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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沙
澧文化娱乐演艺圈微信群

（此二维码2月9日之前
有效）

春节期间，浙江卫视播出的一档
名为《食在囧途》的综艺节目受到了

《人民日报》的盛赞。
《人民日报》文章表示：“从古至

今，美食一直服务于人类，但却少有
人去追踪我们所食用的一粥一饭背后
的故事。《食在囧途》则把握住了这
一契机，大力发掘美食的制作过程及
美食背后的故事与文化，呈现了一种
人文情怀。”《食在囧途》以探访者和
记录者的身份，从演播室走到民间，
邀请观众品尝他们符号化的美食，并
将镜头对准那些制作美食的普通劳动
者们，令美食首次有了“饮水思源”
的概念，而显然这样的尝试是观众喜
闻乐见的。 据新华网

《食在囧途》
获《人民日报》点赞

文娱快报

北京卫视“两代匠心文化体验类
节目”《非凡匠心》本周走进琉璃艺
术大师张毅、杨惠姗的琉璃世界，体
验了琉璃背后的非凡匠心。而本期节
目对“匠心体验引领者”张国立来说
更是最特别的一期，近年来鲜少在荧
屏露面的邓婕，首次亮相综艺，给了
张国立一个大大的惊喜，平日里工作
异常忙碌的他也借此机会向邓婕深情
告白。两对艺术家夫妇的爱情，就像
张毅与杨惠姗 30年潜心制作的琉璃
一样，历经时间和冰火的打磨，美丽
坚固，恒久流传。 据中新网

邓婕亮相综艺节目
《非凡匠心》

武亦姝在接受采访时说，通过读
《放翁词》，她能够感知陆游性情中可爱
有趣的一面，他的作品有一种很特殊的
温柔和深情，有时候也可以很明快、很
清新，读东坡词让人有好心情，不知不
觉中，苏轼豁达的人生观也让她有勇气
笑对各种人生挑战。

“尽管时空相隔，但古诗文中蕴含的
情感是贴近当下的。”复旦五浦汇实验学
校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说，诗文
是古代文人墨客基于对心态、社会的理
解进行的创作，其中包含了很多人生的
共同体验。“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
都对美好的事物有向往之情，当人们遇
到挫折和烦恼时，心灵也同样需要一个
宣泄的出口。”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大
会》学术总负责人李定广说，中国古诗
词韵律齐整，用语凝练，有音乐性又给
人留下想象空间，是为“天然美”，常读
常背古诗词能够培养孩子良好的语感和
美感。但李定广表示，目前大部分人学
习古诗词还是基于实用主义，尽管中小
学教材中古诗词比重较以往有所增加，但
教学仍以应试为主，老师要求学生死记硬
背，学生体会不到诗词的意境和美感，留
在脑子里的不过是文字符号而已。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加强古诗词的审
美教育。李定广说，教师应更多阐释诗词
的美妙之处，从艺术和情感两方面讲明其
美在何处、妙在何处，引导学生自然地、自
发地体会诗词中的温暖和情意。

古诗词蕴含的情感贴近当下

武亦姝在武亦姝在《《中国诗词大会中国诗词大会》》中应答如流中应答如流，，其完美表现刷爆朋友圈其完美表现刷爆朋友圈。。

从汉字听写到诗词大会，央视文化综艺节目再走红

诗词大会斗才情
你被“圈粉”了吗

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火了，这个开
播于去年2月的文化综艺节目今年春节
期间从央视科教频道“移师”央视一套，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节目中多位具有深
厚古诗词素养的年轻学生更是以实力
“圈粉”，被网友称赞“腹有诗书气自华”。

对此，有学者表示，兼具典雅韵律与
人文精神的古诗词在现代社会仍能引发
情感共鸣，要加强古诗词的审美教育，促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不少人通过刷爆朋友圈的“00后”高
中生武亦姝，认识了《中国诗词大会》这档
以古诗词为主要内容的综艺节目。

更多老粉丝则是从《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开始就已“追逐”，历数这些年央
视推出的一连串传统文化类综艺节目，
还包括 《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
会》等在内的“大会”系列成员。

“大会”系列的火爆并非一日之功。
武亦姝之前，来自《中国成语大会》的

“白话灵犀”组合也曾引发刷屏热潮。这
对由两个来自河北邯郸学院的小姑娘组

成的参赛组合，一个机灵可爱，一个沉
稳坚定，比起“颜值”更让众网友佩服
的是她们大气的台风和对四字成语信手
拈来的熟悉度，这与如今武亦姝的受追
捧如出一辙。

近年来，中国电视节目半壁江山都
被真人秀类综艺节目占领，尽管收视率
居高不下，针对真人秀的质疑也层出不
穷。在“取向恶俗”“缺乏原创”的炮轰
中，“大会”系列能做到文化内涵与收视
率兼顾，格调与“地气”齐飞，被不少
网友激赏为综艺节目中的清流。

从汉字听写到成语诗词 “大会”系列受欢迎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念出 《诗经·七
月》中这句名句的，不是学者教授，而
是来自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16岁高
一女生武亦姝。她在 2月 1日《中国诗词
大会》节目中战胜北京大学博士生陈更，
成为新擂主。诗词量 2000首，答题时气
定神闲，还有高颜值，有网友感叹武亦姝

“满足了自己对古代才女的所有想象”。
这位把陆游、苏轼、李白封为自己

“三大偶像”的“00后”说：“喜欢诗词
是一件很单纯的事，古典诗词中蕴含的
美感和情意，在现代语言中很难找到。”

而在《中国诗词大会》上，像武亦
姝这样的高手还有很多——13岁的初一

学生叶飞，擅长用文言文写作，小小年
纪就有不俗的诗词积累；上海文来中学
学生侯尤雯，两岁开始读诗，曾获上海
市中学生古诗文阅读大赛一等奖，为本
届诗词大会从百人团刷入挑战赛的最小
年龄选手；北大博士生陈更，工科出
身，满腹文才，是连续多场的擂主……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
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等学者，也因为
在节目中对古诗词引经据典、信手拈来
的精彩点评，受到网友热捧。

除了擂台上那些“行走的诗词库”，
节目中的“百人团”也值得尊敬。据了
解，“百人团”选手绝大部分是年轻学
生，年龄上以“90后”“00后”为主。

“行走的诗词库”频频获赞

“大会”系列到底好看在哪儿？
除了不断升级的视觉效果和舞台风
格，一改过往对文化类节目的刻板印
象，以活泼的形式、激烈的赛制，把各
个年龄段的观众牢牢系在电视屏幕前
面。与央视科教频道另一档王牌节目

《百家讲坛》坐而论道式的单向解读不
同，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例，每场比赛
由挑战者组成百人团共同参与，分为个
人追逐赛和擂主争霸赛，多维度的PK
模式增添了比赛的紧张感和趣味性，
将以往只出现在课堂上的古诗词和大
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模式结合起来。

“大会”比拼的是选手们对古诗词
的熟悉程度，但对荧屏前的观众来说，
看点不只是选手对诗词的识别和背诵
而已。在选手答题之后，由学者嘉宾
介绍这首诗词的内涵、诗人的创作背
景等才是更让人如痴如醉的文化大
餐。正如嘉宾王立群在微博上所说：

“背诵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理解。”
“果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应

该有诗和远方。”有网友感慨，“看了几
集《中国诗词大会》，收获很多，最喜欢
的就是蒙曼、郦波、王立群等老师对诗
词的解读，每一句诗背后都有一个故
事，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中国人的诗心一直在，但需要被
激活。”诚如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
所说，“大会”系列的走红其实暗合了
社会中本就埋藏着的了解传统文化的
需求，同时又能改变以往文化宣传“自
说自话”“高高在上”的说教口吻，将娱
乐节目模式和文化传播结合起来，观
众的距离感消失了，传播效果自然就
好。所谓荧屏清流，“清”指其品质与
品位，“流”就是要流到观众心间。

晚综

“诗词大会”为何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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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卿在节目中的主持表现也被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