 。
潮汕话成为了工作、商业
协作上的中介语，也是联

系乡情、亲情的纽带。”
以潮语为载体的潮剧、

潮语歌谣、潮语相声小品
歌曲等艺术形式，是在潮
语这个庞大根基上生长出
的累累硕果。“没有潮语就

没 有 一 系 列 潮 语 文 化 形
式，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
就大打折扣，这也是潮语
的价值所在。”林伦伦向记
者强调潮语的重要性。

如今，潮汕文化的传承
越发新颖，仅仅潮语院线电
影这一块，从2018年至今就
有 4部上线。汕头市电影行
业协会秘书长林泽群告诉记
者，目前还有《夏雨来》等5部
电影正在筹拍和等待上映中。

在今年春节出彩的《带
你去见我妈》一片潮味尤
浓，在沿用潮汕演员、本土
拍摄、打磨本土故事、研究
潮人性格特点方面持续发
力 。 作 为 该 片 的 文 化 顾
问，林伦伦表示，“要有‘新
瓶装老酒’的创新意识，要
找到适合年轻人欣赏口味
的方式、模式来做传承、弘
扬工作。让年轻人产生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然后
投身到保护、传承和弘扬潮
汕文化的队伍中来”。

研究与传承：多种形式推广潮语肆肆
潮语不仅属于潮汕地区，更

是 中 华 语 言 文 化 中 的 重 要 分
支。当下，除了不同领域的文
艺工作者外，一代代潮语研究
者也在身体力行传承潮汕方言
文化，在各自领域为潮语“出
圈”贡献力量。

日前，《潮人好家风》丛书
问 世 ，这 套 以 童 谣 、谚 语 、古
诗 主 题 的 绘 本 丛 书 面 向 小 学
和 幼 儿 园 推 广 潮 语 ，描 述 潮
人 家 庭 和 睦 、尊 老 爱 幼 等 美
好 品 德 ，由 林 伦 伦 与 林 朝 虹
共同主编。

“该书包含手绘童谣水彩
绘本 150 多幅、手绘谚语水粉
画 60 幅、手绘古诗中国画 30
幅，童趣倍增，同时，潮州、汕
头、揭阳三市广播电视台资深
节目主持人一齐发力，精益求
精，录制了堪称典范的不同口
音朗读音频，难能可贵。”林朝
虹自豪地说。

在青少年中推广潮语，林伦
伦认为不仅学校做好传统文化
进学校、进课堂的工作，而且家
庭要创造一个潮语传承的小乐
园等。

四海潮声，五洲共享。实际
上，当下先进的传播技术给予了
潮语这一地域性方言更广阔的
舞台。

去年春节，潮汕音乐人李
绪杰的原创歌曲《我爱潮汕小
吃》经凤凰传奇等艺人演唱，通
过网络走进了许多海外华侨华
人的视线；多部潮语电影也把
潮汕方言、潮音潮乐、潮汕大地
风土人情搬上大银幕，把潮汕
文化推广到海内外。在热映电
影《带你去见我妈》中，观众评

价最多的当属对电影中“母亲”
一角的称赞，海内外网友留言
称“看哭了”“想起了自己的妈
妈”“坐飞机的母亲是我认识的
母亲的样子”等。如此看来，这
样一部潮汕气息浓厚的作品，
其 影 响 力 并 未 局 限 于 潮 汕 地
区，也呼应了那一句“越是民族
的，越是世界的”。

此外，《潮人好家风》将其中
的潮汕童谣全部动画视频上传
至视频网站，并把潮州、汕头、揭
阳三市著名主播录制的不同口
音的谚语和古诗音频全部上传
至网络平台，为海内外潮人提供
免费学习资源。

“目前，深圳就有 400 多万
潮人，广州有 300 多万，上海有
80多万，北京超过100万。”林伦
伦认为，构建文化认同十分重
要，要用最大的努力去做保护和
传承工作，保持保护、传承潮语
和乡土文化的浓郁情结，为把潮
汕地区建设成为远者来、近者悦
的和美侨乡而共同努力。

壹壹

现代潮剧 蚁璐雅 摄

《潮人好家风》丛书 受访者供图

少儿演唱潮汕新童谣《点石狮》
资料图

蓝鸿春与主创人员交流拍
摄进度 受访者供图

蓝鸿春在拍摄时与演员交
流潮语对白 受访者供图

潮剧 资料图
凤凰传奇在汕头小公园演唱

潮语歌曲 资料图

传统又时尚：海洋文化注入活力

自明清以来，众多潮汕
人漂洋过海，异域谋生，至
今，海外仍有众多人在使
用潮语进行日常交流，为
潮语的发展不断注入鲜活
动力。

提及此，林伦伦表示，潮
语有些词汇来自于英语，

如：汽车为“啰喱”（英语为
lorry）、扳手为“士巴拿””（英
语为 spanner）等；另外，有些
潮语词汇来自马来语，如：
五脚砌（即骑楼下五英尺宽
的人行道）、结哔（即箱子）、
糕啤（即咖啡）等。

“潮汕方言中除了有大

量的古汉语语音特点和词语
之外，还有一些词语是来自
外国的，就像潮汕文化里，
包含有海洋文化的成分一
样，这是由我们潮人数百年
的海外移民史（过番史）形
成的特点所决定的。”林伦
伦介绍道。

贰贰

新瓶装老酒：潮语为根结出硕果叁叁 海内外传播：为建设和美侨乡而努力伍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