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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懂，这戏还怎么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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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及稿件被采用的
作者，请及时与本报联
系，以奉稿酬。

关注

观点一
保护方言，支持文化的多样性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对 2002 人进行一项调查，结
果显示，62.8％的受访者会说家乡的方
言，25.7％的受访者只会说一点，8.7％
的受访者不会说但听得懂，也有 2.1％的
受访者既不会说也听不懂。

其中有 65.8％的受访者认为方言包
含着家乡的历史文化，50％的受访者认
为 50 年后方言依然会存在。

调 查 显 示 ，与 家 里 长 辈 交 谈 时 ，
64.4％的受访者会用方言，28.9％的受访
者用普通话，6.6％的受访者表示不好
说。

对于方言，71.3％的受访者认为融
入着对故乡和家人的感情，65.8％的受
访 者 认 为 包 含 着 家 乡 的 历 史 文 化 ，
44.9％的受访者表示方言是许多地方戏
曲的基础。

网友“@猫猫”对保护方言持支持态
度，他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文化得以
发展和持久的动力。“民族的才是世界
的”，不仅指大一统的民族，更包括地域
性、历史性的民族文化。在这个全球一
体化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方言带给我们
的差异感和多样性。

还有网友举例，在湖南，每个地方
的方言能“差出十条浏阳河”，真的是所
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普通话
可以让你走得更远，可以让你走得更方
便，但是方言，可以让你不要忘记你从
哪里出发，必须怒买老坛酸菜牛肉面支
持汪涵。”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在外地上学和
工作的时候，当听到家乡话的时候，心
里是十分亲切的，这就好比当你一个人
处于国外时，听到中国话一样的亲切。

“老家人觉得，不管在外面如何，回
了家就要说方言，才显得亲切。”北京
某高校大一学生赵安泉说，今年春节回
重庆老家时，他在聚会上不经意讲了
几句普通话，被同席的人打趣“成了北

京人”。“如果周围人都在讲方言，自
己却要说普通话，会显得‘格格不

入’”。
网友“@郭淼”是

四川成都人，现在在北
京读研一。“每次和家
里通电话，都会被同学
们说是‘自带加密’”。
四川话和普通话差别
较大，讲话者语速通
常较快，“不是川渝地
区的人，听起四川话
有 时 就 像 听 一 门 外
语”。

观点二
保护方言是逆发展而行

记者在网友的评论中看到，大多数
网友都支持保护方言，但也有一些网友
认为保护方言是逆发展而行。

在河北某高校读大三的黄远与父
母交流时用普通话，但和爷爷奶奶聊天
时就会改用方言。“爷爷奶奶一辈子都
在说方言，听普通话会比较‘费劲儿’。
但如果家族长辈没在场，大家就都用普
通话交流了”。

“一个完整的国家必须统一文字统
一官方语言，应该先完成普通话的普
及。”有网友认为，从秦始皇到新中国，
中华文明靠统一度量衡、文字和语言才
走到如今，而没有分崩离析；统一的语
言和文字为改革开放社会进步提供了
强有力的根基和土壤。

“方言会导致外地歧视，有封闭排
外小团体的标签。”一些网友举出了自
己在外地，因为不是本地人口音而被敲
竹杠的经历。

网友“@天意☆神雨”表示，只想用
一种语言，就可以走遍神州大地，而不
必听别人说话听得云里雾里。

观点三
两者并不冲突，互不影响

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保护方言和推

广普通话两者并不冲突，互不影响，没
有必要搞个你死我活。

“ 方 言 是 一 个 地 区 文 化 发 展 的 象
征，很有研究价值，‘十里不同音’很有
意思，提倡文化部门录制影音资料保
存。但是没有必要因为保护方言而大
肆宣传鼓励学说方言，普通话应还是主
流。”网友“@ 柒柒 QVQ”认为，说方言
建立在本身能学好普通话基础上，本身
是没必要被淘汰的。小时候家人也说
方言，自己也一样，而且还是粤语系的
方言，和普通话相差特别大，但这不影
响说标准的普通话。

网友“@江北布衣”表示，推广普通
话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保护方
言也是可行的。普通话的推广是时代
的进步，但是方言不能丢失，它就一个
人的根。

网 友“@ 朱 美 保 ”认 为 ，方 言 是 一
笔巨大的财富，丰富多彩的方言反映
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每一种方言都承
载着一段乡愁，一脉传承，一方土地的
灵 魂 。 那 里 面 留 下 了 我 们 祖 辈 对 物
质、文化和精神的追求，它的精髓早已
在我们的脑海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让
我们获得永久的滋养。我们要不遗余
力地走上保护方言的道路，用我们的
方言保护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华夏
传承一代代传下去，并且不断发扬光
大。

知名节目主持人汪涵自掏腰包保护方言，有网友买老坛酸菜牛肉面
支持，有网友认为这不利于推广普通话——

勿让方言成“文化乡愁”
本报记者 蔡炳先

常言道，“十里不同音”。在我
国，大多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
游子在外，一声熟悉的乡音便能唤起
对故乡的思念。近日，著名节目主持

人汪涵独自出资465万的保护方言计划成为热点。那
句“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让你记住你的根在哪
里”，更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

网友纷纷为汪涵点赞，诉说自己对乡音的怀念。不
少人觉得，家乡的方言日渐式微，甚至有消失的危险，
纷纷呼吁保护方言。有网友更是拿出实际行动——多
买几桶老坛酸菜牛肉面支持汪涵。还有人认为保护方
言就是和推广普通话有冲突，于是在网上掀起了一场
激烈的辩论大赛。

《蓝鲸死亡游戏》（Blue Whale）
是发源于俄罗斯的一种自杀式死
亡游戏，游戏鼓励玩家在 50 天内
完成各种残忍伤害自己的任务。
很多青少年受其蛊惑结束了自己
的生命！近日有网友举报称这种
邪教游戏已经流入中国，“蓝鲸”挑
战的任务之一是每天 4：20 起床，
我国内地也出现了类似于“4：20
叫醒我”的代号社交群。各位家
长 应 警 惕 孩 子 手 机 里 类 似“ 蓝
鲸”、“4：20 叫醒我”等字眼的社
交群，无论是不是开玩笑，都请警
惕！

记者了解到，游戏鼓励玩家在
50 天内完成各种残忍伤害自己的
任务，包括在早上 4：20 起床观看
恐怖电影，并用刀将蓝鲸图案刻在
皮肤上等，每次完成任务后都需提
供图片或视频证据。50 天后，有参
与者为了证明“赢得游戏”而去自
杀，很多青少年受其蛊惑结束了自
己的生命。

该游戏出现后，俄罗斯和周边
国家青少年自杀事件频发。据外
媒 报 道 ，2015 年 11 月 至 2016 年 4
月，至少有 130 名青少年因此自杀
身亡。不仅仅在俄罗斯，该游戏也

“蔓延”到了其他国家：英国、阿根
廷、墨西哥等多国都发布警告，提
醒家长多多注意孩子的网络社交。

记 者 随 机 在 QQ 群 页 面 检 索
“蓝鲸”等关键词，发现了“4：20 叫
醒我画蓝鲸”、“4：20 叫醒我”、“蓝
鲸：死亡 4 电 20”等聊天群组，而百
度贴吧上，则出现以“蓝鲸游戏”命
名的贴吧。对于“蓝鲸”死亡游戏
侵入我国互联网，腾讯公司 QQ 安
全团队于 5 月 6 日对涉及该关键词
的 QQ 群进行排查，共对 12 个疑似
相关 QQ 群进行了处理，同步启动
了相关关键词的搜索屏蔽。QQ 安
全团队称，在“蓝鲸死亡游戏”被更
多媒体曝光后，根据“蓝鲸”热点关
键词建立起来的相关及无关的新
群还在增加，QQ 安全团队正在进
一步进行排查和打击，并扩大关键
词的屏蔽范围。

目前“蓝鲸”话题已经在互联
网多个平台不断升温。对这一话
题的引导和控制，腾讯表示，需要
全社会的关注和全网络平台的协
作，同时也需要网友的积极配合。
希望所有 QQ 用户能够积极协助，
一旦发现涉嫌此类话题的群信息，
请务必立即举报。

同时，腾讯郑重提醒，“蓝鲸死
亡游戏”这类行为已经涉嫌组织、
教唆他人自杀自残，属于违法犯罪
行为，一经发现将向司法机关举
报。

（华 西）

当看似冷冰冰的聊天机器人
拥有了“喜怒哀乐”的情绪，机器人
就 在“ 拟 人 化 ”的 道 路 上 更 进 一
步。清华大学一项最新研究就展
示了聊天机器人表达情绪的可能。

此前的聊天机器人系统在对
话质量上多关注语法性、多样性以
及话题相关性等方面，但较少探索
如何表达情绪。本次研究主要作
者之一、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黄民烈告诉新华社记者，新开发的
情绪化聊天系统可表达出快乐、伤
感、愤怒、厌烦、好感五种情绪。相
关论文已提交到美国康奈尔大学
的论文预印本网站 arXiv 上。

比如，当用户键入“比情人节
更庸俗的事就是，对情人节的接待
规格提出要求”后，机器人表达快
乐情绪时会回答：“情人节快乐！”；
而表达生气情绪时则回答：“这是
赤裸裸的炫耀啊！”

黄 民 烈 介 绍 ，这 套 系 统 名 为
“情绪聊天机器”（简称 ECM），它
可根据用户输入以及指定情绪模
式，分类输出相应回复语句。它使
用了深度学习技术，既用于根据用
户的输入检测情绪类别（喜怒哀
乐），也用于情绪化文字内容的语
言生成。

社 交 媒 体 的 海 量 发 帖 成 为
ECM 的学习库。研究团队编写了

“情绪归类”算法，用于辨别从微博
等社交媒体网站上抓取的几万条
发帖的情绪。大量的发帖与互动
数据经过情绪归类后，供聊天机器

人学习如何回答问题及表达情绪。
“ECM 目 前 还 停 留 在 文 字 输

入、文字输出阶段，并没有考虑语
音语调、面部表情等方式表达的情
绪和情感，所以是很初步的一个探
索。目前也还没有和硬件实体相
结合。”黄民烈说。

他说，近些年来深度学习的兴
起推动了机器翻译、情感分析、人
机对话等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发
展，但还有很多技术难点有待突
破。比如，如何综合语音语调、表
情、肢体语言等各种情境分析用户
情绪；如何生成符合情境的语言，
不仅仅在内容、逻辑、通顺性等方
面，还需要在情绪表达上合适，“这
些距离实用还有很远的距离”。

黄民烈认为，未来情绪化聊天
系统可以应用于服务机器人，比如
情感陪护、心理咨询等。

美国南加州大学人工智能解
决社会问题中心共同主任米林德·
坦贝教授针对该研究评论说，从

“让人工智能为社会谋福利”的研
究角度来看，能跟人类有情绪共鸣
的聊天机器人将是非常有用的工
具，如用于将重要健康信息传播给
对此非常关心的人。

“能完全理解我们情感的机器
似乎还相当遥远，但这一领域的研
究正在快速推进。理解人类情感
领域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带给我们
惊喜”黄民烈说。

（新 华）

死亡游戏潜入中国
见到“蓝鲸”“4：20叫醒我”代号要小心

中国研究者
赋予聊天机器人“喜怒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