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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河南卫视一档以“成语”为主要卖点的综艺节
目《成语英雄》在京举行了开播发布会。作为《汉字英雄》
的姊妹篇，《成语英雄》除了延续汉语文化的主题之外，
采用了画画猜成语这种寓教于乐的新形式。节目最大的
亮点是由名嘴崔永元、漫画大师蔡志忠、著名学者钱文
忠担任的“成语先生”，崔永元更是三次泪洒录制现场。
今年电视节目中悄然兴起的“汉字热”还没退场，“成语”
又粉墨登台，明年更是要连唱一场文化大戏。

汉字成语大热，

明年文化节目扎堆

今年夏天，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
和央视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两档汉字
文化节目先后播出，在收获好口碑的同
时也获得了可观的收视份额，并且带动
全国兴起一股“汉字热”。河南卫视总监
徐涛表示：“《汉字英雄》播出的时候，全
国有17档选秀节目同时播出，而我们的
收视率最高排到了全国第三。”徐涛认为

《汉字英雄》这样的节目之所以叫好又叫
座，是因为汉字文化找到了适合现代电
视传播理念的表达方式。

两档节目率先突击成功，加上广电
总局“限娱令”剑指当下泛滥的歌唱选秀
节目，明年各大卫视将在文化类节目的
阵营里抱团取暖。记者粗略统计，明年确
定播出的文化节目包括《中华好诗词》、

《成语英雄》、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汉字英雄》第二季等，安徽卫视也
将上线一档猜灯谜节目。

业内人士表示，语言听写比赛节目
的鼻祖是美国的《National SpellingBee》
(全国英语拼写比赛)，这档节目从1925
年开播至今，近九十年长盛不衰。从歌唱
类节目国外香完国内香的趋势看，文化
类节目明年可能会更红。

题目过度生僻，

节目成高难度竞赛

目前热播的汉字听写类节目让不
少观众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失写症”
或“失读症”，“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也表示，假如他去“汉字听写大会”，

“一定考零分”，可见节目出题生僻到
了何种程度。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中获得第六名的河南姑娘说自己曾把
词典抄了三遍，而与之相对的出题组
几乎把词典、字典、词库等大部头图书
都快翻烂了。

《咬文嚼字》名誉主编郝铭鉴表
示：“现在的做法已经偏离引起人们对
汉字的关注的初衷。他们考的一些字
是平时用不到的，最后等于考学生背
词典的记忆力。”周有光认为汉字简化
并与信息技术接轨是时代发展的趋
势，与其花大量时间死记硬背一些“偏

难怪”不实用的过时知识，不如教会孩
子们如何有效地搜集信息和高效地筛
选信息。不少观众也认为参赛者多数
要拼的字在他们毕生的日常生活中都
用不上，他们却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
背单词之中，而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
于其他更具价值的地方。一位教育工
作者表示，二十年前，让小学生背诵圆
周率也曾是风靡全国的一项比赛，但
是这样的比赛只会让冗余的垃圾信息
塞满孩子们本应该充满想象力的大
脑，抹杀了民族的创造力。

此外，虽然选手和考官的敬业让
人敬佩，但是一档电视节目如果过度
钻牛角尖，朝越来越生僻的方向发展，
可看度和趣味性还能保留多少让不少
人质疑。很多业内人士担心，如果照这
个趋势发展，汉字听写类节目很快就
会进入死胡同，成为下一个被牺牲的
综艺节目。

专家力挺听写节目，

呼吁善待文字

对于外界的质疑，《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总导演关正文有着自己的理解：“语
言的精确性、丰富性，事实上是这种语言
是否成熟、是否优美最重要的标志。日常
语言只能用到我们博大汉语中的很小一
部分，大家老在生活常用词中打转，难道
不是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很不尊重吗？”关
正文认为“听写大会”最深刻的意义不在
于它掀起了怎样的热潮，不在于它成了
怎样的新闻话题，而在于十几年甚至几
十年以后，人们回过头去看，发现它不仅
仅是一档电视节目，还能成为一项文化
民俗活动。

不少学者也力挺汉字听写类节
目，因翻译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多
部作品而为读者熟悉的著名翻译家林
少华说：“汉字正在遭受图像媒体的百
般欺凌。图像越来越冶艳，越来越逼
真，越来越凶猛，变着法子压迫只有偏
旁部首的汉字的生存空间。”林少华告
诉记者，对于生活在视听爆炸时代的
我们来说，横平竖直的方块字确实是
太单薄了，对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汉字英雄》这样的文化节目，比起疾
风劲雨的批评，我们更需要悉心地培
育其成长的土壤，而不是让它在舆论
的风暴中夭折。 (刘雨涵)

题目越来越生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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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在《成语英雄》发布会上展示特意创作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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