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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未成年人，让爱归位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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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你们发现汉口咸安
坊一面墙“上新”了吗？整整一

面墙都被“武汉”两个大字占满了，这是
我和同事们工作一晚上的劳动成果。

2024年底，我们接到合作方的通知，
希望我们在武汉创作一面能让人驻足打
卡的手绘墙。经过反复沟通，我们决定
选用当下流行的国潮文字图案——“武
汉”两个大字并配上对应的汉语拼音。

咸安坊白天人流量大，为了不影响游
客们的体验，我在当天准备好材料后作出
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它通宵完成。

3 月 17 日晚 10 时，我们正式动工。
一开始，我们只有两个人作业。很快，我
发现一个问题——墙体系砖石构成，表
面凹凸不平、不易上色，把白色颜料涂上
去后会透出墙体本身的颜色。3月18日
凌晨2时，我们紧急呼叫支援，又请来两
位同事。大家将颜料反复涂抹上墙，确
保颜料涂得均匀，像奶油般厚实。

除了容易透色这个问题外，晚上光
线昏暗，不利于绘画。有一位同事负责
整个画面的定位，他身着以前工作的外
卖服绘画。我们开玩笑说：“外卖小哥扛
下了所有。”

3月18日清晨6时左右，我们的工作
接近尾声。随着天慢慢变亮，画面呈现
的效果越来越好。早上7时，绘画终于结
束。看着经过9个小时连续作战完成的
手绘墙，我们身心的疲惫瞬间被冲淡。

等我补完觉睡到下午起床看手机的
时候，发现已经有网友在这面墙前打卡留
影了，我的成就感直接拉满。后来，有朋
友在朋友圈里晒这面墙，我便留言：“怎么
样，还可以吧。”这更是让我开心不已。

如果你路过咸安坊，不妨多拍拍这
面墙。那些砖石上的颜料里饱含着我们
4个“夜猫子”的心血和对武汉的热爱！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博文

柳绿桃红映春色
漫步西北湖公园，仿佛误入一片被绿、红、白三色染

成的梦幻之境。湖周围柳树吐绿、桃花争艳、樱花绽放、
游客如织，像是被大自然不小心打翻的颜料盘，尽情地在
大地上蔓延。一阵微风拂过，花浪起伏、绿枝摇曳、樱花
飘落、湖光潋滟，仿佛是一幅天然油画，挂在西北湖中央，
令人百赏不厌、心旷神怡。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熊军武

别看平时大家都不吭声，一个个其实都会
唱刀郎的歌，传唱度太广了。下次没票我也要

去场馆门口感受一下。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苹果 点评《没票也来武

汉，上千位刀迷场外听演唱会》
（整理：沈欣）

网友@博文和3位同事创作的汉口咸安坊手绘墙。

“没有湖广韵，京剧不会像今天这样好听”

何祚欢妙解武汉方言之美

设计 刘岩

何祚欢妙语讲述武汉话之美。 何祚欢讲得风趣，听众们听得开心。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廖雨
华 郝利红）上周末，长江日报记者走访武汉
各大公墓、陵园时了解到，由于民政部门近年
来一直积极倡导错峰扫墓，市民已有错峰错
时扫墓意识，分流效果良好。

3月29日，在汉阳扁担山公墓园区，市民
冯女士带着鲜花祭扫。她说：“这些年来，我
一直带着鲜花扫墓。现在倡导文明祭扫，鲜
花同样能寄托哀思。”

扁担山公墓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在
各出入口和服务区设置了便民服务点，为
市民提供应急药品、免费茶水，还有轮椅、
雨伞等供有需要的市民借用。今年，园区

新增和修理了 180 把便民座椅、2 座便民凉
亭，新增一批饮水机、移动公厕、服务窗口
和电瓶车。为应对雨水天气，园区工作人
员在便民服务点向祭扫的市民发放雨衣，
设置了多个医疗救护点和应急救援点。与
此同时，汉阳区提前发布清明祭扫交通出
行、祭扫安全等注意事项，区民政局组织

“阳小帮”志愿者为市民提供交通引导、便
民咨询等服务。

在龙泉山孝恩园，园区内挂有倡导文
明祭扫的宣传横幅，入口处也摆放了宣传
文明祭扫的展板。目前，孝恩园已建成无
烟园区，禁止携带香烛、纸钱入园，入口处
提供香烛、纸钱寄存服务并向市民赠送丝
带，提倡鲜花祭扫、丝带祭扫等文明祭扫方
式。园区为行动不便的市民开通了专用通
道。对于独自扫墓的老人，园区则派人全
程陪同。园区接待大厅和各服务点设置了

热水和直饮水供应点，休息室内备有免费
糕点和水果。

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可搭乘光谷空轨旅
游线至龙泉山站，再换乘摆渡车到楚天名山
（孝恩园东门）。摆渡车开通时间为3月29日
至30日、4月4日至6日（下午2时前）。

据了解，3月中旬起，市民陆续前往武汉
主要公墓、陵园祭扫。从目前来看，分流效果
良好，陵园工作压力相应减轻。

市民错峰祭扫 便民服务暖心

“我们武汉的方言有着很美的韵律，这里
头是很有东西可以讲的，甚至用武汉话的韵
调喊的号子都是很好听的。”3月29日下午，
由武汉市文联和长江日报社主办的“艺心向
党”崇德尚艺名家新秀大讲堂在长江演播中
心开讲。年过八旬的武汉市文联名誉委员、
著名湖北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欢拄着拐杖登
台，以一口地道的武汉话解读武汉方言的韵
律之美、构词之妙和用语之雅，风趣、机敏中
将戏曲、评书、山歌、号子等多种艺术形式信
手拈来，让300余名听众意犹未尽。

从戏曲念白到码头号子
湖广韵没有台词也好听

央视元宵晚会上让亿万观众动容的方言
歌曲《汉阳门花园》、一推出就卖断货的武汉
方言文创“蒜鸟”、说着武汉话圈粉无数的各
路主播……每隔一段时间，武汉话都会在网
络上掀起新的热潮。但是，长期以来，武汉话
往往给公众留下“火爆”“冲”“凶”等印象，甚
至连武汉人都深以为然。活动现场，何祚欢
用半个多世纪的生活、艺术积淀，用武汉人的
日常对话演绎出一个个生活场景，说来幽默
俏皮，既押韵又生动。“其实，长久以来，武汉
话说得比较‘肉酡’，很有特点、余韵绵长，而
且富有音乐性。”

在何祚欢看来，方言的韵律是其独特魅
力的核心，武汉话的韵律美体现在“湖广
韵”。“清朝后期，四大徽班进京，众多湖北艺
术家随之迁徙，湖北罗田人余三胜就是京剧
鼻祖。他们在京剧中留下了大量湖广韵，使
得人们在京剧唱词中常常能听到武汉话的痕
迹。湖广韵的表现方式是唱腔、说白里有很
明显的拖腔。没有湖广韵，京剧不会像今天
这样好听。”

对于简单的念白“待我修书一封”“好大
一棵树”，何祚欢分别用京腔、武汉话现场演

绎，就算不熟悉戏曲的人也听出了其中区别：
“武汉话说起来节奏短促，但余韵悠长。当武
汉话的余韵拉长了之后，武汉话就美了。为
什么？把它的韵律特色、把音乐上的美感给
拉出来了。湖广韵拉长了韵白，让韵律伸展
开来，这样听众听得舒服。于是，直到现在，
京剧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念白大多都带
有武汉味，唱腔更是离不开武汉话。”

说到兴起，何祚欢顺口来了一段京剧
《失空斩》中诸葛亮的大段台词：“临行之时，
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近水、安营扎
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上扎营，
只恐街亭难保！”他字正腔圆、汉韵悠长，赢
得满堂喝彩。

武汉话的韵律到底有多美？何祚欢分享
说，大汉口的码头号子完全没有歌词，仅靠

“呦嗬哩嗨呀”“唉咿呦嗬”等字词表示节奏，
就把武汉话的韵调唱得很美，改编的节目还
拿下大奖。说话间，何祚欢现场演绎起不同
号子的节奏：货物轻、路面平缓时，号子唱得
婉转悠扬；抬货登岸时，号子则喊得高亢激
越，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京剧、豫剧、评书、湖北小曲、长阳南曲、
武汉民谣，北京话、上海话、四川话，何祚欢在
演讲中信手拈来，牢牢地“抓住”了全场听众
的耳朵。湖广韵的韵律之美、武汉话的鲜活
灵动也随着这些演绎深入人心。

方言连着一方乡土
回到家就应该说“家里的话”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自然就有了不同的
方言。光武汉市一个区的语言都有很大差
别。”何祚欢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众多朝代更
替、民众迁徙，而语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交流
工具，各朝各代都有公认的标准语音。唐朝
以前一直以西部为根据地，所以中国古代都
是选择以西北方言为标准语音。普通话以北
京语音为标准语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在
元明清时代就已奠定基础。他认为，普及和
推广普通话是为了全国人民沟通交流方便。
遗憾的是，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交流在
加速，小语种往往就在不经意间消失了。方

言的精华部分应该保存，方言的韵调、民间俗
语中有趣的东西都值得保存。

“方言是和祖籍乡土、家庭生活习俗相关
联的。”何祚欢幼年在汉正街长大，家里人说
汉阳话。“父辈对我们的教导是，不管你出门
说什么话，回到家就应该说家里的话——踏
进汉正街664号的大门就得说汉阳话。”他回
忆，1966年，他到上海去配眼镜，在船上碰到
几个人的上海话说得非常溜，私下却是用武
汉的黄陂话交流。他们说：“方言不能忘，不
能忘本。”全国各地大致都是如此。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何祚欢对武
汉方言有着很深的情感。“武汉话的基本音
调是武昌官话，因为武昌历来是湖北的中
心。”何祚欢说，近代的武汉话以武昌话的
腔调作为基调，但发生变化和各种语言的

“杂交”是在汉口完成的。武汉方言中也会
融入天南海北的元素，目前的武汉方言是
在逐步交流中形成的。在长期的武汉地方
文化研究和推广中，何祚欢认为武汉方言
的代表点就在汉正街、中山大道、江汉路、
车站路一带。

何祚欢回忆起汉正街的老邻里生活，有
“远亲不如近邻”的亲热和贴心；“竹床阵”每
每引发风波都能迅速平定，背后是老武汉人
的“礼性”和周全；金号里的伙计宁可受委屈
也守着“规矩”，传达的是武汉作为商业城市
的自律……一件件生活琐事娓娓道来，老武
汉的街巷、人情、风物和文化底蕴都被何祚欢
活灵活现地展现于眼前，让听众们仿佛穿越
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年代。

传承城市文化基因
武汉话之美引发听众共鸣

从艺半个多世纪的何祚欢博采众长，不
仅形成了儒雅平和、书路宽广的艺术特色，更
在推动湖北评书传承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城市
历史文化的梳理和记录，获得了无数听众的
喜爱。此次大讲堂活动吸引了老中青少听众
参与。来自武汉民间文艺家协会、武汉曲艺
家协会的代表们，江汉大学、湖北艺术职业学
院、黄陂区临空小学的师生们和大武汉客户

端征集的听众们齐聚一堂，上到88岁的银发
老者、下至五六岁的孩童都被深深吸引，不断
鼓掌叫好。

在江汉大学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中心长期从事曲艺类非遗相关研究的副教授
邓斯博自称何祚欢的“迷妹”。她说：“方言不
仅是艺术创作的沃土，更是维系情感认同、构
建精神家园的重要纽带。何老师以生动的讲
解与演绎，诠释了武汉话的独特魅力。老武
汉人所具有的‘礼性’特质在何老师身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方言是曲艺形成和发展的文化
基础，还是要从保护方言角度入手，有了方言
的习得者，才会有曲种的传承人和守护人。”

黄陂区临空小学湖北大鼓社团的20多
名师生代表“组团”到现场聆听。该校副校长
杜浩军介绍，学校湖北大鼓社团2021年6月
开班以来，累计吸引百余名学生加入，作品曾
在央视等各级平台上亮相。“说好武汉话是对
地域文化的一种传承。我们希望孩子们能进
一步感受到语言传承的重要性，引导他们更
加热爱传统文化、传承城市文化基因。”

初中生徐睿嘉听完演讲后激动地在朋友
圈写道：“方言不仅是一种作为语言的文化符
号，还是解锁故乡的钥匙。普通话让我们走向
更广阔的天地，方言则让我们铭记脚下的土
地、乡音的力量，任何其他语言都无法替代。”

（叶飞艳）

……… 人物名片 ………

何祚欢 著名湖北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湖北评书代表性传承
人，一级演员，2021 入选由文化和旅游部非
物质文化遗产司指导、光明日报社主办评选
的“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他善用武汉方言创
作，是创作的多面手。《红岩》《杨柳寨》等作品
将湖北评书传遍荆楚大地，剧本《穆桂英休
夫》和长篇小说《养命的儿子》《失踪的儿子》

《舍命的儿子》及改编作品先后获得曹禺戏剧
文学奖提名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
项。晚年主持推出“武汉工商业家族口述史”

“武汉舞台艺术口述史”系列作品，为武汉留
下无比珍贵的城市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