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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足足传传统统文文化化是是原原创创综综艺艺的的突突破破口口
文化益智节目的形式、传统

诗词的内容是《中国诗词大会》
最大圈粉点。尽管在综艺真人秀
席卷各大卫视的浪潮下，央视难
免跟风却反响不佳，《中国汉字
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乃至

《中国诗词大会》，却帮助央视完
成了综艺上口碑和收视率的双
双逆袭。

制作益智类节目，央视经验
丰富。自正月初二于央视一套开
播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在2
月7日落下了帷幕，来自复旦附
中的才女武亦姝夺下冠军。虽然
赛事暂告段落，然而其引发的探
讨却远未结束。这档在去年首播
时曾被视为收视黑马的节目在
这个春节期间以刷屏之势席卷
各大媒体，给观众们带来了众多
期待。

作为一档大热的电视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有无数个圈粉
的理由，最重要的两个大概是文
化益智节目的形式和传统诗词
的内容。对于如何制作一档成功
的益智类节目，央视可谓成竹在
胸。80后、90后们一定记得《正大
综艺》《三星智力快车》《开心辞
典》等一批曾红遍全国的央视益
智类节目。然而随着地方电视台
的兴起，以及海外综艺节目的涌
入，这批曾被视为“王牌”的节目
停播的停播、改版的改版，终归
免不了曲终人散、明日黄花的命
运。在文化益智类节目被束之高
阁的同时，是娱乐综艺节目的大
举入侵，大大小小良莠不齐的娱
乐综艺节目风靡大小荧屏，央视
也未能免俗。

娱乐综艺本身没有错，这类

节目迎合了电视台商业化的趋
势，在一段时期内为电视传媒带
来了空前的繁荣。然而在这场娱
乐化的赛跑中，央视的形象和定
位注定这样的尝试只能不瘟不
火。随着视频网站的兴起，网络
综艺如同潮水般扑打向了曾经
火爆的电视综艺市场，后者则毫
无招架之力——— 这并非商业资
本或创意之争，而是媒介的更
迭，是时代的变迁。

当下，购买版权几乎是电视
综艺的唯一模式，因为承载了太
多利益诉求，多数节目早已负担
不起传承文化的使命。即时消费
的娱乐综艺，最终几乎都走向同
质化竞争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
下，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代表的
一批文化类节目却杀出重围，以
内涵博出了收视率。

很多观众会以为《中国诗词
大会》是一个新节目，事实上，这
个节目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已经
相当成熟了。虽然《中国诗词大
会》刚完成第二季的播放，但这
个节目系列则可倒推至2013年
首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
这档节目获得成功后，央视在
2014年再接再厉推出了《中国成
语大会》。吸收了前两档节目的
宝贵经验后，2016年，《中国诗词
大会》第一季由幕后走上了前
台。单从收视率而言，这三档节
目都相当成功。不过它们最大的
成功并非在收视率，而在于，这
三档节目树立了一个新的风向
标，唤醒了观众、特别是年轻观
众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

虽然综艺节目在国内持续

火热，却始终无法回避一个问
题——— 原创性，最火的那些节目
怎么大多都是从国外买来的？

《中国诗词大会》给出了一个强
势的回答：应运自民族历史和传
统中的美。节目中的参赛者来自
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
和教育背景，唯一共同的是对于
传统诗词魅力的欢喜。这样的欢
喜也影响到了屏幕外的观众们。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虽
然已经结束，然而它吹拂而过的
人文智慧与古典美却绝不会散
去。这股春风的意义不仅是给综
艺节目注入一股清流，让日益胶
着的竞争局面有了新的可能性。
另一层面上，它以最朴素真诚的
方式展现了大众媒介应有的责
任——— 展现前人智慧，传承本国
文化。（陆正韵）

擂主彭敏：
古古典典诗诗词词无无用用之之用用有有大大用用

作为《中国诗词大会》第一
场、第七场、第八场的擂主，彭
敏坦言，他从小学六年级开始
喜欢古诗词，渐渐走上“文艺青
年”的不归路。

在拿下《中国成语大会》总
冠军以及这次在《中国诗词大
会》崭露头角前，彭敏曾意识到
古典文学的“边缘”地位，甚至
常常感觉人生被诗歌这个爱好
所拖累。直到2013年参加河北
卫视《中华好诗词》，才有了些
成就感，后来又参加过七八个
类似节目，尝到文学爱好的甜
头，也有了用武之地。

网上曾有人质疑，“不就
是考死记硬背吗，这对我们沉
下心来传播传统文化到底有
什么用？”对此彭敏认为，在
文化繁荣的背景下，随着国家
相关政策的倾斜和权威主流
媒体的推重，整个社会重视传
统文化的现象回流，人们的

“文学无用感”在减少，对中
国文化的敬畏之心在增强，学
文学、爱文学的人和古典文学
本身的地位都得到提升，其传

播也就水到渠成。一个爱好文
学的民族同不爱好文学的民
族是有明显差别的，就像一个
饱读诗书但不够富有的人和
富有但缺少文学修养的人站
在一起，他们所体现出的风
貌、气质完全不同。诗歌可以
重塑国民性格和灵魂气质，这
就是“无用之用有大用”。

在彭敏看来，诗歌并没有
没落、萧瑟、凋零。前些年，正是
易中天、于丹等人的通俗讲解
带火了《三国演义》和《论语》。
诗歌同样如此，在持续传播的
过程中，还缺少代表性的灵魂
人物，社会上需要有一批传播
诗歌的佼佼者和权威的学者。

这股传统文化热能持续多
久？单纯谈古文字，对现代人来
说仍有隐蔽之处和难度障碍，
在大都市的繁忙生活中，古典
与现代对接需要综合的方式。
如果用功用主义心态看，诗歌
还是无用，但心中装着成百上
千首古代诗词、散文的人，审视
世界和看待生活的方式就不再
单一。(谷棣)

王立群、康震、郦波与蒙曼
四位文化嘉宾的点评成为一大
看点。在最后一场决赛中，无论
是谈起毛泽东诗词中的艰苦红
军路，陶渊明诗词中的悠然意
境，纳兰容若其人其事，还是

“丝绸之路”上运来的苜蓿这类
“冷知识”，四位评委的侃侃而
谈皆令人陶醉。

对于大家感兴趣的嘉宾是
现场即兴而为还是提前有所准
备这一问题，身为点评嘉宾之
一的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
坦言：“都有。就诗词而言，我们
之前肯定是做过准备的，但就
现场情况而言，有不少是准备
不到的，要看选手当时的表现
和答题过程中引起我们的感
怀。”蒙曼说，节目中最快乐的
就是跟大家一起重温这些诗
词。“但有时候很遗憾，比方说
觉得这句诗词大家应该知道，
但很多人不知道，或者是选手
上场后没有答出来。这时候就
有一种同悲同欢的情绪了。”

而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
立群也在微博中表示，做嘉宾最
郁闷者有二：“一是你有独到见
解的诗词不在你参录的那一场，

二是你有过人之解的诗词在你
点评的那一场某选手题中，但选
手过早躺枪下场了。总之，最有
独到之处无机会与大家分享。”

嘉宾之一、南京的著名学者
郦波表示：“我本身就是一个老
师，平时我也尽量去把诗词中自
己的感悟、把玩和体验说出来。
我特别希望自己讲的一些话，有
学生十年二十年后还能想起其
中的一两句。”郦波还表示，这样
的文化节目会火，他觉得很自
然，因为大家物质生活丰富了，
便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娱乐
对大众是生活需求，但要加入文
化元素。”

在蒙曼看来，《中国诗词大
会》之所以能引起共鸣，就是打
动了中国人的一颗“诗心”。“跟
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相比，我们
是最爱诗的民族。《诗经》和《楚
辞》作为源头，唐诗宋词作为高
峰，一直到当代毛主席诗词文
选，中国人习惯以诗来表达自
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审美情
趣和人生情趣。”节目恰恰打在
了中国人内心最敏感、最柔软
的地方。“我们谈传统文化复兴，
美才是先行，因为美才能导出
善。人们需要精神上的东西，而
诗和其他任何形式相比，是最属
心的。”（凌晨 仲敏）

评委：诗诗词词大大会会打打动动了了国国人人““诗诗心心””

中中国国诗诗词词大大会会给给我我们们留留下下了了什什么么
从大年初二开始在央视播

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
于2月7日晚落幕，来自复旦附
中、年仅16岁的武亦姝夺冠，彭
敏获亚军。这档文化类综艺节
目被网友称为“电视界的一股
清流”。百人团组成行走的“诗
词库”，王立群、康震、蒙曼和郦
波四位专家点评精准独到，加
上温婉知性的主持人董卿和满
腹诗书的选手，一起为观众奉
上了 1 0集“诗词界的饕餮盛
宴”。

主持人董卿和四位评委王

立群、康震、蒙曼、郦波成《中国诗

词大会》一大看点。

武亦姝和彭敏精彩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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