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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北京编辑部用几年的时间，策划、编辑了这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
这套丛书属于当代北京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中的史话系列，它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
京在新中国成立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向世人展示当代北京的成就和风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是需要用文字、图片等记录下来的。
记录的方式很多，党史、国史、地方志以及纪实文学等等都是。
这套史话丛书，则是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
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力求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使
老百姓愿意读、喜欢读。
这个努力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就需要请读者来做出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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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汕，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供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担任影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与体
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出版过《京味儿——透视北京人的语言》、《青春的浩劫》、《一生紧随毛泽东》等社会学专著。
此外出版体育专著十余本，并在各类报刊发表体育评论达数百万字。
获得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评选的年度报告文学奖。
因《承办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发展的影响分析》等大型课题，获得2002年、2006年北京市政府与北
京市委宣传部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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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源远流长的北京方言一、方言的保护“北京方言”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举动越来
越引人注目，引起了争议。
在这之前，也有几个地方在酝酿申请这样的遗产。
反对者提出，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四个标准，其中之一必须是濒危的。
因为语言活在人类口头上，如果语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就失去了活力。
方言“死去”很正常，因此，北京方言随着社会发展总会有死去的，总会有变迁的。
“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要申遗。
”况且，北京方言并没有死，还不是遗产。
只要到北京一些大杂院和上了年纪的群体中，人们就会感到北京方言并不濒危，现在正宗的北京话远
远没有死，它还活在北京城里。
赞成申遗者认为，“北京方言”源远流长，在如今的现代生活中，很多北京老话已经被北京人淡忘了
。
当今的北京年轻人也许父辈甚至祖辈都在北京，但有几个会地道的北京方言？
若把这些逐渐消失的北京土话“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有利于集中一批人来从事北京方言的保护
工作，如果只靠民间的个人力量是很难完成的。
最终是否申遗或者申遗能否成功也许并不很重要，方言是中国多元文化的承载者，北京话能够长时间
地被人们津津乐道，已经说明作为一个地域性语言的魅力。
但是，人们也无奈地感到，无论专家如何提倡保护，无论地方采取怎样的抢救措施，对于方言的保护
延续，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方言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在缩减。
道理很简单，在一个一切都被简化、被“通用”的时代，一个全球化的年代，必须要有一种公共语言
交流。
不要说今天这样的“地球村”状态，就是中国古代，早就有民族的共同语，也就是古代当时的“普通
话”。
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都有方言，更不要说有不同的民族，彼此间交流需要听得懂，比如孔夫子的
弟子三千，来自五湖四海，如果没有一个大家能听懂的教学语言，教学效果就无从谈起。
孔子是鲁围人，话并不好懂。
他当年是用雅言说的，《论语》里就说过，孔夫子是：“《涛》、《书》、《执礼》，皆雅言也。
”（《论语·述而》）。
雅言就是古代的官话。
让今天的年轻人要延续一个方言的世界，是多么勉为其难。
他们从踏进小学校门就被规定不能讲方言，他们听老师的讲课，他们接触的广播、电视、电影、歌曲
，他们的上网等娱乐方式，他们哪怕偶尔离开故土，这一切都要远离方言。
方言在主流场合的寿终正寝，也许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潮流。
就拿北京方言来说，是公认的优美的方言，但是北京的年轻人哪怕祖父辈就是老北京，他们还有几个
在讲“京片子”呢？
有多少北京年轻人能听懂“得活”（工作完了）、“得人儿”（惹人喜欢）、“回脖儿”（改变主张
）、奶膀子（乳头之外四周凸起的部分）、搜老营儿（搜刮全部财产、财务）、半彪子（缺心眼儿）
、扳大闸（撬锁偷盗）这样的老北京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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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北京语言史话》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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