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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5.6万人参加上海春考
招生计划总数比去年增加,部属院校首次加入

《繁花》最近大火，沪语版开播又添一把柴。剧

中主人公的沪语让观众津津乐道，就是那个“味道”！

我以前很不喜欢粤语歌曲，觉得明明挺不错

的曲调，配上那些“呕哑嘲哳难为听”的发音，实在

格格不入。再说，好好一个上海人，生活中会讲上

海话，学校里学了普通话，何必去再学一套粤语，

难道只为唱歌么？

后来才发现，粤语，原来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化

传承的一个缩影；粤语的很多发音和说法，都有来

龙去脉。原来我们的某一代老祖宗，就是这样说

话的。只不过，因为时代变迁、时光流转，发音有

了改变。音韵学家自然可以详细讨论和争辩，粤

语中哪个发音源自哪个时代，但有一点恐怕是无

可争议的，那就是：粤语，和其他许多方言一样，是

中国文化血脉的传承和体现。

沪语同样如此。

沪语在语言大概念上属于吴语地区。沪语的

许多发音，有其区别于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自身特

点和区别，但同样是中国语言文化传承的体现，代表

了中国绵延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流传和变迁。比如，

不少唐诗宋词，用普通话来读，可能未必押韵；用沪

语，却可以合辙。这样的现象，也存在于粤语中。

因此，保护方言，比如说保护沪语，或者保护粤

语，恐怕决不单单是为了一个地域特性，为了在方

言博物馆中增加一个标签或者品类，而更在于方言

在体现变化的同时，还体现了不变，还体现了这片

土地上深厚的文化传承和隐伏的文化脉络。从这

个意义上说，“不变”甚至比“变”更有价值，因为它

是民族的根和魂的载体之一，承载的既是这个城

市、这块土地，更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时代回

音、文化血脉、历史记忆。

我们看《繁花》沪语版，或其他沪语电视剧，再或

其他方言剧、方言歌，如果能够把这一点记在心头，

可能就会多一点由衷的欣赏赞叹，少一些单纯的猎

奇围观，也会体会到，包括沪语在内的方言是多么可

爱，因为，方言承载的是那么一部辉煌的中国文化。

可爱的方言
吴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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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今天上

午开考，1月份外语科目考试明天举行。今年

参考人数约5.6万，比去年略有增加。

“如果有认准的大学、认准的专业，那就

坚定目标，努力冲吧！”这是今天一早在五十

四中学考点外，中国中学高三年级组长蒋凌

雪在送考时对同学们说的话。“现在很多孩子

都挺有想法、有个性的。”蒋老师说，随着上海

春考报考学校和专业数量的提升，不少学生

不再仅仅把春考当作秋考前的一次练兵，而

是作为一种对未来的选择。

通过春考提前“上岸”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海事

大学等高校拿出的不少专业特色明显，对一

部分学生来说很有吸引力。比如，中国中学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特色正在创建市

特色普通高中，有个女孩就在学校一次次活

动中，对传统中医产生了兴趣，今年准备通过

春考报考上海中医药大学。也曾有男生在春

考专业中发现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宝藏

专业”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并被录取。回母

校看望老师的时候，男生坦言虽然化学等专

业课学起来很辛苦，但是自己感兴趣并选择

的专业，怎么也要啃下来。

蒋老师分析，有三类学生会特别看重春

考。一类是上述对专业有明确想法，且在招

生目录中已经找到自己心仪院校的学生。一

类是“大三门”或“小三门”偏科的学生。

2024届学生将首次面临“3+3”学科等级考全

部在高三第二学期举行的挑战，对学生的时

间分配甚至体力、精力的分配都带来考验。

春考只要主攻语文、数学、英语“大三门”，相

对压力较小，让一些学生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减少劣势学科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还有

一类学生觉得，自己无论从学习能力还是情

绪状态，学习后劲已经不足，因此也希望通过

春考提前“上岸”。

给考生更多选择和尝试
“每年，难免都会有学生在春考‘上岸’后

发现，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有些原本不如自

己的同学在秋考中被更好的学校录取，会质疑

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也有一些同学情

况相反，拼完了秋考结果发现，录取结果并没

有质的飞跃。”看着同学们陆续走进考场，蒋老

师感叹，一年两考给予了考生更多选择和尝试

的机会，面对选择带来的不确定性，请家长和

考生们务必学会想清楚、向前看——想清楚自

己适合的专业，向前看下一步该怎么走。

无论是春考还是秋考，对于人生来说，都

只是人生经历的一站。历届学生中，有的大

学入学后通过参加的校际间插班考试，最终

进入了“梦校”；有的不断提升学历，在专业上

有所建树。在家长和考生产生迷茫的时候，

她总是会把这些师兄师姐的成长经历讲给他

们听，希望缓解高三冲刺时刻的紧张和焦虑

情绪。

不再限定候补录取比例
今年是上海春考的第25个年头，当年有

若干省份和上海一起启动春季高考，但目前

真正意义上投放本科计划的春季高考仅上海

一家。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表示，今年春考，

在以往春考改革的基础上又有了些许变化。

● 第一次有部属院校加入招生队伍。

上海春考自启动以来，始终只有本市市属院

校参加招生，今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部属

院校加入春招队伍，这对广大考生来说是个

利好消息，对春考改革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

● 今年招生计划总数将比去年有所增

加，在预测报考人数与往年基本持平的情况

下，招生计划有增量对考生来说是第二个利

好消息。

● 今年春考不再限定候补录取的比例，

由各校自行确定候补录取考生数，给予了广

大考生更多的录取机会。

记者从市教育考试院获悉，春考语文、数

学、外语三门统一文化考试成绩，拟在1月下

旬发布；相关春招政策和招生院校介绍的在

线直播拟同步安排在1月下旬进行；网上咨询

活动拟安排在春节后的2月中旬进行；志愿填

报将于2月19至20日进行。

相关具体安排请考生随时关注市教育考

试院官网和官微的信息发布。

本报记者 陆梓华 王蔚

本报讯（记者 马丹）今天，我国进入

小寒节气。俗话说“冷在三九”，小寒正值

三九前后，此时，我国大部地区天寒地冻，

一年之中的最冷时段就此开启。但是，今

天早晨，虽然上海的气温不算太高，尤其

西部和北部地区，个别站点还在冰点附近

徘徊，但是，白天气温不算太低，上午10

时多，全市气温普遍已经升到了5~10℃，

最高气温有13℃，大雾散去后还有一些轻

度霾。

“小寒，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

云。月半则大矣。”小寒节气，是冬季倒数

第二个节气。别看此节气中有个“小”字，

但是，其实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到来了。

通常，小寒节气中，上海雨雪天气略有增

多，体感更为湿冷。民谚里也有“小寒大

寒冻成一团”的说法。

虽然今天不算太冷，但是小寒节气

里，冷空气绝不会彻底消极怠工。据上海

中心气象台预报，明天受冷空气影响，本

市气温下降，风力增大，全天气温只有4~

8℃，体感会一下子冷很多。下周，天气以

多云为主，10日前后将再次受冷空气影

响，出现又一轮的大风降温天气，预计下

周三的最高气温仅为8℃。只不过，气温

起起伏伏，冷空气影响过后，申城又会有

一波小幅回暖，下周后半周的最高气温又

将回升至14~15℃。

作为二十四节气里的倒数第二个节

气，小寒的到来，意味着阳历新年已经到

来。传统新年越来越近，此时年味愈发浓

厚，人们开始为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做

准备。“冻成团”的民谚下一句是“熬过冬

日天将渐暖”。小寒连着大寒，过后就是

新的立春，到那时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新

的轮回又将开始。

小寒是一年中的寒冷季节，该如何

养生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

西医结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方盛泉主

任医师告诉记者，小寒时节，市民着衣

以保暖为要。

在寒冷时节，许多患有高血压和心脏

病的患者往往病情反复或加重，卒中患者

的数量也会增加。在小寒时节，务必要做

好保暖工作，尤其是头颈、手脚和背部等容

易受凉的部位。另外由于天气寒冷，呼吸

道疾病也容易高发，所以外出时要格外注

意戴好口罩、帽子、围巾等，睡前如果有洗

头的习惯记得吹干后再入睡。

冬令进补是一个亘古不变

的话题，民谚素有“三九补一

冬，来年无病痛”之说。

方盛泉告诉记者，小寒节

气的饮食应以食补为主，

以温补为宜，市民可以适

当多吃些温热的食物，如韭菜、大枣、羊肉、

猪肝、鸡肉等，而忌食生冷食物，以防寒冷

天气寒性偏重的食物刺激肠胃，导致胃肠

异常收缩，出现痉挛，轻则引起食欲不振，

重则导致呕吐、腹泻等情况发生。

方盛泉提醒，注重温补的同时，要注

意“食宜杂”，即食物多样化，精粗搭配，荤

素兼吃，还要适当多吃苦味食物以助心

阳，减少过亢的肾水，起到养肾的功效。

中医讲“冬不藏精，春必病瘟”，也就

是说如果冬天没有养好肾精，使得阳气

开泄于外，那么春天就容易生病。方盛

泉建议市民小寒时节要适当早睡晚起，

并在冬夜睡前用热水或者中药泡脚，可

以适当加一些当归、红花、鸡血藤等中药

材放于热水中使用，并在泡脚之后揉搓

足心涌泉穴，帮助肾中阳气升发，起到驱

寒效果，还可以促进睡眠。此外，方盛泉

也建议市民在平日可以多做叩齿的动作

用于补肾强骨。

民谚讲：“冬天动一动，少闹一场病；

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因此，善于养

生的人，在冬季更要坚持体育锻炼，以达

到补肾养肝、舒筋活络、畅通血脉、增强自

身抵抗力的功效。太极拳、瑜伽、散步、慢

跑、跳绳、打球等运动都是适合锻炼的项

目。但锻炼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 不宜过早。最好在太阳出来、气

温有所升高后再进行身体锻炼；

● 在出现大风、雾霾、寒冷空气的时

候，最好不要在室外进行锻炼，可以在室

内做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

● 尽量减少夜间活动的次数，以免

伤及阳气；

● 在运动前，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准

备，运动时不要大汗淋漓，防止阳气外泄。

此外，在小寒时节，应注重调养心肾，

以养精安神。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