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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U D Y T I M E S04

丁酉新春，《中国诗词大会》第二

季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了全国观

众的广泛关注。一个名称听上去十分

学术化的节目为什么能吸引如此多的

观众？是什么触动了观众的心弦，让

人们在看完节目后还意犹未尽，要与

人讨论、分享自己的观后感？这个节

目的成功有何启示？这些都是令人颇

感兴味的问题。

吸引观众的核心：传统
诗词的精神魅力

与一般综艺节目不同，诗词大会

既没有体育名人或影视明星参与，也

没有令人目不暇接的娱乐或竞技表

演，更没有五彩缤纷、变幻无穷的舞

美设计。它吸引观众的核心是内容，

也就是传统诗词的精神魅力。中国是

诗的国度，屈原、陶渊明、李白、杜

甫、苏轼……诗国天空闪耀的群星照

亮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屈子“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名

句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不懈追求光

明前途的历史进程的写照；不为五斗

米折腰的陶潜留给后人的不仅有“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更

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执

著；诗仙李白那两句朴素的诗“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道尽了安土

重迁的中国人千古的乡愁；诗圣杜甫

身无安居之所，却有“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仁爱胸

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东

坡的名句千百年来不知是多少离人的

精神慰藉。历代诗人高尚的情操与美

妙的诗篇滋养着中国人的心灵，而

《中国诗词大会》 则唤醒了深藏在国

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人们发现，在

快节奏的当代生活中，还有这样一个

温暖而富有诗意的空间。观众们徜徉

于诗的王国，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

句让人有故友重逢的欣喜，而那些陌

生的诗篇则激起人们重新学习、一探

究竟的愿望。观看 《中国诗词大会》，

如同踏上了回溯中国历史文化的旅

程，观众接受了一次诗的洗礼，精神

得到了升华。

完美的形式：艺术与娱
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一档以传统诗词为主要内容的节

目很容易流于学究气，但 《中国诗词

大会》 却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令人耳目

一新。每场以打擂台的方式决出胜

负，节目因此高潮迭起，观赏性极

强。大会还借用传统戏曲程式，每位

选手出场吟诵上场诗，离开舞台也多

伴之以下场诗，借诗抒情言志。点评

嘉宾亦是开场与结束时各诵诗一首，

或对选手加以鼓励，或作场后总结。

选手与嘉宾们引用或创作的诗句往往

令人会心一笑，赢得一片掌声。大会

的比赛题目丰富多彩，图片线索题是

诗与画的完美结合，选手根据砂画动

画或点评嘉宾现场绘画竞猜答案，饶

有趣味。本季新增的飞花令对决是一

种传统的诗词游戏方式，也为节目增

色不少。一时间，人们争相模仿，飞

花令流行于大江南北。诗词大会的题

目既能比出选手的基本功，也就是诗

句记忆的准确度，更能考察他们对诗

意的理解与对相关文史背景知识的掌

握程度。有些诗句人们从小就能背

诵，但对其中词语的准确涵义与诗作

大意却不甚了了，遑论相关的历史文

化背景。王维的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 是小学生都会背诵的名作，但此

诗题目中的“山东”所指何处？末句

“遍插茱萸少一人”，少的是谁？“茱

萸”为何物？“插茱萸”又是什么时

代、什么节日的风俗？如果不明白这

些问题，自然很难准确理解这首诗的

涵义。而大会的题目就涉及相关内

容，颇有针对性。出题组的专家们所

出的题目常令人叫绝，显示了深厚的

文史功底以及灵活的思维方式。为保

证节目的学术质量，据称还有专家在

出题到节目最终审核的各个环节负责

纠错。正是由于这种严谨、负责的工

作态度，《中国诗词大会》才会令专业

研究者也赞誉有加。

耀眼的明星：那些不平
凡的普通人

当然，节目最令人瞩目的还是现

场各方的表现。主持人董卿反应敏

捷，语言畅达，且能随口引用古今中

外的诗歌名句来串场或对选手的表现

做出得体的回应。有位选手的父亲双

目失明，但却坚持阅读盲文书籍，并

教儿子学诗，董卿即吟诵阿根廷著名

诗人博尔赫斯的诗篇表达对这位父亲

的敬意：“上天给了我浩瀚的书海，

和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即便如此，我

依然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

模样。”令人感动，无怪乎现场选手

与观众皆为之折服，以“腹有诗书气

自华”来称誉其个人气质与主持风

格，网上为其点赞者众多。四位点评

嘉宾皆为著名文史学者，现场点评风

格各有不同，或温文尔雅，娓娓道

来；或风趣幽默，妙语如珠。四位嘉

宾是节目学术品位的保障，他们适时

的点评，既有对作品背景知识的介

绍，更有对诗歌文本与意旨的阐释。宋

代诗人陆游与毛泽东皆作有《卜算子·

咏梅》，且同是广为传诵的名篇，蒙曼

老师将二者进行比较，以寒士之梅与

战士之梅来说明二人咏梅词风格与情

调的不同，即有助于现场参赛者与观

众对作品的理解。点评嘉宾以渊博的

学识赢得了观众的尊敬与喜爱，所谈

及的话题也往往会引起观众的热议。

《中国诗词大会》的主角是从全国

各地遴选出的100余位诗词爱好者，他

们来自各行各业，有河北的农民，有

华北的石油工人，有乡镇医院的医

生，有乡村小学的教师，有大都市的

快递员……他们的年龄跨度则上自七

旬老人，下至七岁儿童。本季参赛选

手中还有外国留学生。大会参赛选手

组成的百人团正是中国传统诗词在国

内外传播群体的一个缩影，表明传统

诗词这一中国文化的精粹不仅在国内

植根深广，且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

也已经走向了世界。百人团选手以年

轻人居多，后生可畏，朝气蓬勃，他

们的实力和表现皆令人刮目相看。13

岁的安庆少年叶飞曾以古文写作得到

满分，他在场上的应答沉着、机智，

得到了点评嘉宾的赞赏。16岁的上海

少女武亦姝更是力克群英，夺得本季

诗词大会的桂冠。在这些年轻人身

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的

未来和希望。

大会的选手有的是历经人生磨难

而寄情于诗者，他们的生命历程是对

传统诗歌精神最好的诠释。来自河北

邢台的农民白茹云生活清苦，6年前罹

患癌症，多方筹款方凑够医疗费，住

院无人陪床，唯有一本诗词鉴赏集相

伴。然而，在她那微笑的脸上，我们

看不到一丝悲观与消沉。病魔使她早

早失去了年轻的容颜，但乐观与豁达

的人生态度却使她焕发出动人的光

彩。她从百人团中脱颖而出，进入个

人追逐赛，上场时吟诵的是郑板桥的

名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北风。”这正是她自身坚韧、顽强的生

命意志的写照。像白茹云这样不平凡

的普通人是诗词大会最耀眼的明星，

她与诗词结缘的经历以及她的人生态

度引人思索，让人更深地体悟到中国

传统诗词所蕴含的精神力量。

诗词大会的启示与观众
的期待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虽已落下

帷幕，但它的十期节目给全国广大观

众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它引发的传统

诗词热方兴未艾。这表明大众传媒在

传播与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

影响力，而央视的 《中国诗词大会》

正是其中的引领者。大会的成功予人

多方面的启示。

首先，《中国诗词大会》有高远的

目标，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

因、品生活之美”为宗旨，以弘扬传

统文化为使命，品位高雅，不媚俗，

不趋时。它对于媒体社会责任的坚守

也得到了全国观众的认可，观众心中

自有准绳，超高的收视率就是明证。

其次，大会是媒体工作者与专业

文史学者携手合作的成果，文史学者

保证了节目的学术品质，而媒体工作

者的策划与组织则将节目完美地呈现

在荧屏上，成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典

范，极大地推动了传统诗词的普及。

再次，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

复兴，诗词爱好者的队伍也不断扩

大。传统诗词并不仅是专业人士的研

究对象或某些风雅之士的爱好，它已

经融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并成为沟通

不同文化的桥梁。诗词大会敏锐地捕

捉到了这一时代脉动，努力发掘全国

乃至全世界爱好中国传统诗词的群

体，并为其提供了交流与展示的平

台，促进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壮大。传

媒与大众之间良好的互动，是 《中国

诗词大会》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诗词大会》是当代大众传媒

精心营造的传统文化家园，我们期待

着它下一季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也

期待更多的大众媒体制作出精良的文

化节目，满足国人对于美好精神生活

的渴求。

□ 陈宏坤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用诗一般的语言指出，好的文艺

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

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

灵、陶冶人生。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成风化人”的重要

作用。中央电视台开年推出的文化情

感类节目 《朗读者》，节目以“一个

人，一段文”，通过讲述中国故事，朗

读经典美文，如春风拂面，细雨润物

般，温暖着人们的心田，赢得受众与

舆论的好评，成功塑造了文化节目的

精神品格，树立了文化节目新的标杆。

如果要破解《朗读者》的创新密

码，一个“情”字足矣。

用 “ 热 情 ” 给 “ 朗 读
者”最高的礼遇

朗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习惯，

也是提升一个民族文化品格的重要途

径。《朗读者》 紧紧抓住“朗读”这

种文化行为，在城市中，在人群中，

寻找“更多想要倾诉的心灵”。

主持人董卿不仅仅走进北京人

艺、走进国家图书馆，也会通过竖立

在街头的“朗读亭”，倾听许许多多

普通“朗读者”的声音。来自“朗读

亭”里的声音有对亲情的表达，也有

对友情、对爱情、对成长、对事业的

表达。每一种表达，都是一种真挚的

情感。

正如 《朗读者》 节目内五段故

事，从价值观角度分析，有文艺家的

感恩情怀，有无国界医生的奉献精

神，有成功人士的家庭教育，有浪漫

幸福的爱情承诺，有最美女神的亲情

呵护，也有事业老人的毕生追求。这

些“朗读者”的价值表达，都不是

“喊叫”似的，而是“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似的，观众用“眼泪”“掌

声”，甚至“起立”来表达对“朗读

者”的敬畏。

让“朗读者”得到最高的礼遇，

给“朗读者”最体面的尊严。节目给

“朗读者”最华丽、最宽广的“朗诵

舞台”。节目给“朗读者”最顶级的

音乐搭配，比如让钢琴王子李云迪现

场演奏节目主旋律，邀请台湾民谣之

父现场弹唱充满意境美的经典民谣，

用吴彤的 《笙歌》 为濮存昕朗读的

《宗月大师》 配乐，形成“有故事的

朗读者+经典美文+经典音乐”的跨界

艺术融合。

用“真情”讲述“朗读
者”最动人的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用真心，动

真情。《朗读者》，朗读仅仅是一种节

目形态，人是节目的核心，人物故事

是节目内容的主体，情感是节目要表

达的主旨所在。故事让《朗读者》更

立体更饱满，情感让节目有血有肉，

价值观表达和精神追求，让节目富有

灵魂。

《朗读者》 第一期节目中通过主

题词“遇见”，展示了五种不同的人

生。也许人物嘉宾身上的标签是明星

化的，权威化的，但他们的故事却是

生活化的。

濮存昕讲述“改变命运的人和

事”，不管是“濮瘸子”，还是“荣大

夫”，还是老舍先生与宗月大师，濮

存昕的成长经历、从艺经历、人生经

历，就像一本书，值得人们去阅读。

从阿富汗战火中走来的无国界医生，

讲述战地接生经历，让每个普通人都

能感受到和平的珍贵和肩上沉甸甸的

责任感。柳传志讲述管理员工和管理

亲人的区别，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亲

情。鲜花山谷的一对恋人故事，让人

感受到爱情承诺的力量。世界小姐的

育女观给人天伦之乐般的柔软感。翻

译大师许渊冲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

事业观，有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

这些“朗读者”的故事，或温

暖，或伤感，或幽默，或快乐，总是

从不同层面，展示当代中国人的生活

方式、精神状态和价值追求，这是最

具时代气质的中国好故事。

“情”到“真”处，方动人心。

濮存昕提到应该感恩的荣国威大夫

时，眼里噙着泪花，那抿着欣慰的嘴

角和煽动着红润的眼睛，怎能不让观众

动容呢！许渊冲老先生在介绍他所翻译

的第一首诗《别丢掉》时，动情地讲述

林徽因创作体验，“一样是明月，一样

是隔山灯火”，情到真处，九十多岁高

龄的老翻译家，双唇颤巍，哽语凝噎，

催人泪下。

用“纯美”的文化形态
营造最精致的文化氛围

成风化人，讲究“成”什么之

“风”，“化”什么之“人”。《朗读者》

通过“最正之人，最美之文”，成就现

代电视栏目最精致的文化氛围。

节目主持人的选择，是知性的代

表。董卿作为主持人在节目中不仅成

为节目进程的引导者，也是节目信息

的访谈者，更是节目价值的挖掘者、

呈现者和强化者。比如在濮存昕谈话

之后，董卿概括道：“记住那些帮助

过你的人，不要以为一切都理所应

当；在你有能力的时候，尽可能地去

帮助别人，不要以为事不关己。”当

人们沉浸在“鲜花山谷”的恋爱童话

之中时，董卿一语点破，“诗文写得

再好，也比不上两个人真真切切的日

子”。在点评九十多岁高龄的大翻译

家时，董卿说，“人，不在于你度过

多少日子，而在于有多少日子值得记

起”。这些看似很朴素的话语，实则

是节目所倡导的生活观。

节目朗读者的选择，是正能量的

代表。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百姓，

《朗读者》 所选择的“朗读”嘉宾，

具有良好的社会美誉，具有成功的社

会贡献，具有乐观健康的心态。朗读

者无国界医生蒋励的背后，是一个无

国界医生的群体，也是中国医生的国

际形象代表，他们的价值观代表着一

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和国家气质。翻译

家许渊冲的朗读是由其亲友、学生来

完成，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延

续，也体现出中国翻译事业由一个人

的坚守，拓展到众多人的追求。柳传

志对自家子女的嘱托，也体现出万家

子女的嘱咐。这就体现出一档《朗读

者》节目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节目诗文选择，是经典文化的代

表。正如《朗读者》片头画面中所呈

现的 《红楼梦》《简爱》《鲁迅全集》

《平凡的世界》一样，《朗读者》节目

中既有古典文字，也有外国诗作，还

有近代名篇。《诗经》 中的名篇、老

舍的名作、朱书豪的名句、鲍勃·迪

伦的名歌……朗读者的文字是美的，

是经典的，是值得回味的，这是《朗

读者》最具文化力的体现。人和事是

《朗读者》 最健康的躯体，经典美文

朗诵是节目最精致的外衣。健康的人

和事，精美的文，是《朗读者》最完

美的整体。

最纯美的文艺形态，营造最纯净

的文化氛围。朗读是最简约的文艺形

态。《朗读者》 摒弃当前中国电视节

目纷繁芜杂的形态元素，采用最简单

的访谈、最简单的朗诵形态、最简单

的文艺辅助。庞大的舞台，只为朗读

者一人而设；另辟蹊径的访谈区，只

为保持访谈交流的私密感；悠扬的

《笙歌》、唯美的《罗密欧》与《牡丹

亭》穿越、动情的民谣、流水般的钢

琴，一切都为朗读服务。

用性情的敏感去捕捉最
现实的生活需要

《朗读者》 之所以能快速抓住受

众的心，重在它能体感到当下社会最

迫切的心理需要。

从传播心理角度，现代人似乎厌

倦了不疼不痒或者隔靴挠痒的综艺娱

乐，文化节目回归是当前社会心理的

需要。前不久央视的 《中国诗词大

会》刚刚掀起一股文化的热潮，黑龙

江卫视又横空出世《见字如面》，联想

前几年，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颇

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既是文化责任，

也是电视传播的初心所在。文化节

目，总能让一部分人，甚至一大部分

人找到灵魂的乐土和精神的家园。只

不过，文化节目需要文学母体的支

撑。文化节目呼唤整个文学体系的心

能够静下来、沉下来，能够融入生

活，融入时代，融入人心。

从审美角度，人们需要正能量、

暖能量和美的能量。真善美的世界，

总是有一种力量的唤醒。濮存昕那醇

厚的磁音总让人感到温暖，柳传志那

铿锵的叮嘱总有一种亲情的力量，鲜

花山谷总是回荡爱的呼唤。《朗读

者》节目中处处都给人美的享受。

新闻性让节目距离时代更近。新

闻性不仅仅存在于新闻节目当中，文

艺节目、文化节目、情感节目都离不

开新闻性的敏感力。蒋励的经历，是

我们最熟悉的新闻画面，翻译家的人

生是新闻的访谈，鲜花山谷是新闻的

发现。新闻，让《朗读者》贴上时代

的标签；新闻的敏感，让 《朗读者》

呈现出多维的信息触角，而每个触角

都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紧密相连。

《朗读者》 带着中华文化的基

因，讲述中国的故事，运用中国人的

话语，抒发中国人的情怀，怎不让中

国人沉醉呢！

人 文 精 神 的 回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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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传播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者做传播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者
2017年新春伊始，先是 《中国诗词大会》，继而是 《朗读者》，随着中央电视台这两档综艺节目的热播，重新唤起国人的诗心和对文学的温情记忆，中华大地上

又掀起一波传统文化浪潮，在略显浮躁的时代，宛如一股清流，浸润心灵。透过这两档节目，相信很多人会感受到，除了文字优美，更多在于所传达的价值与读

者、观众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与其说这股“清流”是对明星真人秀节目的颠覆，倒不如说是一种回归，即无论从电视节目的角度来评析，还是从文化价值的层面

去追寻，最重要的是关注人类自身的精神和价值追求。

《朗读者》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