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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温度 锐度

明星、自媒体博主、行业大咖的宣传与推广让青岛方言在全国渐渐有了知名度

他们用家乡话讲青岛故事

青岛话最近几年在全国的知名度逐渐变大，一方面与黄
渤、黄晓明、沙洲等一批青岛籍明星在影视作品、歌曲等方面
的宣传有关，一方面离不开青岛的飞速发展。如今，一提到

“哈啤酒，吃嘎啦”，许多外地人都知道这是青岛话，并对此产
生浓厚的兴趣。除了明星外，还有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岛
人，在短视频、歌曲中添加了许多青岛元素，让青岛方言为来
自天南海北的网友观众所熟知，他们用自身的力量让更多人
感受到青岛方言的魅力所在。

代表人物：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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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青
岛人，我虽然平
时会说青岛话，
但是从来没有深
入地研究过。这
次青岛方言的主
题采访对我来说
更像是一次和专
家学者、青岛方
言爱好者学习交
流的机会，让我
了解到在这座城
市 有 这 样 一 群
人，他们热爱家
乡，热爱家乡的
历史与文化，并
发自内心地想将
青岛文化宣传介
绍给更多的人。

文化是城市
精神的传承与根
脉，硬实力让城
市强大，而软实
力让城市更有底
蕴。最近几年，
青岛在推动历史
城区保护更新、
推动老城区复兴
发展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以文化
先行深挖青岛的
历史文化。而方
言作为本土文化
的载体，也需要
去 挖 掘 、去 保
护。对于青岛人
来说，青岛话是
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对于
身处青岛的外地
人来说，青岛话
是了解青岛这座
城市历史文化的
一个抓手。通过
丰富多彩、喜闻
乐见的形式，让
带有“蛤蜊味”的
独特而富有魅力
的青岛方言不断
传承发展，让青
岛文化随之传承
发展。

保护方言就是
保护历史文化

国际母语日 说说青岛话
说人物

“关注鲁汉，听青岛故事。”对于喜欢刷抖音的网友来说，这
句话一定不陌生。挖掘青岛文化故事、普及青岛民俗民风，在不
少粉丝眼中，鲁汉就是“行走的青岛民俗文化”，他通过一段段蕴
含城市特色的视频，让更多人了解青岛、爱上青岛。齐鲁文化之
星、青岛拔尖人才、青岛文化学者……除了自媒体达人，鲁汉身
上有着多重“标签”，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20年前，他的身份是
一名警察。2003 年，他辞去警察工作，专注于研究青岛的民俗
民艺，将爱好变成自己的事业，成为一名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方言是文化的载体，研究民俗民艺，方言是重要的一部
分。”对于青岛方言的来源、特点，鲁汉也有一定的研究。“青岛话
地域性比较明显，每个区市的口音都有不同，像我们这种年纪
的人对话，一听就知道对方是沧口的还是崂山的，西镇口音也
能听出来。”据鲁汉介绍，即便都属于城区，西镇和东镇的口音
也有所不同。“当年西镇住的大多是从临沂、日照等地来的劳
工，多从事体力活，他们说话的语气比较重。东镇则是小商业
聚集的地方，经商往来的人比较多，有着不同的语言风格。”而
和老城区的口音相比，崂山地区的口音则自成一体。“一般来
说，环境越闭塞的地方，方言就越有特色，受外来的影响越
小。以前崂山交通不便，住在山里面的人出来一趟不容易，和
外来人口接触相对少，所以在口音上受到的影响也少。”鲁汉告
诉记者。

“多年来，我们进社区、进学校，跟老人和孩子谈民俗文化，
但始终有个瓶颈——没有渠道去对接从20岁到50岁的‘社会中
坚力量’。”鲁汉对此深感遗憾。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帮助鲁汉解
决了这一困扰他许久的问题。让更多青岛人、新青岛人、外地人
了解青岛，因为“青岛故事”爱上这座城市，是鲁汉一直想做、一
直在做的事。

翻看鲁汉的抖音账号，记者发现有40多段视频都是和青岛
方言有关的。“噶”“呣啦”“将军保”……鲁汉用一口“青普”讲述
了一些青岛方言特有词汇的来源与故事。“方言是对一个地方文
化的升华和高度概括，它不单单是一种语言。我们传承方言其
实是在传承地方文化，里面有人文、有民俗，甚至还包含着当地
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历史发展痕迹。”

对于鲁汉来说，研究青岛文化不仅仅是爱好，更是一种情
怀。“我从小生在青岛、长在青岛，这片土地是我了解得最深最透
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应该深入研究自己家乡的文化。而在这
么多年的研究中，我越发觉得青岛有很多东西很值得琢磨，方言
是其中一部分。”

“我发抖音以来，在大多数视频中都是说青岛话，也有网友
问我怎么不说普通话？我觉得如果我不说青岛话，那么我讲的
青岛故事就不够接地气；可如果我青岛话说得太多，许多外地人
可能又听不懂，所以这也是一种矛盾。”在鲁汉看来，这种情况
下，加强本土文化的推广就是十分必要的。“沙洲的歌曲让许多
年轻人愿意说青岛话，黄渤的电影让全国观众听到了青岛话。
让更多有话语权的人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向外推广，这也是我在
抖音上向大家分享青岛方言的原因之一。青岛现在有很多网红
大V都在自己的视频中加入许多青岛元素，大家利用自己的粉
丝效应，一方面可以让本地人更加具有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能
让青岛文化被更多人所熟知。”

“这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说方言和说普通话并没有冲
突，只有让更多年轻群体、外来群体了解方言、感受到方言之美，
我们的方言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鲁汉说。

利用自身影响力让大家了解方言

将方言作为元素融入作品
“过分了昂！”凭借一口“青普”，拥有几百

万粉丝的青岛网红“赵厂长”，在短视频平台深
受青岛人的喜爱。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青岛电视台主持人赵舞阳，《青岛全接触》《够
级英雄》《智斗地主》……他主持过的许多节目
深受中老年观众的追捧。后来，他开始在抖音
上做自媒体，用的名字是“赵厂长”，拍了很多
深受各地网友喜爱的有趣视频，知名度越来越
高，目前已经收获了350多万粉丝，获赞数近7
千万，粉丝的年龄段也逐渐年轻化。

本土棋牌、本土方言、本地工厂大院的生
活经历，造就了“赵厂长”特殊的身份：“我出
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家里人都是厂里人，小
时候我以为天底下最大的官就是厂长。那时
候的文化形态比现在有意思得多，大家一辈
子就呆在一个厂子里，在厂里大家都会自寻
其乐。”在赵舞阳看来，现在每天在直播间里
和粉丝们一起聊天、购物、交友，也像在一个
厂里的样子。于是快乐加工厂，生产“逗你
丸”便成了“赵厂长”的Slogan。

“赵厂长”的段子里融合了青岛方言、青岛

文化等多种青岛元素，例如桂琴大姨系列、“过分
了”系列、“青岛话与台湾腔”系列等。“刚开始创作
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因为我平时说话习惯就是这
样，现在很多影视作品也会选择用方言表演，就
觉得我拍视频也可以用方言。没想到视频播出
后反响很好，不仅青岛本地的网友喜欢，很多外
地的朋友也充满兴趣。”让赵舞阳惊喜的是，自己
的视频不仅让外地人了解了青岛，还收获了许多
在外游子的关注，“很多人都说在异国他乡听到
我的青岛普通话，特别有亲切感。”

生在青岛长在青岛，赵舞阳对家乡有着深
厚的感情。他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大家
一谈起青岛就总说“哈啤酒吃嘎啦”，其实青岛
还有其他很多人文的东西可以被发掘。“像是方
言系列作品其实展现的是青岛兼容并蓄的海洋
文化，‘桂琴大姨’展现了中老年妇女生活的幸
福感和接受新鲜事物过程里的喜剧冲突，‘过分
了’系列用山东人的实证和敏锐目光、热爱生活
的心态解读世事。”

如今，赵舞阳不单单是做与青岛方言相关
的产品，更多的是把方言当做一种元素，通过不

同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直播带货时，经常会融入
一些‘语言梗’‘谐音梗’，渗入一些青岛元素，做
出不同形式的创新。”

最近几年，随着方言说唱、方言综艺的盛行，
也让方言的呈现方式越来越鲜活。如何做好青
岛方言的传承与保护，赵舞阳对此也提出了自己
的想法。“在我看来，方言还是要以使用为主，我
们应该思考的是怎样在使用上让大家对青岛话
不断产生新鲜感、亲切感。青岛现在涌现出了一
大批做得很出色的方言博主，大家百花齐放，这
种感觉非常好。只要有人能够一直使用方言，用
方言做出让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它就不会消
失。”赵舞阳说。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
是将方言记录下来，比如建立语言库、进行文字
性整理等。现在青岛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
情了，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像是一些我们常
用的方言词汇，大家用得多了肯定不会忘记，但
是稍微生僻一些的字词，说的人越来越少，逐渐
就会被淡忘。让青岛方言变得有据可查、有史可
考是很有必要的。”

用歌声唱出浓浓青岛味
你可能听过黄晓明用青岛话秀 Rap，也

可能听过黄渤飙方言来一段诗朗诵，但你可
能没听过满满“蛤蜊味儿”的大合唱。

在青岛，有这样一个本土室内合唱团，团
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的年轻音乐人，他们
来自各行各业，但是许多歌曲都带有浓浓的

“青岛味”。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接地气的名字
——xuán了室内合唱团。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董磊是
xuán 了室内合唱团的团长、指挥兼作曲。
说起创建合唱团的原因，他用“意料之外”来
形容。“我一直做音乐工作室，所以认识了很
多音乐圈的朋友。2017年，11个毕业于各个
音乐学院的小伙伴集结起来，大家都有一份
热爱音乐、青岛的情怀。”董磊说，“合唱团组
建后，每个星期排练一次，大家都比较好玩、
爱搞笑。后来成员越来越多，大家就开始自
己写歌词，然后再一块排练。”

提到为啥用“xuán 了”当合唱团的名
字，董磊说，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那就

是在家乡青岛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文化
合唱团。在征集合唱团名字时，很多团员都提
出使用青岛方言来命名，结果“真 xuán 了”人
气最高。“‘xuán 了’是一句地道的青岛话，就
是特别好、特别牛的意思，这个一说出来就让人
觉得很好玩，也很有青岛味儿。”

“把生活融进歌里，唱出青岛的风味”，这是董
磊对“xuán了”的定位，也是他创作的源泉。一本
正经的唱腔配上俏皮搞怪的歌词，董磊用青岛的
特色方言写出了一首首或感人或搞笑的歌曲。

xuán了室内合唱团推出来的第一首歌就是
团歌《xuán了》。歌词实际上是合唱团团长和副
团长的日常对话与互相调侃，这首歌甫一推出就
成了网络上的爆款，很多青岛网友就此成了他们
的“自来水”。从那以后，他们推出的每一首歌曲
都有一个令人捧腹或感动的故事，《我们很缺男
高音》在B站的播放量达到几百万次；董磊为女儿
创作的《写一首歌送给你》赢得了众多年轻父母
的共鸣；为青岛创作的《青岛旅游攻略》得到央视
点赞；合唱团凭借翻唱的青岛方言版《Mojito》，成

功斩获《2020我要上春晚》第六期冠军……
如今，xuán了室内合唱团越发发展壮大，已

经有45名成员，并多次进行全国巡演。“我们每一
次去外地演出都会选择演唱几首和青岛有关的
歌曲，这些带有‘青岛味’的歌曲也得到了来自全
国各地观众的喜爱，很多外地听众在听了我们的
歌曲后，都觉得特别有意思，对青岛话也深感兴
趣，甚至会模仿几句。”董磊表示，随着越来越多
青岛籍明星的宣传推广，青岛话在全国已经有了
一定的知名度，而作为土生土长的青岛合唱团，

“xuán了”也希望用歌声把青岛的文化和力量传
递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青岛、爱上青岛。

“希望更多青岛籍的明星以及不同行业有影
响力的人，通过不同方式继续加大对青岛方言、
青岛文化的推广，让大家知道青岛不光能‘哈啤
酒吃嘎啦’，更是一个美丽又浪漫的城市。”董磊
说。“今年 6 月开始我们会启动新一轮的全国巡
演，现在正在加紧训练。未来我们肯定会继续创
作和青岛有关的歌曲，把更多的青岛本土原创音
乐唱响全国，给更多人讲述我们青岛的动人故事。”

代表人物：“赵厂长”

代表人物：xuán了室内合唱团

让说方言变得洋气起来
一位 80 后小伙与一位长着皱纹的西海

岸大姨，这对看似不搭的“搭档”却用地道的
方言、幽默的对话，联手打造了西海岸新区

“最强网红天团”——“阿萌来了”。
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孟萌，在浙江宁波

电视台做了一段时间的主持人，工作12年后，
怀着对互联网的向往和对家乡的想念回到青
岛创业，做起了短视频。他做过多种尝试，没
想到带着大姨拍段子火遍了全国。谈起做短
视频的初衷，孟萌说纯粹是一种思乡情怀，在
他的很多视频节目里，除了能看到搞笑幽默的
段子，更看出他对家乡深深的眷恋。他表示，
由于常年在外地打拼，再加上他本身又有非常
深的家乡情结，所以就想做一档方言类节目。
最初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想做原创类的方言短
视频逗大家开心，后来发现很多人已经不会讲
青岛方言了，尤其是一些不太常用的方言词汇
正在慢慢消亡，这让他意识到保护方言的重要
性。“方言对当地人来说会引起一种特殊的情
怀，所以当有一档质量比较高的方言节目出现

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最开始想做方言节目时，想找身边的人来

配合。我想了一圈没找到合适的人，然后突然想
到我大姑，就请她来试一下，没想到对戏之后，感
觉就来了，而且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好。”如今，孟萌
独立运营的微信公众号“阿萌来了”及抖音账号，
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网络正能量，目前
已经收获了260多万粉丝的喜爱，全网作品获赞
量达到3800多万。“这个栏目在青岛几乎是家喻
户晓了，大姑也成了‘名人’，拍摄视频让她觉得很
有网络参与感，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了。”

“我在南方待了这么多年，越来越觉得，方
言其实是家乡的一种符号，尤其遇到老乡时，一
张口就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孟萌说，“我们
说普通话是为了走得更远，而说方言是为了不
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很多人觉得方言短视频
浓厚的地域属性注定让它的传播范围受限，但
在孟萌看来，只要内容足够好，方言短视频会以
它不可复制的特性火起来。“我们是一个娱乐性
的方言节目，这种形式更容易被大家接受。举

个例子，同样一个段子，用普通话讲出来，笑点可
能没那么突出，但一换成方言，就显得接地气了，
大家的接受度也更高。”

现在“阿萌来了”的每期节目里，孟萌都会特
意选一些平常大家不太常用的方言，让大家在搞
笑娱乐的同时，重拾对方言的认知。他向记者透
露，接下来有计划做一些方言互动类栏目，征集
一些生僻的方言词、俗语，进行总结归类，尽可能
让大家不遗忘了它们。

“在做方言栏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人觉得
说方言‘土’。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探讨思考过，归根结
底这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在南方许多城市，当
地人有着强烈的方言意识，哪怕会说普通话，平时也
大多是用方言交流，电视台的方言节目也深受当地人
喜爱。”孟萌表示，自己选择做方言栏目，就是希望可
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方言、传承方言，尤其随着青岛的
经济不断发展，影响力不断提升，大家不应该觉得青
岛方言是“土”的，反而应该把会说青岛话当做一件
自豪的事情，这样我们的方言才能真正地发扬光
大，我们对于当地文化才能更加自信。

代表人物：阿萌

阿萌（右）与大姨

xuán 了 室
内合唱团。

鲁汉

赵舞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