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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专访《百家讲坛》最年轻主讲人魏新：

大家一乐，历史就轻松了
本报记者 倪自放

与《百家讲坛》的大多数嘉宾是教师

不同，笔名为“老了”的魏新，是我省的一

名新锐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动物学》

《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命运教我变魔

术》，历史随笔《水浒十一年》《东汉那些

事儿》，《东汉开国》的内容，就是以《东汉

那些事儿》为蓝本重新进行创作的。

齐鲁晚报：你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对

你这次的讲述是否有帮助？

魏新：我走上文学之路，是从写诗开

始的。现在，诗歌在网上已经被恶搞得不

像样子了，让人痛心，其实当代的诗歌创

作水平很高，不像中国足球那样糟，当代

诗歌在艺术性上和国际是接轨的，有很多

非常优秀的诗人，他们并不为人知，或者

说，只是被断章取义地拿来恶搞。我一直

觉得，语言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诗歌，但
是高处不胜寒嘛。我在讲述中，也经常引

用一些现代诗，包括在结尾部分，自己还

写了一首，不过我写的那首很一般。好的
诗歌能给人带来的美是大美，妙不可言。

从骨子里说，我还是一个诗人，或者

说，是一个作家，比起讲，我更愿意写，我

写的比说的好。

◎谈文学 诗歌被恶搞让人痛心

在《东汉开国》的讲述中，魏新赋

予了历史更新的东西：让历史的细节

关照当今的现实，把“主人公”刘秀的

经历与现代人的生活联系起来，这样

的讲述，让历史鲜活起来。

齐鲁晚报：你在讲述中结合了很多当

今社会的细节，这种讲述拉近了和观众的

距离，但这种讲述还是严谨的历史吗？

魏新：当然还是历史，史料都是真

实的，只不过换一种表达方式，比方

说，我讲到刘秀不让他的叔父说话，怕

影响舆论，我就说，相当于封了他的IP。

这种讲述很轻松，观众也更容易理解，

也会觉得更亲切。

再比方说，讲到刘秀缴获了一枚官

印，官印和自己的官职并不搭配，但是他

“佩之入朝”，很开心，就像前几年，有人

捡了个BB机，连号都不知道，就别腰带

上，生怕别人看不见，把毛衣扎到裤子

里，你看，我这是汉显的。

不过，所谓的轻松，是一种讲述的方

式，历史是很严肃的，我对历史也是很敬

畏的，不敢乱讲，这些轻松的地方，是建

立在史料基础上的一些即兴发挥。我相
信，如果在节目上老是一本正经地念史

书，大家不如直接自己去看史书了，我不

是播音员，念得也不好听。

齐鲁晚报：具体到刘秀身上，你希

望你的讲述解决什么问题？

魏新：刘秀是一个超级

英雄，也是一个接近完美的
帝王，但他首先是一个人，是

一个才华横溢又努力不止的人。

他的方方面面都能给我们启示。比
方说，刘秀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人

说，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刘

秀的成功就在于他能把理想和现实很

好地结合，一步一步地发展。那么，怎

么才能把理想和现实结合好呢？这个

问题在很多人的人生道路上，都是一
个难题，我们可以看看刘秀是怎么做

的，为什么会这么做。

◎说人生 让历史细节照进现实

与之前《百家讲坛》上专家、学者的

讲述略有不同，生于1978年的魏新是走

上该讲坛的最年轻的主讲人，其讲述也
非常新锐，评说历史不拘一格。

齐鲁晚报：有人说，你讲的《东汉开

国》，有一种“新锐的视角”和“平实的幽

默”，你是怎么去做的？

魏新：历史很像是一个蒙面人，穿着

一身黑衣，在时间的黑夜里穿行。同样是

这个人，如果换一身衣服，可能就是一个

美女，环佩叮当，或者是一个老者，仙风

道骨。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历史是一个任

人装扮的小姑娘，我觉得还可以这么理

解，不管怎么装扮，这个人本身并没有

变。我在自己的讲述中，尽可能地去展现
历史真实、鲜活的一面，这也是为了让更

多的人能够喜欢历史。钱穆先生说过，只

有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构成我们的真生

命。历史是一代代人积累下的集体记忆，

失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每个人读历史，都会融入自己对人

生的思考，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我

“被新锐”了，或者说，想不“新锐”，很

难。我是从人的角度去讲历史：人性、人

文、人生。我的经验决定了这个角度，这

个经验包括阅读经验、创作经验、人生

经验。

至于幽默，我自己倒没有怎么觉

得，我录节目的时候，总是尽量让现
场的气氛能够轻松一下，每次录节目

前，我都会给现场的观众开些玩笑，

大家一乐，我就放松了，讲的历史也

相对轻松了。

齐鲁晚报：对于《东汉开国》那段历

史，你是怎么看待的？

魏新：我所讲的这段历史，正好是

中国历史上从分到合的一个过程，这个

过程属于乱世，中国有句老话，乱世出

英雄，刘秀就是在这个乱世中，摸爬滚

打出来的一个超级英雄，除了刘秀之

外，还有很多英雄人物，我会讲到不少

人。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地方。像我这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

的人，身上还多少有点英雄主义情结，

通过刘秀，通过历史，我们也能更好地

去了解到底什么是英雄，英雄为什么

会成为英雄。英雄不是从石头里蹦出

来的，而是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

◎“被新锐” 我的经验决定我的讲述

我省青年作家、山东社科院特邀研究员魏新(笔名“老了”)自

上周末开始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大型历史系列讲座

《东汉开国》。生于1978年的魏新是走上《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

人，其新锐的视角和平实的幽默让人印象深刻。

26日，魏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我力图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解

读历史，大家一乐，历史就轻松了。当然，再轻松的历史，都要尽可

能地去展现其真实、鲜活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