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一位樸實的農民工，朱
彥軍雖然生在大山裏，卻不忘腳

踏實地，仰望星空，追逐夢想。於
是，當他站上《2023中國詩詞大會》
亞軍領獎台的那一刻，他的家鄉沸騰
了。決賽當晚，靜寧縣的中小學生和老鄉
們圍坐電視機前，認真觀看比賽，紛紛為朱
彥軍打call。
據了解，朱彥軍的家鄉甘肅省靜寧縣，近

年來有兩張享譽全國的名片：一是全國教育先
進縣，一是紅富士蘋果。在當地，詩文的影響
已經滲透到民風民俗之中，從鄉村到城市，家
家都有掛中堂的習俗，而中堂的主要內容就是
詩詞。此外，春節貼春聯、社火說儀程、勞動
中的夯歌、山歌都包含詩詞，這些演變成民俗
的書香文化對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們產生了耳
濡目染的影響，朱彥軍也不例外。
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靜寧有一個伏羲
文化城，他有空的時候經常去看。在當地的
路燈桿上，會有前人在靜寧寫下的詩句，
他每次都會守在那兒看一陣。「如今，

家鄉每個村還建設了鄉村書屋，人們不僅可以
在書屋裏面看，還能把書借回家看，這真是很
大的進步。」
隨着開學的臨近，前幾天，朱彥軍接到當地

相關部門的電話，希望他可以去給學生們做個
分享。「我當然是非常高興，也希望能夠通過
我的分享，讓大家從我這些年的學習經歷中，
看到對古詩詞傳統文化的堅持，從而讓更多的
人愛上古詩
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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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火裏謀生
詩意中尋夢

甘肅農民工三十載打工讀詩 央視詩詞大會綻放光彩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在前不久舉行的《2023中國詩詞大會》總決賽上，來自甘

肅省平涼市靜寧縣紅寺鎮魏溝村的50歲農民工朱彥軍一舉摘下亞軍，贏得人們的掌聲和稱

讚。儘管只有初中學歷，朱彥軍卻用不懈的努力和堅持成就了自己的詩詞夢想。30多年來，

他在繁忙艱苦的務工之餘，始終沒有放棄對詩詞的學習。收工之後的夜晚和假日，當工友們都在休閒娛樂時，他

卻趴在架子床上，抑或走進書店，一頭扎進詩詞的世界，獨享其中樂趣。一時間，這位「煙火裏謀生，詩意中尋

夢」的農民工大哥，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從央視的舞台回到老家，朱彥軍說，用蘇軾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來表達自己此刻的

心境，最為合適不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郭濤 甘肅報道 / 圖：香港文匯報甘肅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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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崇文重教
村村興建書屋

「從小我就喜歡古詩詞，家裏有一本
《唐詩一百首》和《毛主席詩

詞》，我的童年就是在這一百多首詩詞裏
浸潤而過的。」朱彥軍說，初中畢業後，
經不住村裏同伴和外面世界的誘惑，也想
外出闖一闖。漂泊的打工生活從此開始，
他亦開始領悟到生活的艱辛。

流連街邊書攤 不攆看到收攤
「起初有同學告訴我，大城市裏高樓林

立，汽車很多，每年還能掙兩三千塊錢
（人民幣，下同），我當時非常羨慕。」
但是現實卻給了朱彥軍重重的一拳，「上
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因為都是跟着私人
小老闆幹活，經常幹幾天或者一個月就沒
活兒了，特別不穩定。」朱彥軍笑着說，
那時候才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
世界也很無奈。
嘗到心酸之後的朱彥軍，重新撿起自己

看書的習慣。白天打工沒時間，他就晚上
到街上遛一遛，「那時街上有舊書攤，藉
着城市裏的路燈光，我就趴在攤主跟前看
書。」朱彥軍說，有時候攤主也不樂意，
會說上幾句，他只能默默離開。有時攤主
不說，他就一直看到人家收攤。
多年來，朱彥軍輾轉西安、無錫、廈

門、內蒙古等地，做過搬運工、油漆工，
也在三輪車加工廠幹過，手上厚厚的老繭
是他多年打工生涯的印記。不管打工生活
多麼辛苦，他始終沒有放棄讀書。「繁重

的體力勞動之餘，我能從詩歌中找到一點
慰藉。」朱彥軍告訴記者，每次進入詩歌
的意境之後，打工的疲憊一掃而光，似乎
就只剩愉悅感了。

下班床上看書 放假直奔書店
在工友們的眼中，朱彥軍是一個特立獨
行的人。下班之後，大家都圍坐在一起打
牌、刷手機，他卻趴在床上看書讀詩；放
假休息的時候，別人都找吃喝玩樂的地方
休閒，他卻直奔書店而去。多年來，每到
一個城市打工，朱彥軍第一個找的就是書
店。「因為經濟比較緊張，隨便買一本書
就得四五十塊，心裏還是捨不得，去書店
最經濟實惠。」
在朱彥軍的記憶中，西安是個文化底蘊

深厚的地方，在他打工的時候，到處都有
報刊亭，讓他的精神生活得到了極大滿
足。而第一次到達無錫，那種「君到姑蘇
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閒地少，水港小橋
多」的江南意境瞬間吸引住了他。
但他最喜歡的還是廈門，「在廈門的時
候，我去書店的機會很多。」朱彥軍笑
說，因為廈門經常下雨，一下雨工地就停
工，有時遇上颱風天，一停工就是三四
天。「對於我來說，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假
期。早上一吃完飯，我就直奔書店，然後
坐上一整天，晚上趕最後一班公交車回工
地。」
買不起書的朱彥軍，每次去書店都做足

準備，「我會拿着筆記本，遇到喜歡的就
摘抄下來。」
如今，隨着手機智能化水平越來越高，
有時朱彥軍就先拍照存下來，回到宿舍後
再謄抄到筆記本上。隨着摘抄的筆記本越
來越厚，這些筆記也隨着他奔波在多個工
地。

賽場高手雲集 一路過關斬將
多年的埋頭苦讀讓酷愛古詩詞的朱彥軍
在今年迎來了人生的高光時刻。去年12
月，他接到《2023中國詩詞大會》的錄製
通知，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追了好幾季《中國詩詞大會》，心裏

總有一種想去一趟的夢想，希望到現場感
受一下。」朱彥軍說，作為一個地道的農
民工，他明白自己與其他選手的差距，
「很多都是高學歷的選手，他們詩詞儲備
量大，詩詞周邊知識也很豐富。」
於是，第一次上場時，朱彥軍就引用李
白的「此行不為鱸魚鱠，自愛名山入剡
中」，表明自己希望見識一下大場面的心
情。
一路過關斬將，他最終憑借深厚的積澱

與穩定的發揮，榮獲了《2023中國詩詞大
會》的亞軍。「從一開始的緊張，到最後
獲得亞軍的時候，心裏反倒覺得很平靜
了。」朱彥軍笑着說，對自己來說，能夠
有這樣一次經歷，已經足夠，也算是對自
己多年努力的一個交代。

從最初小學課本上的《憫農》《畫》等古
詩，到《唐詩一百首》《毛主席詩詞》，再到
後來三十多年積累的無數首古詩詞，朱彥軍在
熱愛詩詞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當問及自己最喜
歡的詩人時，他毫不猶豫地說：「毛主席。」
朱彥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幼時家裏的書
不多，他就每天拿着《毛主席詩詞》和《唐詩
一百首》翻來翻去。「其中，《毛主席詩詞》
這本書上有34首詩詞，到我六年級的時候，
就全都能背下來了。」
還是小學生的朱彥軍對毛主席的詩詞理解還
不夠深刻。到初中時，老師上課一講解，「偉
人的豪邁和大氣，一下子就能感覺到了。」

最讓朱彥軍感慨的是，毛主席的詩詞帶給了
他許多的正能量。「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
攀。就是說你不論幹啥事情，一定要努力，一
定要盡力，堅持很重要，做到這幾點後，結果
不會很差。」朱彥軍說，多年來，不論工作生
活面臨多大的困境，每當想到毛主席這兩句
詩，他又充滿了力量。

今年目標：讀完蘇東坡
從《2023中國詩詞大會》的舞台上歸來後，

朱彥軍坦言，發現自己跟別人的差距特別大。
「回來之後就給自己定了個計劃，今年最大的
目標是把蘇東坡相關的書籍讀完。」

朱彥軍說，他在跟詩詞大會選手交流的過程
中發現，那些高手不僅能將一首首詩詞熟記於
心，還能將詩詞的寫作背景、寫作地點等周邊
知識了解透徹，而自己則有所欠缺。加之在
《2023中國詩詞大會》上，幾乎每場都會考蘇
東坡的詩，朱彥軍於是將新目標定在了蘇東
坡。
「除了認真閱讀蘇東坡，我也計劃買幾本正
規的書，把詩詞的周邊知識也好好學習一
下。」朱彥軍笑着說，「讀萬卷書」和「行萬
里路」是他未來的方向，他將繼續豐富詩詞儲
備量，把詩詞的魅力傳承下去，帶動身邊更多
人感受中國詩詞之美。

◆只要一有時間，朱彥軍就開始研讀詩詞書籍，摘抄筆記。

◆朱彥軍（右）榮獲《2023中國詩詞大會》亞軍。

◆在建築工地上的朱彥軍。

《中國詩詞大會》是中國國家語
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中央廣播電
視總台推出的原創文化類電視
節目。節目於2016年在中央

廣播電視總台綜合頻道首播 ，如今已走過八個
年頭。

《2023中國詩詞大會》將鏡頭對準平凡
大眾，緊緊圍繞詩詞如何觀照當下生活、
如何映射萬千心靈、凝聚時代共識、鼓舞
團結奮鬥展開創作，講述大眾「與詩詞
結緣」的真情故事，以詩詞之美傳承弘
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生活中見氣
象，於平凡中見精神。

《2023中國詩詞大會》選取十大主
題熱詞「歡喜、尋味、燃、寒暑、先
生、本來、心動、天下、十年、遠
方」綻放穿越寒冬的溫暖詩意，以濃
濃的家國情懷點亮萬家燈火，帶來對
新春的美好期待與殷切展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中國詩詞大會》

◆朱彥軍的家鄉甘肅省靜寧
縣，傳統文化底蘊深厚。 ◆朱彥軍表示，自己的今天離不開家人的支持。

◆農忙時，朱彥軍在家裏幹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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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3年3月10日（星期五）

「老婆，我回去以後，一
定好好聽話，一定好好讀
詩，一定好好掙錢，一定好
好愛你。」在《2023中國詩
詞大會》第五期節目中，老
實巴交的朱彥軍用四個「一
定」表白妻子，贏得全場掌
聲，被網友稱為「最可愛」
的選手。
家住偏遠小山村，朱彥軍
的妻子陳玉玉雖然文化水平
低，難以成為他詩詞路上的
「知音」，但朱彥軍坦言，
自己能有今天，最感謝的就
是妻子。

得閒沉浸書中 妻子獨攬家務
「她雖然嘴上說不支持我
參加節目，但行動上卻一直
支持着我。」在家裏，朱彥
軍只要一有空閒就坐下來看
書。「看書的人有個毛病，
一看就顧不上別的了。」朱
彥軍說，每當看見他沉浸書
中，妻子都默默不語，自己
一個人包攬了家裏的大小活
兒。「大家都打工，都比較
辛苦，但她特別理解我，一
見我看書就自己把能幹的全

部幹完了。」
其實早在《中國詩詞大
會》（第五季）的時候，朱
彥軍就被選入了百人團，但
當初兩個孩子都在上學，家
庭經濟壓力大，妻子便建議
他不要參賽。「在當時，妻
子認為掙錢是第一重要的
事。」而後的幾年，每年詩
詞大會開播的時候，朱彥軍
就把妻子叫上一起，一家人
一起觀看節目。「慢慢地，
她的態度和思想都改變
了。」
當去年底收到央視錄製通
知時，陳玉玉表現出了前所
未有的積極態度：「你就去
把你的夢圓了吧。」為了讓
愛人在北京有個好的表現，
她還特地去給朱彥軍置辦了
兩身新衣服。
朱彥軍說，一路走來，自

己的老父親、初中語文老師
李植林、自己的一雙兒女，
都曾在詩詞學習的道路上給
予他支持和幫助。「非常感
激他們，是他們讓我心底那
顆熱愛詩詞的種子發芽開
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