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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粤方言区几个农村的调研显示，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使用率极低，普通话能力

有限，学习普通话的意愿不强。农村老年人在普通话交际语境中有一些较为明显的问

题，一是隔代交流较为困难，二是媒体娱乐受到限制，三是独自就医面临不便，四是经

济活动中有阻碍。提升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品质，既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推普活动，又

要保留必要的方言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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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Linguistic Challenges and Enhancement Strategies for Rural Elderl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Cantonese-Speaking Villages
Abstract: A survey of several rural areas in the Cantonese-speaking region reveals that elderly
villagers exhibit extremely low Mandarin proficiency, limited Mandarin competence, and
minimal motivation to learn Mandarin. The rural elderly encounter notable difficulties in
Mandarin-dominant communicative settings, including: (1) impediments in cross-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2) constrained engagement with media and leisure content, (3) challenges in
accessing medical services unassisted, and (4) hindrances in economic participation. To
enhance the linguistic quality of life for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implement
targeted Mandarin promotion initiatives while preserving necessary dialect-based service
pro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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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老龄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的老龄化问题表现得尤为严重。因为农村除了人口的自然老

化之外，在城市化突飞猛进过程中，大量农村年轻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农村人口中老年人占比明显

提升，这也导致了农村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约 14.12

亿，城镇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 15.82%，乡村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 23.81%；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13.50%，乡村达到了 17.72%。农村老年人整体上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其语

言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相对较多，加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又长年外出，农村老年人获得语言帮扶的机

会整体偏少。关注农村老年人的语言生活状况，探究他们的语言困窘和问题，并试图寻找解决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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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未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重点内容。近年来学术界对老年人语言生活、语言能力、

语言服务等问题高度关注，如，刘楚群（2023a; 2023b; 2024; 2025），王玲（2024），滕延江

（2024），李艳（2024），张晓苏、屈哨兵（2024）等从多个角度展开过调查分析。本文以粤方言

区几个乡村为例，依托田野调查的数据，对此展开相关分析，试图提出相关对策。

一、调查设计与调查对象

（一）调查范围、问卷设计与调查实施

调查范围：粤方言区广东省的清远、佛山、肇庆三个地级市的 6个乡村，所有调查对象的母方

言都是粤方言。相比于其他方言，粤方言的影响力更大，广东省电视台的不少频道直接用粤方言播

报，方言节目从新闻到电视剧应有尽有，省内大部分地铁使用普通话、粤方言、英语轮番报站。尽

管广府青少年对粤方言的使用频率和认同感下降，但老年人依然对粤方言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和熟练

程度，依然抱有很强的认同感。有研究发现，广东地区的老年人使用粤方言特色的语法项目最多，

受到普通话和英语的冲击最小（单韵鸣，2020）。

问卷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所

属地区、居住方式和日常活动。第二部分是调查内容，包括言语交际情况、普通话情况和语言困窘

三个部分。言语交际情况包括他们日常聊天的对象和频率；普通话的情况包括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和

学习普通话的意愿；语言困窘包括代际交流、媒体娱乐、独自就医和经济活动这四个方面的情况。

调查时间从 2023年 7月持续到 2024年 9月。调查地点一般在受访人家中、集市、公园等。通

过偶遇和滚雪球的方法寻找调查对象。由于考虑到农村老年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独立完成问卷

比较困难，调查采取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在正式调查之前，进行了预调查。

（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文总共调查了 220位受访者，由于是一对一的结构式访谈，这 220份问卷均是有效问卷，问

卷调查有效率为 100%，其中有 100位受访者的访谈过程有录音材料。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方式和日常活动五个方面。

第一，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

名称 选项 人数（位）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101 45.91
女性 119 54.09

年龄

60-64岁 60 27.27
65-69岁 31 14.09
70-74岁 53 24.09
75-79岁 34 15.45
80岁及以上 42 19.09

文化程度

没上过学 83 37.73
小学 84 38.18
初中 39 17.73
高中/中专 14 6.36

合计 2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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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数据显示：从性别看，女性老年人数稍微多于男性老年人，但总体上性别相对均衡；从年

龄数据来看，60-64 岁年龄段人数分布最多，占比 27.27%，65-69 岁年龄段人数分布最少，占比

14.09%，总体来说，75岁以下年龄段人数最多，约占 65%；从文化程度来看，没上过学和只上过小

学的总共占了总人数的 75.91%，可以看出本文所调查的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第二，居住方式。调查居住方式是想了解农村老年人主要与谁生活在一起，以及居住方式对语

言生活的影响。具体数据见下表 2：

表 2：调查对象的居住方式

居住方式 人数 占比

与老伴生活 147 66.82%

与子女生活 125 56.82%

与未成年孙辈生活 122 55.45%

独居 18 8.18%

本项调查是多选题，只有“独居”与其他三项具有排他性，而“与老伴生活”“与子女生活”

“与孙辈生活”这三个选题是可以同时选的，所以四项的百分比之和就大于 100%。由表 2数据可

知，受调查的农村老年人只有 56.82%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剩下的 43.18%农村老年人或独居，或与

老伴生活在一起，或者未成年孙辈生活在一起，属于空巢老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至

少有 1.45亿空巢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 55.68%，其中乡村空巢老年人约 7150万，占老年总人口的

59.5%（伍海霞，2023）。本次调查的广东三市的老年人空巢率略低于全国农村空巢率数据，因为广

东珠三角以及周边地区是外来务工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出的规模数量会低于其

它省份，因此空巢率低于全国水平。

第三，日常活动。农村老年人日常活动内容很多，做家务、种菜、做买卖、打零工、休闲等。

下表 3显示具体的数据。

表 3：调查对象的日常活动

日常活动 人数 占比

做点家务事 169 76.82%

种点小菜 96 43.64%

做点小买卖 83 37.73%

打点零工 12 5.45%

休闲娱乐 51 23.18%

其它 4 1.82%

农村老人的日常活动不是单一的，往往有多种活动，所以本题是多选题，因此各种活动的百分

比之和就会大于 100%。从表 3的数据可知，超过 76%的农村老年人日常会操持家务，具体包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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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搞卫生、带孙子等等，这也是多数老年人日常的主要活动。有超过 43%的农村老年人依然还有

做农活的习惯，或种菜，或种田，或种竹笋、茶叶等经济作物，这些自种的青菜或作物以自家享用

为主，多余的就会拿去市集售卖。还有超过 37%的农村老年人会做些小生意，例如卖菜、开小卖部

等。还有极少数老年人会做一些手工活或做点临时工。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太多

储蓄可以为他们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对他们来说，老年生活除了依靠子女赡养之外，自己继续劳

动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庞丽华，2003）。另外，有超过 23%的农村老年人平时会有娱乐活动，

他们娱乐方式主要是在麻将馆、公园等地方打麻将、打牌等。

二、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状况

我国的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80.72%（赵婀娜、吴月，2020），普通话已经成为民众最主要

的交际工作。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中，方言依然是主要的日常交际工具，粤方言区似乎表

现更加明显。本部分呈现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以及对学习普通话的态度。

（一）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

1.普通话基本听说能力

从“听”和“说”两方面调查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并探究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农村

老年人普通话能力的影响。是否能听懂普通话分为“完全听得到”“听得懂大部分”“听得懂一

点”“完全听不懂”四个等级，分别赋值 4分、3分、2和 1分；是否会说普通话分为“能说流利”

“能说大概”“能说一点”“完全不会说”四个等级，分别赋值 4分、3分、2和 1分，供被调查老

年人自评。得分越高表示听、说普通话的能力越强。下表 4是具体的调查结果：

表 4：农村老年人普通话听说能力

能听懂普通话的能力 会说普通话的能力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完全能听懂 35 15.9% 能说流利 6 2.7%

能听懂大部分 24 10.9% 能说大概 15 6.8%

能听懂少部分 47 21.4% 能说一点 51 23.2%

完全听不懂 114 51.8% 完全不会说 148 67.3%

由表 4的数据可知，农村老年人有近 51%完全听不懂普通话，能听懂大部分以上的只有 25%左

右；完全不会说普通话的占 67%，大概能说的占比不到 10%，可见很多农村老年人听说普通话还是

有一定困难。

根据赋值规则，四个选项分别赋值 1分、2分、3分、4分，分别对应着普通话听说能力的“非

常差、比较差、较好、很好”，得分越高表示普通话听说能力越强。本次调查的 220位粤方言区农

村老年人，听懂普通话能力的平均得分为 1.91分，说普通话能力的平均得分为 1.45分，听说能力折

中平均分为 1.68分，整体上处于比较差的水平。

普通话听说能力比较好的主要是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下表 5显示，初中学历的人听普通话

的得分均值为 2.77分，接近于较好的水平，高中/中专学历的听普通话得分均值达到了 3分，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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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水平。在说普通话的得分上，初中及以上学历者也明显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文化程度对

农村老年人的听、说普通话能力都呈现出 0.01水平的显著正相关性。

表 5：老年人文化程度与普通话能力的相关性

文化程度(平均值±标准差)

F p没 上 过 学

(n=83)

小学

(n=84)

初中

(n=39)

高 中 / 中 专

(n=14)

能听懂普通话 1.28±0.77 1.95±1.02 2.77±1.09 3.00±1.18 28.756 0.000**

会说普通话 1.12±0.45 1.40±0.62 2.03±0.90 2.07±1.00 21.316 0.000**

* p<0.05 ** p<0.01

2.普通话能力影响因素

第一，男性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显著强于女性。数据显示，调查对象“能听懂普通话”的能力

与“会说普通话”的能力存在性别上的明显差异，整体看来男性在两方面都要强于女性。具体数据

见表 6：

表 6：农村老年人普通话能力的性别相关性

性别(平均值±标准差)
F p

男(n=101) 女(n=119)

能听懂普通话 2.42±1.18 1.48±0.87 45.800 0.000**

会说普通话 1.71±0.89 1.23±0.49 26.154 0.000**

* p<0.05 ** p<0.01

由表 6 的数据可知，性别对普通话的听、说能力都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相关性

（P=0.000<0.01），男性老年人的普通话听、说能力都要显著强于女性。在“能听懂普通话”能力

方面，男性的平均得分（2.42分）明显高于女性的平均得分（1.48），但女性得分的内部差异（标

准差 0.87分）要小于男性得分的内部差异（标准差 1.18分）。在“会说普通话”能力方面，男性的

平均得分（1.71分）明显高于女性的平均得分（1.23），但女性得分的内部差异（标准差 0.49分）

要小于男性得分的内部差异（标准差 0.89分）。农村老年女性是老年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其健康状

况、经济状况以及社会地位相较于农村老年男性来说都处于相对劣势的状况，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

更容易受到影响（魏强等 2020）。在过去经济贫困和资源匮乏的农村，更多的社会资源、教育资

源、语言资源等都倾向于男性，导致今天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会存在性别差异。

第二，人生经历也影响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年轻时的人生经历对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有

显著影响，如果年轻时外出过一段较长时间，或者与其他方言区的人共事过一段时间，有过使用普

通话的经历，那么对普通话往往相对较为熟悉。下面是几位受访者的回答：

受访者 82号（男性，67岁）：我以前当过兵的，普通话能完全听懂，以前年轻就说的比较流

利，现在就生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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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66号（男性，81岁）：会说普通话啊，以前跟那些湖南捞头（外地人的贬称）一起做

水泥，就会讲了。

受访者 199号（男性，79岁）：我们这些乡下地方，老的个个都说白话的，没人说普通话的，

说普通话会让人觉得很奇怪的，只有那些学生仔可能就会说。

上述 82号、66号两位受访的老年人都是年轻时候有过一段使用普通话的经历，所以能使用普

通话，而 199号受访老人一直在老家呆着，方言能满足他的基本生存需求，没有使用普通话的必要

和环境，认为说普通话会“很奇怪”，显得格格不入，所以自然不会说普通话。

（二）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学习意愿和方式

1.普通话学习意愿

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学习普通话的意愿不是很强。被调查的 220位农村老年人中，很希望学

习普通话的只占 9.55%，比较希望学习普通话的也只有 11.82%，二者加起来也只占 20%多一点；不

希望学习普通话的达到 61.63%，无所谓的占 17.27%。在访谈过程中，不少老年人如此说：“都这

么老了还学什么普通话啊？”“临老还学什么吹笛啊？”“黄泥都堆到腰间了”“一只脚踏进棺材

了”“都快入翁了”“都快死了”如此等等。很明显，农村老年人不想学普通话的主要理由是“年

纪太大，不想学习”，他们对自己临近生命终点的事实直言不讳。无法逆转的生命，所剩不多的时

光，使得他们对包括普通话在内的新事物既无奈又抗拒，这应该是多数农村老年人的普遍心态。当

然，也有部分农村老年人有比较积极的心态，认为如今“新时代、新世界”，学习普通话就是融入

这个新时代的方式，甚至有老年人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抛弃方言，只讲普通话，只有这样，人生的

路才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2.普通话学习方式

关于农村老年人学习普通话的可行方式，我们在相关访谈的基础上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有 165

位老年人参与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表 7：

表 7：农村老年人学习普通话的方式

学习普通话的方式 人数 响应率

看手机短视频 50 30.30%

看电视或者听收音机 24 14.55%

跟子女孙辈学习 28 16.97%

政府公益课 63 38.18%

汇总 165 100%

由上表 7可知：选择政府公益课学习普通话的人数最多，占了 38%。这应该是一种较为理想的

方式，很多农村老年人都处于留守状态，平时家里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上这种公益课，能把老

年人聚在一起说说话，有益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选择看手机短视频学习普通话的占比（达 30%）

也算高，这也符合当今数字时代的特征，随着智能手机和各种资讯平台的普及，看手机短视频已经

成为各年龄群体的重要休闲娱乐方式，也正因为如此，选择通过电视或收音机学普通话的就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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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15%。选择跟子女孙辈学习普通话的也很少，不到 17%，这给基础教育领域参与农村推普提供

了很重要的参考信息。目前，很多中小学积极参与农村推普活动，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小手拉大

手”活动，通过中小学生教家里的爷爷奶奶说普通话，从本项调查来看，这种方式并不一定是老年

人很乐意接受的理想方式。

三、农村老年人的日常交际情况

（一）农村老年人的日常交际对象

农村老年人的日常交际对象主要是三类人，子女、孙辈和邻居朋友。我们调查了老年人与这三

类人群日常聊天的频率。问卷设计四个选题，“交流很多”“交流比较多”“交流一般”“交流很

少”，分别赋值 4分、3分、2分和 1分。调查结果显示：与子女聊天频率的均值为 2.08，与孙辈聊

天频率的均值为 2.07，与邻居朋友的聊天频率均值为 3.13。农村老年人日常与子女、孙辈的聊天频

率都属于“一般”的等级，而与邻居朋友的交流频率属于“比较多”的等级，总体看来，农村老年

人日常主要交际对象是邻居朋友，而与晚辈亲人交流偏少。下面列举部分受访老年人的说法：

访谈问题一：您平时跟哪类人聊得最多？

受访者 90号（男性，73岁）：很多跟邻居朋友聊啊，一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公老太走在一起

聊，一般都是老人家了，跟老人家聊的多，那些年轻的不认识你的都不跟你讲话的，一般都是六七

十岁的就聊得来，跟年轻的聊不来，跟那些三四十岁的聊不来的。

受访者 123号（女性，79岁）：我也不知道怎么才叫聊得多，我平时就去市场那里打打牌的，

去那里就跟他们聊的最多啦。

访谈问题二：您跟平时子女聊天多吗？

受访者 27号（男性，60岁）：哎呀，有什么好聊的，那些能怎么聊的？合适就聊，不合适就

不聊。

受访者 58号（女性，79岁）：子女一人一处各住各的，聊天就一般般咯，他就住在清远，时

不时打个电话。

访谈问题三：您平时跟孙子孙女聊天多吗？

受访者 41 号（女性，71 岁）：哎呀，怎么说都是那样了，总之就是，我们一人一家（分

家），没这么聊的，他跟你聊才行啊，他吃了就上学，讲普通话麻溜得很，叽里呱啦的，我一点都

听不懂。

受访者 186号（女性，74岁）：有什么好讲的，他那些人不跟你讲话的，孙子孙女更加理你都

傻的，回来就玩手机，我看电视。

中国文化中一直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在农村地区，挨户相望的邻居，过去生产队的伙

伴，平时休闲娱乐的棋友，一同做买卖的摊贩，往往都保持着传统农耕社会的邻里观念，互帮互

助，相互照应，所以平时交流会比较多。这也是“互助养老”自主发展的一种体现，将乡土经济、

乡土文化和乡村生活有机整合，有益于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改善（杨静慧，2020）。老人与子女

尽管有天然的血缘联系，理应交流很多，但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农村的年轻人往往会选择去城市寻

找工作机会，由于不在一起居住，所以相互交流自然就少了。老人与孙辈之间，由于有代沟，即使

住在一起也不会有太多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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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老年人日常与子女、孙辈、邻居朋友的交流情况分别进行调查，结果如下表 8。

表 8：农村老年人与不同对象的交流频率

与子女交流 与孙辈交流 与邻居朋友交流

很多
人数 41 34 95

占比 18.6% 15.5% 43.2%

比较多
人数 34 46 73

占比 15.5% 20.9% 33.2%

一般
人数 47 42 37

占比 21.4% 19.1% 16.8%

很少
人数 98 98 15

占比 44.5% 44.5% 6.8%

由上表 8数据可知：第一，尽管农村老年人与邻居朋友整体交流比较多，但其实也只占老年人

的 76%左右，还有 15%的老年人很少与邻居朋友交流，他们平时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孤单寂寞的；第

二，有近 45%的老人很少与子女和孙辈交流，这突显了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老

年人与晚辈交流是维系代际亲情、和谐家庭关系的方式，也是老年人倾诉情感的需要，这方面的缺

失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极为不利。

（二）农村老年人日常交际的特点

第一，女性比男性与女子交流更多。下表 9显示农村老年人与子女交流的性别相关性情况。

表 9：农村老年人与子女交流的性别相关性

题目 名称
性别(%)

总计 χ2 p
男 女

与子女

交流

很多
18

（17.82%)
23

（19.33%)
41

（18.64%)

7.904 0.048*

比较多
9

（8.91%)
25

（21.01%)
34

（15.45%)

一般
21

（20.79%)
26

（21.85%)
47

（21.36%)

很少
53

（52.48%)
45

（37.82%)
98

（44.55%)

总计 101 119 220

* p<0.05 ** p<0.01

由上表 9 可知：女性老年人与子女聊天“很多”“比较多”两个选项共占所有调查对象的

40%，远超男性老年人的 26%；而男性老年人与子女聊天“很少”的占 53%，远超女性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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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性别对老年人与子女交流频率有显著相关性（卡方值=7.904，p=0.048＜0.05），女性老年人

与子女聊天的频率显著高于男性老年人。这符合女性的性格特征与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女性老年

人比男性老年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并且比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倾诉（张雨明，2008），女性

老年人在家庭当中依然处在地位低而依附程度高的社会性别之下（王苗苗，2012），需要承担更多

的家务劳动。我们调查农村老年人有 72.8%依然操持家务，但其中有超过 60%是女性，在从事家务

的过程中自然与晚辈有更多的交流机会。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对女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

的，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女性老年人的平均寿命为 88.88岁，而男性老年人的平均寿

命只有 75.37岁，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和女性老年人更愿意进行人际交流应该有一定的关

系。

第二，与子女分居导致代际交流减少。

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由于赡养父母子女或个人发展的需要，农

村青壮年往往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逐渐呈现出空巢

化和隔代化（杜鹏、丁志宏、李全棉等，2004）。我们调查的农村老年人就有 47.8%是留守在农

村，其中多数是因为子女在外地谋生。距离上的隔阂必然会影响老年人与子女的交流，下表 10就显

示数据上的差异。

表 10：农村老年人与子女交流的居住方式相关性

题目 名称
居住方式(%)

总计 χ2 p
与子女不住一起 与子女住一起

与子女

聊天频率

很多 9(9.47%) 32(25.60%) 41(18.64%)

11.8 0.008**

比较多 18(18.95%) 16(12.80%) 34(15.45%)

一般 18(18.95%) 29(23.20%) 47(21.36%)

很少 50(52.63%) 48(38.40%) 98(44.55%)

总计 95 125 220

* p<0.05 ** p<0.01

表 10 的数据显示，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与子女聊天频率具有显示相关性（p=0.0087＜

0.01），住在一起的代际之间聊天比不住在一起的明显多很多。表示“与子女聊天很多”的老年

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占 25.6%，而不住在一起的只占 9.47%；而表示“与子女聊天很少”的老年

人，52.63%与子女不住在一起，只有 38.4%与子女住在一起。下面是部分老年人在受访时对这个情

况的描述。

问：您平时跟子女聊天多吗？

受访者 15号（女性，67岁）：他在下边（“下”指的是珠三角发达地区相对于粤北的方位）

打工，很少聊天的，他都没怎么打电话回来，在下边佛山打工。

受访者 45号（女性，63岁）：不跟他们住一起啊，他们在下边工作，我有手机也不会怎么

聊，不会操作，有时候想听听子女的声音都不会打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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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的困窘

本项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对普通话非常不熟悉，普通话的使用率极低，在常见生活场景中

97%以上的人都使用方言，在普通话交际语境中有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

（一）隔代交流较为困难

隔代交流指老年人与孙辈的交流。隔代交流困难是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中最显著的问题。调查

显示，农村老年人表示与孙辈交流“完全没困难”的只占 40%，“稍微有点困难”的占 25.91%，

“困难比较大”的占 34.09%，整体看来，与孙辈交流存在困难的老年人占比超过半数。影响隔代交

流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语言交流不畅是最重要原因，因“不熟悉普通话”而影响隔代交流的占

58.49%，另外还包括“不理解孙辈的兴趣”（占 25.16%）、“听力不好，听不见”等其他原因（占

16.35%）。语言隔代交流的困难很容易淡漠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系。

访谈案例一：

79岁的黎奶奶是黄花镇克岩村的一位留守老人。黎奶奶的儿子和儿媳常年在外，在佛山经营生

意，并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当地就读小学。黎奶奶与正在读初中的孙女留守在家，相依为命。黎

奶奶是文盲，只会说方言，不会说普通话，听普通话也很困难。两个年幼的孙辈在佛山生活和学

习，已经习惯了说普通话，已经不太会说粤方言。每年寒暑假回家，即使跟黎奶奶说话也用普通

话，也不管黎奶奶是否能听懂。这让黎奶奶既生气又无奈。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孙辈们使用普通话

让原本就有限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个案例中，黎奶奶只能听说粤方言，而孙辈已经习惯于说普通话，这导致原本就有限的代

际沟通变得更加匮乏，不仅影响了日常沟通，也削弱了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系。

语言交流的障碍也增加了老年人管教孙辈的难度。农村有很多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往往把儿童留给老人看管，成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对于这些家庭，老人还需要承担教育孙辈的

责任，需要处理孙辈学校的相关事情，例如辅导作业、开家长会等。普通话能力的缺乏无疑增加了

这种隔代教育的难度。比如，面对调查“您跟孙辈交流有什么困难吗”，有两位老年人如此回答：

受访者 15号（72岁，女性）：他跟我讲白话的，没困难。就是今天晚上叫我去开家长会，我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都不晓得听普通话，他父母又不在身边，在下面打工。

受访者 88号（70岁，女性）：他几兄弟跟我讲就是讲白话，没有困难，就是他们自己说就说

普通话，叽里呱啦的，我就说死了要骗死奶奶了这样搞作（因为奶奶听不懂普通话，所以孙子经常

故意普通话，以骗奶奶，躲开管教）。

从访谈情况来看，隔代交流困难的原因主要涉及三方面。第一，部分农村老年人自身普通话能

力低，听说都有困难。第二，学龄儿童把普通话从学校带到了家里。几十年来，国家推普成效非常

显著，学龄儿童不仅学会了较为流利的普通话，而且养成了使用普通话的习惯，不管是课内还是课

外都愿意说普通话。广州中学生课后与同学交流使用普通话的，在 2005 年仅占 22.7%（唐叶，

2006），而 2020年则达到了 78%（单韵鸣，2020）。儿童把普通话习惯从学校带到了家庭，说明推

普的成效，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导致了部分隔代交流的困难。第三，家庭语言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

以来，人口跨省跨区移动定居已经成为常态，即使在农村，特别在珠江三角地区的农村，跨方言的

婚姻家庭成为常态，此类婚姻的家庭语言一般都是普通话，孩子一生下来学习的往往就是普通话，

年轻的父母一般也不会刻意教孩子说方言。只会说普通话的孩子与只会说方言的老人自然无法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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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二）媒体娱乐受到限制

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媒体娱乐主要是看电视和看手机短视频，但他们往往会因为听不懂普

通话等原因而产生困难和受限。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看电视、看手机短视频等，“完全没困难”

的只占 33.18%，“稍微有点困难”的占 35.91%，“困难比较大”的占 30.91%。而听不懂普通话是

导致他们产生困难的重要原因，占 48.70%，另外，“不明白谈论的问题”占 26.96%，“听力或者

视力不好”占 19.13%，“不会操作”等占 5.21%。听不懂普通话导致农村老年人选择媒体时很受限

制。我们的调查对象都是粤方言老年人，他们看电视往往只能选择珠江频道、香港翡翠频道等粤方

言频道，看手机短视频时也只能选择粤方言的内容。应该说，由于特定的地域和经济条件，粤方言

老人尚有可供选择的媒体娱乐，而其他诸多方言区的老人基本就没有多少选取方言节日的机会，其

媒体娱乐活动也就基本上没有。

访谈案例二：

68岁的陈阿姨在狮山镇横一村经营着一家小卖部，闲暇时喜欢刷手机短视频消遣。然而，当被

问及使用手机是否有语言障碍时，陈阿姨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她坦言，自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本就难以完全理解手机上的内容，再加上如今大多数电视节目和短视频都使用普通话，而她听不懂

普通话，这让她感到既难堪又气愤。

在这个案例中，陈阿姨以前看电视只会选择珠江台、翡翠台等粤方言频道，因为这些节目能让

她感到亲切和熟悉。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方言电视台的节目质量逐渐下降，她也不再像以

前那样经常看电视了。可如今，手机上的内容又几乎全是普通话，这让她感到无所适从。陈阿姨无

奈地表示，无论是电视还是手机，似乎都找不到适合她的，这种被“语言排斥”的感觉让她既失落

又无助。陈阿姨的语言生活困窘集中体现了方言使用者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挑战，同时方言节目的

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导致像陈阿姨这样的方言使用者逐渐失去文化归属感。

（三）独自就医面临不便

就医是老年人无法绕开的问题，而独自就医对老村老年人来说也是常态。农村老年人留守的情

况比较多，子女长年不在身边的情况很多，一旦有伤风病痛就得独自就医。农村老年人就医的场所

主要有私人诊所或村医院、乡镇公立医院以及县级以上公立医院。有学者调查显示，广东农村老年

人就医的门诊类型，有 39.4%选择私人门诊，60%左右会选择乡镇及以上的医院就医（王世斌、申

群喜、余风，2009），广东雷州市农村老人，有超过 70%会去乡镇及以上的医院看病（谢茵，

2022）。一般说来，农村老年人在乡村私人诊所就医不存在语言交流问题，但在正规的乡镇以上医

院就医时容易产生交流困难。本项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独自就医时，“完全没困难”的只占

37.27%，“稍微有点困难”的占 30%，“困难比较大”的占 32.73%。独自就医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不

熟悉普通话，占 74.12%，另外，“不明白所说的问题”占 17.06%，“听力或者视力不好”占

8.82%。

访谈案例三：

78岁的王大爷家住九龙镇一个偏远村庄，身体状况与大多数同龄老人相似，平日里小病不断，

然而，每次想去正规公立医院看病都面临重重困难。最近的公立医院位于十公里外的镇上，路途遥

远且交通不便。但比路远更令人头疼的是语言障碍。王大爷无奈地表示，如今即使是乡镇医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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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到住院部，不少医生都是外地人，差不多一半的人都使用普通话交流，这使王大爷看病时产生

很大的心理恐惧。王大爷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是有大病得去清远市里看，又没人帮忙听

医生的普通话讲什么的话，那我只能‘等死’了。”

在这个案例中，王大爷在就医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语言障碍，使得他无法理解诊断结果、治疗

方案甚至用药说明。像王大爷这样的老人，在农村并不是少数，他们只会说方言，不会说甚至也听

不懂普通话，在以普通话为主要服务语言的医疗环境中，他们是茫然甚至充满恐惧的。普通话确实

已经成为大多数医院的主要交际语言，即使县级医院说方言的也越来越少。有学者调查发现，江

苏、安徽、新疆等十个城市的医疗机构，只有 46.9%的医务人员会说当地方言（龚余娟，2015），

陕西地区的医护人员，只有 40%会说方言（李少康、杜敏，2019）。这表明，医院已经很难为农村

老年人提供方言服务，一方面是因为医护人员大多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大多不会说本地方言，另一

方面，即使是本地医护人员，也因职业学习培训一直使用普通话，在医疗场景中也无法很好地使用

方言进行准确表述，所以只能使用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

（四）经济活动中有阻碍

农村老年人在市场、公园、棋牌室等本地人经常活动的场所，一般都使用当地方言，所以没有

什么交际困难。但是，部分农村老年人还从事一定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具备一定的普

通话交际能力。不少农村老年人会把自己种植而消耗不完的农产品摆到市集售卖，有的老年人会批

发一些散装烟草、零食、水果等拿到墟市售卖，有的老年人会在自家楼下开小卖部做点生意，从事

这些经济活动都有使用普通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们调查了 86位做小生意的农村老年人，询问是

否发生过因语言不通而影响做生意的情况。回答“从没发生过”的只占 26.74，回答“发生过，但很

少”的占 62.79%，回答“发生过且比较多”的占 10.47%，总体看来，做生意的农村老年人，超过

70%的人在经济活动中或多或少存在因普通话交流困难而影响生意的情况。

访谈案例四：

67岁的成阿姨家住九龙镇太平村，家里种了不少土特产。九龙镇是珠三角地区较为热门的乡村

特色旅游镇，外地游客较多。成阿姨提到，经常有外地顾客来买土特产，问到价格时，她用粤方言

回答“三缗，五缗”，顾客完全听不懂，双方只能通过尴尬的笑容和肢体语言尝试沟通。这种语言

障碍会影响交易的顺利进行，也可能导致生意流失。成阿姨无奈地表示，“我们这些山上的人说不

到普通话的”。面对这一问题，成阿姨的解决办法是依赖会说普通话的邻居进行翻译，将顾客的需

求转述给她，再将她的回答传达给顾客。这种方式虽然勉强解决了沟通问题，但也增加了交易的复

杂性和时间成本。成阿姨表示，如果没有邻居帮忙翻译，她根本无法完成交易。

上述案例中成阿姨的经历不是个体的困窘，而是许多农村老年人在经济活动中普遍遇到的问

题。

五、提升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品质的思考

加强乡村语言文字工作、提升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品质是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根

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升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品质，既需要开展普通话服务，也需要一定的方言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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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农村老年人开展有针对性的推普活动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强调，要聚焦农村地区

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大幅提高农村普通话水平，助力乡村振兴。2021年教育部等机构

联合印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围绕实现巩固拓

展推普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出农村地区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推广普及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始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举措。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其重要性即使在农村

也不言自喻，是农民民众获取公共服务、参与社会事务、享受数字生活的关键工具，个体的普通话

能力直接影响着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对农村老年人开展有针对性的推普服务，帮

助他们主动融入新时代的普通话语言生活，减少他们语言生活中的困扰，是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品

质的首要工作。社会各界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由教育部、团中央组织的“推普助力乡村振

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是目前影响力大、成效好的重要活动。很多地方政府也组织

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如 2023年 10月灵璧县娄庄镇为各村老人开展普通话培训活动，2024年 5

月温州市瓯海区十里河社区开展中老年普通话培训班，2024年梧州市开展的乡村干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旅游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对农村老年人的推普活动一定要因地制宜、因需而推，如对乡村

旅游开发地的老年人，可以有针对性地教他们如何用普通话指路、介绍景点、做小买卖等；对经济

水平相对较高、流动人口相对较多地区的老年人，可以结合开展推普与防诈骗相结合的教育活动，

还可以结合老年保健养生来推普。

（二）保留必要的方言服务项目

当代中国，方言既具有文化价值，也具有交际价值。方言承载着独特的地方文化记忆，蕴含在

农谚俗语中的生活智慧、流传在戏曲歌谣里的乡土情怀、隐藏在亲属称谓间的人伦温情，这些地域

文化密码往往需要通过方言才能原汁原味地传递和表达。方言在特定地域、特定群体中的交际价值

也不容忽视，可以对普通话进行必要的补充。某些地区与社群在需要通用语言服务的同时，还存在

着方言服务的需求（屈哨兵，2012）。对于方言依赖程度较高的农村老年人来说，提供有针对性的

方言服务非常迫切。政府部门已经在方言服务上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广东政务 APP“粤省

事”的“尊老爱老服务专区”的语音找服务功能支持粤方言搜索；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支持上海话

的播报功能；韶关市乳源县结合镇村年纪大的村民听不懂普通话的实际，分别采用不同方言，组织

百姓宣讲志愿者录制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教育片；招远市税务局组建了一支“方言服务小分队”

为来自各个方言区的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未来各部门各领域应当对农村老年人这一群体的方言

服务需求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当前快速城镇化与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下，农村老龄问题尤其突显，其中语言交际问题是最基

础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党和政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需要全面深入调查农村老年人

语言生活状况，了解其语言生活中的问题所在，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以助力农村老年人的幸

福晚年生活，这就是本项调查研究的价值和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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