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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一面镜子，透过历史来回望
现实，总能对今天有所启迪。

近日，电视剧《大秦帝国之崛起》登陆
荧屏，磅礴的气势，饱满的人物，厚重的历
史，让其被称为“值得用手机流量刷的国产
剧”。此前，另一部历史剧《大明王朝
1566》经过修复，10年之后重播，也收获赞
誉无数。在网剧走红的当下，历史正剧在
网络上掀起的热潮，引人思考。

与那些充斥着稗史逸闻、怪力乱神的

影视剧相比，历史正剧的主题更恢弘大气，
基调更严肃认真，也往往具有更强烈的现
实意义。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
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就是一面
镜子，无论什么年代，透过历史来回望现
实，总能对今天有所启迪。从普及历史的
角度来说，覆盖面广泛的影视剧不应缺席；
而历史正剧，更应承担起对过往的深切思
考和对现实的严肃探讨。曾经引发收视热
潮的《康熙王朝》《贞观之治》《汉武大帝》
等，莫不如此。

遍观当下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正剧已
然成为珍稀品种。一段时间，电视剧市场
几乎被戏说剧垄断，一打开电视屏幕，踩着

“花盆底”的威仪太后，拖着大辫子的帝王
将相，演的说的却是现代人的情感世界。
而后，宫斗剧又轮番上演，历史剧的背景从
朝堂转移到了后宫，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后
宫美人都成了毒如蛇蝎的阴谋家，甚至有

时候还要再来几个“穿越来客”。沉浸在戏
说、宫斗、穿越之中的历史剧，其实已经脱
离了历史的范畴，剧中人物不过是穿着古
人衣服演绎现代人的故事而已，更不用说
频频出现的穿帮镜头、全然缺失的传统礼
仪以及令人不忍直视的“五毛钱特效”了。
面对伪历史剧泛滥的荧屏，有的人痛心疾
首，有的人嗤之以鼻，有的人见惯不怪。虽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历史正剧的缺失，
却也反映出亚健康的影视现象。

如今，两部历史正剧热播，是否意味着
历史正剧的春天就要到来？答案可能也没
有那么乐观。从收视率来看，《大秦帝国之
崛起》开播首日虽然获得了较高收视率，但
与当前热播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孤芳不
自赏》等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从拍摄数目来
看，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备案
公示，2017年1月，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
案公示的剧目共计103部，其中古代题材剧

共21部，而这其中，历史正剧不超过5部，
其他仍然以传奇、神话、武侠题材为主。历
史正剧的复苏似乎还任重而道远。

当然，历史正剧不够热，观众审美的变
化是一方面原因，制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是
一方面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要从
自身寻找。正剧虽然要求正，但并不是板。
枯燥简单地诠释我们原本丰富复杂的历史，
脸谱化地刻画历史人物，等于是在自我抬高
观赏的门槛。如果能在题材的挖掘上更加
深入，拍摄的角度上更加新颖，情感的表达
上更能引起共鸣，相信定不会缺少观众。

复兴之路上的中国人，不可能不关注
既往的大历史。人们对优质影视作品的期
待、对正能量内容的诉求空前强烈，这正为
历史正剧的复苏提供了契机。抓住机会，
沉下心来，打磨精品，就能真正迎来历史正
剧的春天，为观众带来丰富的精神滋养。

(据《人民日报》）

历史正剧能否迎来春天
●胡海升

大年初二到十一,整整10天,颜芳一直保持着等待高考成
绩的状态。《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央视一套和十套的黄金时间
播出,作为节目总导演的她高度紧张。

但颜芳显然考了一个好成绩。这档在网络上被称“清流”的
综艺节目领跑收视排行榜。

虽然颜芳和她的领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之前
都对节目的质量充满自信。但一款诗词综艺节目能在一众娱乐
节目和电视剧中,杀出重围、拔得头筹,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大家对节目有共鸣,首先是对我们文化的共鸣。在此基础
上,我们只是做好了电视人应该做的事情。”节目播完两天后,阚
兆江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人爱诗词的心从来没有消亡过
2月7日晚,16岁的上海复旦附中高一女生武亦姝夺冠。

她最后的对手,曾获得第三届汉字听写大会第四现场年度总冠
军、中国成语大会年度总冠军的彭敏难免遗憾。

“如果我能再拿下一个冠军,最后就是一个‘三冠王’了。我
在报名的时候的确有这样的期待。”电话那头,彭敏对《新华每日
电讯》记者说。

《中国诗词大会》是中央电视台继《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
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之后,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CCTV-10)自主研发的第4个“大会”。

为了唤起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首
先推出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中国诗词大会》原本是频道总监阚兆江一开始最担心的一
个“大会”。因为诗词和人人都要写的字,常跟日常生活的成语
不同,自古为文人雅士所爱,容易曲高和寡。

“诗词有一定的难度,与普通公众还是有一段距离,不是每
个人都能写。作为一个大众节目,不能太有距离感。”阚兆江说。

但《中国诗词大会》现在却成了最火的一个“大会”。有网友
说,终于有了一款可以和爸爸一起看的综艺节目。针对这个现
象,点评嘉宾康震的解释和阚兆江所见略同。

康震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归根结底是中国人爱诗词
的心从来没有消亡过。热爱诗词的群众基础从来没有消亡过,而

是一直存在着,不但是存在着而且是一直兴旺发达着。节目只不
过是借助中央电视台激活了藏在人们心中的热爱诗词的心。”

“一部中国诗歌史既是中华文明在语言文字上的浓缩精华,
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展示。”总导演颜芳表示。

千百年来,诗词给了中国人太多。
实力强劲的选手陈更最喜欢杜甫的诗,尤其是《赠卫八处

士》。“他对人生的感慨,对友人的感情非常真诚,毫不虚伪,毫不
做作。艺术内容与形式都臻于完美。任何时代,任何身份地位
都可从中找到共鸣。”这位21岁开始才正式结缘诗词的女博士
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表示,沉浸在诗词的世界里,自己的心里
会放松、舒展、愉悦。人变得不那么浮躁,能看到更深更广的世
界,会学着去包容和理解。

陈更的校友彭敏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后,进入了《诗刊》
杂志社当了一名编辑。但他很快发现,诗歌与文学在现实生活
面前不堪一击。一段时间里,股票期货的季度报告在他的生活
中取代了诗歌。“那时候对文学有种怨念,觉得人生被文学耽误
了。”彭敏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在金融市场几经沉浮,彭敏现在还是重新回到了文学的轨
道上。“当一个人得到鼓励,他就能走得更远。而能给我最大鼓
励的是文学。于是,我就回来了。”他说。

最让阚兆江和万千观众动容的选手还是白茹云。
2011年,白茹云被确诊患上了淋巴癌。在石家庄住院期

间,白茹云买了一本诗词鉴赏,以打发无聊的时间,在住院的一
年多时间里,她把一本书看完了。她说:“虽然生活很清苦,但我
可以在诗词里面品尝到喜怒哀乐。”

做完化疗之后,白茹云耳朵听不太清,眼睛老流泪,声带发

音也不好。在外人看来,白茹云遭受了太多的不幸,不过,她觉
得自己是幸运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满腹才华的大诗
人,他们的人生没有一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
九,这些都会成为过眼烟云。”

白茹云说,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古诗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她从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比如,杜甫的诗句“多病
所需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让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我非常喜欢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
生。’这就是我该有的人生态度。”

白茹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家里还有一亩多地,我照顾
家,给孩子做饭,闲下来就背背诗词。我背过的诗词不下一万
首,现在张口就能说出来的有2000多首。”

“虽然在节目制作期间,我看了很多遍,但每次看到一些镜
头时,仍会热泪盈眶。”阚兆江深有感触地说。

要进百人团,至少熟背唐诗300首
选手陈更认为《中国诗词大会》在娱乐和学习的比例尺度上

拿捏得特别好。“不枯燥。一些学习节目太小众,一些娱乐节目
没什么收获。”

作为央视的台级重点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一年的节目制
作周期,录制20多天,前期筹备、策划、讨论近3年。

连续两季担任点评嘉宾的王立群教授在接受《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采访时表示,4名点评嘉宾只负责点评,并不涉及出题。

“《中国诗词大会》是一个央视自主原创的节目,而不是像有
些电视台高价购买国外电视台的成熟的模式,这是真正的自主
创新,极为罕见。”王立群说。

制作第一季时,颜芳和她的团队整整工作了600多天,修改
了20多版。2016年《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曾获得第22届上
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综艺栏目奖。

为了第二季更进一步,制作团队在2016年又付出了更多
努力。

“创新不易,靠的是电视人的觉悟,为电视人的志气而战。
作为国家电视台,也有责任去担当。”阚兆江说。

第一季的时候出题范围局限在唐宋,第二季入选节目的诗词
则从《诗经》到毛泽东诗词,时间跨度达数千年,涵盖中国文学史。

内容设置是《中国诗词大会》最大的难点。作为一档大众电
视节目,诗词太简单和太难都吸引不了观众,必须做到“熟悉又
陌生”,不能离观众太远,也不能离观众太近。

“比如有一道题‘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
说的哪个节日,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在说“重阳节”,这时候观众
就会有知识上的满足感,能把观众黏住,让他有参与感,形成一
种与节目与选手的互动。”阚兆江解释。

点评嘉宾康震认为,《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做到了知识性、
趣味性、竞赛性和高雅性的结合。

选手陈更参加《中国诗词大会》,更看重专家对自己诗词世
界的引导。“哪些作品开始读,用什么方式读。对我们业余爱好
者而言,这是接触老师,接触经典很好的机会。”

至于,怎么才能成为接近老师的百人团成员。颜芳透露,百
人团的诗词背诵大致在300首—3000首。“至少要熟背《唐诗三
百首》。这是最起码要求。”颜芳说。

除了内容,第二季的比赛还升级了赛制,如“飞花令”的设
置,让节目效果更加出彩。

为了使百人团的选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遵循公开公正公
平的原则，剧组在前期花了很大心思和工夫。

“我们今年特意丰富了百人团的构成。参加《中国诗词大
会》的一百多位选手来自全国各地,不分年龄、不分行业,上至七
旬老人,下至七岁儿童,既有大学教师,也有普通农民。”阚兆江
介绍,“一个人在这里有好的表现能激发一千个一万个跟他差不
多的人接触诗词。百样人生才能激发最大的文化价值。”

（据《新华每日电讯》）

《中国诗词大会》激活国人诗心
●姜锦铭 李坤晟 张书旗 孙楠 曾宇清

见字如面，睹物相思。感情波动不分孰优孰
劣，再笨拙的一支笔，即使写出内心万一，也足够
令人感动。

没有华美的舞台，没有绚丽的灯光，只是一尺
方桌、一位读者、几封书信，却如涓涓山泉，沁人心
脾，在荧屏内外，收获掌声无数。近期，一档旨在

“用书信打开历史”的读信节目——《见字如面》，
持续霸屏朋友圈。“有多久时间，没有提起笔来好
好写一封信了？”节目甚至不断激发起观众提笔写
信的冲动。

引发共鸣的，何止是《见字如面》。这段时间，
同样被誉为“综艺清流”的《中国诗词大会》和《朗
读者》，也以高而不冷的文化格调、温暖厚重的人
文情怀，接连赢得超高口碑，捕获了一批又一批的

“自来水”。典雅文化与大众娱乐的碰撞，不仅让
观众得以在屏幕上邂逅诗和远方，更是引发人们
对传统文化的集体回望。传统的文化形式，何以
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即便历经岁月冲刷，却依旧
能散发光泽、触动人心？

见字如面，睹物相思。有人说，感情波动不分
孰优孰劣，再笨拙的一支笔，即使写出内心万一，也
足够令人感动。确实，人的情感都是相通的，最能
打动人的无疑是那份最纯粹的情感。就拿写信来
说，作为私人内心话语的承载，一笔一画、一字一
符，无不灌注着写信人的真诚。而字迹又往往能印
刻下书写人的性情，古人甚至有“尺牍书疏，千里面
目”的说法，见信如晤，读信之人见字便能捕捉对方
写信时的表情。字如其人，不加掩饰地将自己完整
地展现在对方面前，正是这种纯粹和真诚，更令人
神往。我们会被画家黄永玉给曹禺写的信所感动，
恐怕就是“心在树上，你摘就是”的直白。而歌手蔡
琴写下的“杨德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呢”，让
人直叹“看哭了”，也正在于其真挚的感情。

如果说，信件是人们内心的琴弦，那么，声音
就是撩动琴弦的拨片。正如《朗读者》的主持人董
卿所言，“文字的背后是情感的承载，而朗读就是
用最美、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传递爱”。当普通夫妇对念起朱生豪的
情诗，“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我们很难说不感动于斯；当
96岁高龄的翻译家许渊冲说到动情处，感慨“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
而在于你记住了多少日子”，我们心中也很难不起敬意。“将值得尊重的生命
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如一股清风唤醒了大众许久未被触摸的文化
脉搏。”这样的评价，也足以道出这几档文化节目受观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
因：并不在于怀旧，而在于真情实感。

饱含书卷气，是这几档综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
自华。文化素养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曾经有人问道，“为什么要学习古代
诗词？”一个得到最多人点赞的答案是这样回答的：举个例子，当看到天边飞
鸟，你会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哎呀，好多鸟。”
当你失恋时你低吟浅唱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而不是千
万遍地悲喊：“蓝瘦，香菇！”更重要的是，随气质改变的，还有人的精神生
命。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散发恒久魅力，就在于它能滋养
心灵，扩展精神疆域，是我们抵抗庸俗的利器。而这，恐怕正是“综艺清流”
走红的另一个原因。

很难说，这几档节目受到热捧，就意味着综艺节目的格局就此改变。但
这至少证明，诗和远方并非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传统文化更非与现代文明
格格不入。只不过，传承文脉也需要大众传播的载体。“每个人都需要了解
和思考自己以及所处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生命的价值，很多体验若不
能亲历，就会期待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启发和依据”。《见字如面》导演关正
文的总结，大概也是人们内心的呼唤吧。 （据《人民日报》）

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提高语
言文字应用能力是学校培养高素质人
才的基本内容。教育部、国家语委2月
9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
字工作的意见，对“识文断字”基本功提
出新的要求。

意见提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总
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
力，以及自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意识和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
化的意识；具体目标包括教师目标和学
生目标。

教师目标包括熟悉党和国家语
言文字方针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普
通话水平达标，汉字应用规范、书写
优美，具有一定的朗诵水平和书法鉴
赏能力，熟练掌握相关语言文字规范

标准；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普遍具有自觉推广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与中华优秀文化的意识和自豪
感。

学生目标为普通话水平达标，口语
表达清晰达意，交流顺畅；掌握相应学
段应知应会的汉字和汉语拼音，具有与
学段相适应的书面写作能力、朗读水平
和书写能力，高校学生应具有一定的书
法鉴赏能力；具有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
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

教育部、国家语委同时印发了《中
小学语言文字工作指导标准》，要求各
地结合原有工作基础和本地区实际情
况，制订适合各级各类学校的建设标准
和评分细化方案，开展学校语言文字工
作达标建设。

《芭蕉扇》又名《白云洞》《火焰山》。出自
《西游记》。唐僧师徒四人奉唐王之命西天取

经，一路备经磨难。行至火焰山，但见烈焰冲
天，不能渡越。师徒探得附近有一芭蕉洞，洞
中有芭蕉扇一把，可以煽熄火焰。悟空自请前
去借扇灭火。

芭蕉洞主罗刹女乃牛魔王之姘妇。孙悟
空当年曾将牛魔王与罗刹女之子红孩儿打败，
因此有宿怨。罗刹女不借芭蕉扇。悟空动武
强取，罗刹女不敌，遂用计把假扇借与悟空。
悟空不察，用假扇灭火，反被烧得焦头烂额。

悟空探得牛魔王远住白云洞，遂找其当面
借扇。牛魔王更是不允。悟空力战牛魔王不能
取胜，乃假变牛魔王返回芭蕉洞，从罗刹女手中
骗得真扇。不意半路中，真扇又被牛魔王假变
的猪八戒骗走。悟空在托塔天王相助下，酣战
后降伏牛魔王，拿到宝扇，煽熄火焰山大火，师
徒再踏取经之途。

李滨声的画把悟空低三下四借扇和罗刹
女傲慢不允的神情作了对比。

没有PK，没有挑战，在竞争激
烈，强调大场景、大制作、大明星的
电视真人秀市场，以“温暖”“情怀”
为标签的音乐故事秀节目能玩出
什么花样？四川卫视原创出品的
大型音乐故事秀节目《围炉音乐
会》自开播以来，已有黎明、费玉
清、张宇、辛晓琪、陈明、黄大炜、品
冠、魏晨、金海心等歌手参与，还带
着自己的朋友边吃火锅边策划了
自己的音乐会，被业内人士及观众
称赞为一档“尊重音乐、尊重音乐
人、尊重观众”的良心制作。

纵观2016年，综艺题材同质
化已成为市场的最大标签，观众
也逐渐审美疲劳。在文化快速发
展的如今，大家更需要通过电视
媒介看到直击人心的全新题材。
《围炉音乐会》关注温情与怀旧音
乐，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观众，
找到了符合全新观看需求的“清
粥小菜”。在《围炉音乐会》的“遗
珠之憾”环节，歌手能够选取自己
的任何一首甚至是冷门歌曲与观
众近距离分享，这个舞台没有明
星，没有粉丝，围坐一起的只有爱

音乐的人，真正做到了尊重音乐、
尊重音乐人和尊重观众。

据悉，多年来几乎不参加综
艺节目的黎明，此次之所以会参
与《围炉音乐会》，正是被节目的
音乐和温暖属性打动。多位前来
成功举办自己演唱会的歌手都对
此赞不绝口。助阵辛晓琪演唱会
的品冠表示：“‘围炉’这个概念我
非常喜欢，我真的很希望能成为
其中一个歌手。”

这档节目，避开了当下综艺
节目泛娱乐化的热潮，另辟蹊径，
坚持原创，凭借实力竖起了综艺
市场的新标杆。由此可见，除了
拼模式、拼大制作，具有文化特
色、民生服务类、走心内容的高品
质节目也有自己的优势。《围炉音
乐会》还与国际权威音乐奖项格
莱美深度合作，参与《围炉音乐
会》的歌手演唱的歌曲将有机会
入围格莱美榜单，围炉歌手也将
有机会获得格莱美的表演席位。
四川卫视正发力打造具有自己卫
视特色的优质综艺。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芭蕉扇》：孙大圣煽灭火焰山
●樊明君

用音乐带来温暖和回忆
●方小芳

歌手张宇（左）和费玉清在节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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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中的传统美德·百折不挠

学生“识文断字”基本功将有新要求
●胡浩

我小时候对汽水有一种特别奇妙的向往，原
因不在汽水有什么好喝，而是由于喝不到。我们
家是有几十口人的大家族，小孩依序排行就有
18个之多。

喝汽水的时机有三种，一种是喜庆宴会，一
种是过年的年夜饭，一种是庙会节庆。即使有汽
水，也总是不够喝。到要喝汽水时好像进行一个
隆重的仪式，18个杯子在桌上排成一列，依序各
倒半杯，几乎喝一口就光了，然后大家舔舔嘴唇，
觉得汽水的滋味真是鲜美。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堂兄快结婚
了，我在他结婚的前一晚竟辗转反侧地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暗暗地发愿：明天一定要汽水喝到
饱，至少喝到呕气。第二天我一直在庭院前窥
探，看汽水送来了没有。到上午9点多，看到杂
货店的人送来几大箱的汽水，堆叠在一处。

我飞也似的跑过去，提了两大瓶的黑松汽
水，跑去家里唯一隐秘的地方。打开两瓶汽水，

以一种虔诚的心情，把汽水咕嘟咕嘟地往嘴里
灌。慢慢的，肚子有了动静，汽水的气从口鼻冒
了出来，冒得我满眼都是泪水。我长长地叹了一
口气：“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喝汽水喝到呕气
更幸福的事了吧！”

我常记得添一碗热腾腾的白饭，浇一匙猪
油、一匙酱油，坐在厅门的石阶前细细品味猪油
拌饭的芳香，那每一粒米都充满了幸福的香气。

有时这种幸福不是来自食物，而来自于自
由自在地在田园中徜徉了一个下午。有时幸
福来自于看到萝卜田里留下来的做种的萝卜，
开出一片宝蓝色的花。有时幸福来自于家里
的大狗突然生出一窝颜色都不一样的毛茸茸
的小狗。

生命原来不在于人的环境、人的地位、人所
能享受的物质，而在于人的心灵如何与生活对
应。在生命里，人人都是有笑有泪；在生活中，人
人都有幸福与烦恼，这是人间世界真实的相貌。

悦读

幸福的开关
●林清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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