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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内涵丰富深远

主持人! 诗词能够代表我们的传统文

化吗!

张炜!我赞同诗在文学中占有核心的
地位，不过，我想诗的存在主要是文学意
义上的。放到更大的范畴上去看，诗词只
是蕴含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
是传承这个文化的一种方式。诸子散文可
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更重要的代表。四书
五经最重要，它们当中也有诗。诗从意境
和精神上体现了一种文化，而古代贤人君
子们的论述更坚实更准确地表达了传统
文化的内涵。二者互渗，却不能替代。古代
的一些论述文字也饱含了诗意，如《易经》
《论语》《孟子》等著作。

黄玉峰!诗歌在传统文化中，只是一小
部分，而且是相对不重要的一部分，是文人
的余兴节目。传统文化有极其丰富的内容。
儒释道，文字学，先秦散文，史论传记，诗词
曲赋，琴棋书画，礼仪习俗，每一门都
有久远的传统。尤其是儒道释和礼
仪习俗中饱含的思想，更是极为深
刻丰富，必须承继。比如，儒学中的
反省精神，开放精神，都是我们今
天值得汲取传承和发扬的。

蒙曼! 诗歌是我们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肯定不
是全部，它主要是心灵的体悟，
但我们还有经学和史学，有相
对理性的思考，来构建中国文
化里哲学的部分。

传承底蕴
讲究方法不刻意

主持人!如何创造性地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精髓与底蕴!

张炜! 强化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应
用，找些方法和入口是必要的，比如这
样的“诗词大会”之类。问题是要知道这
类活动的局限以及弊端。任何事物都不
可能是完美的。深奥的传统典籍，其思
想与审美功能用来娱乐和比赛，也会是
危险的事，肤浅，似是而非，概念化简单
化，都有可能发生。知道了这个很重要，
可以在操作中回避某一些、强化某一
些。不过在现今能搞出这样的节目已经
很不错了，已经善意满满了，比充斥了
光膀子大唱和扭动、没底线的搞笑舞台
不知好了多少倍。

黄玉峰!其实，这次大赛基本上还
停留在记诵阶段，我觉得还谈不上文化
的继承，稍微触及了一点理解，至于创
作，完全没有触碰。这说明，对传统诗歌
的学习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这与教师的
素养普遍较低有关。

比如，作为评委的康震，在最后一
期的结束语时，写了一首七绝，不要说
内容空洞贫乏，类似口号，毫无诗意，就
是写诗的基本要求平仄协调都做不到，
“大江东去流日月，古韵新妍竞芳菲。雄
鸡高歌天地广，一代风流唱春晖。”第一
句的“日”，第二句“芳”，第三句“鸡”，第
四句“代”、“流”都平仄有误。四句诗句
句错误，根本不懂写诗的规则，遑论教
人写诗！至于那些评论，看似有趣，错误
不少，如“李清照是阳光女孩”。其中多
有无专业的煽情，无信息的插科，无根
由的夸张。如此水平，如何引领诗歌教
育走向正道，使之健康发展？
书法也是如此，有些人自己不会写

字，却把写字说得很玄乎。就像自己不
会写诗，把诗分析得很魔幻。在没有优
秀教师队伍的情况下，不如少讲，少分
析，重要的是练，读，背，写。现在高考
的最大问题就是该考积累的不考，不
该有统一答案的诗歌分析，一定要设
制划一的标准。高考要改革，从中可得
到启示。要真正提高水平，要从娃娃抓
起，从中小学生抓起，要有正确的方
法，形成风气，更要培养一批老老实
实、实实在在的师资队伍，不急功近
利，不搞花拳绣腿。
更不客气一点讲，由于长期以来不

重视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由于把旧
时代的礼仪教化完全抛却，并将其践
踏。也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人们的
追求与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为此我提
出了“人生教育与君子养成”这个重大
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讨论和关注。希
冀对改善当今教育现状有所贡献。
蒙曼! 传统文化要进入日常生活，

要想一些办法。比如行酒令，现在酒桌
上那些劝酒词真的是有些庸俗，而想一
下古人，《红楼梦》里最憨的薛大傻子都
能编几句风雅的祝酒词。但我并不赞成
刻意的“复古”，有学生穿着汉服来上
课，问我好不好，我当时开玩笑说，你要
是真的遵循汉朝人的风俗，该学当时的
人，不穿内裤。
我们继承传统文化，不能只刻板地

注重和遵循表面的抽象符号，而是要真
正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以及被
忽略了的底蕴，比如诗词中承载的最宝
贵的情感，理想主义浪漫情怀，修身做
人的操守等等。比如刚刚过去的这个情
人节，西方人追求轰轰烈烈，但我们中
国的爱情，古典的爱情，讲的是“愿得一
人心，白首不相离”，是在相守中相思，
要让年轻人感悟到这份美好，并且继承
古人这份独特的、高洁的审美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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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之心
最能打动人心

主持人!"中国诗词大会#的文化价值更

高些还是娱乐的性质更多些!有没有最打动

您的选手和录制细节!

张炜：我没有集中看过这个节目，平时主
要是从纸质书上看诗词。不过就已知的来说，
这个节目比较其他的娱乐节目，显得更有意
义，能让大众于娱乐中获得一些古典诗词知
识，也能引导读者更多地看这方面的书，这是
主要目的。电视总是相对直观和通俗的，它就
该这样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强项。

蒙曼：我想《中国诗词大会》能取得如
此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它是一档文化节目
或者娱乐节目，而是因为它相比其他文化
节目或者娱乐节目，更注重情怀。它不是
一档高难度的记忆力大赛，也并不是考察
选手的知识储备，赛题所涉猎的诗词大多
是我们熟悉的，可以说具有高中以上文化
程度的人都曾经读过背过，整个十场比
赛，就是帮大家回忆一下，回味一下诗歌
曾经带给我们的美好和温暖。

尤其，有很多抱有赤子之心的选手非
常打动我。比如第一期就有一个我推荐的
选手，刘泽宇，他可能并不是特别出挑，一
个普通的语文老师，但在他高考落榜做建
筑工人的那些日子里，他都要比其他工友
早起两个小时，就为了读诗，没有任何功利
的目的。这比谁赢得比赛更打动我。

黄玉峰：赢得比赛的姑娘们也很打动
我（笑）。上海的三个小姑娘积累了大量诗
歌，且反应敏捷，语言畅达。尤其是武亦姝的
表现，就现场表现，或沉静，或惊异，或羞涩，
十六岁少女真本色。这样的孩子学习其他学
科，也会有优势。这也说明上海多年来重视
传统文化方面，是做了很多努力的，是取得
相当成绩的。这样的孩子不是个別的现象，
有一批，一群。还有，陈更是一个理科生，热
衷古诗词，喜欢一直与自己比。真心可佩。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
像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让人
恍惚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星星
之火正在燎原。

但或许，我们过于乐观
了。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直
言，诗词只蕴含了我们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中国诗词大会》
点评嘉宾蒙曼说：“目前只是
在‘唤起’阶段，我们对于传统
文化的重视仍不够。”特级教
师黄玉峰恳切地指出，由于受
应试教育的影响，人们的追求
与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传统
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很久以来
被搁置和忽视。

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精髓以及底蕴？如何在当
下创造性地继承？可能这才是
我们需要真正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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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做精神高洁的人
! ! !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

有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具体包括+

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

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歇后

语等%

正如本期三位嘉宾所说的$诗词只

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古代文

人助兴娱乐的那一小部分% 我们的

传统文化还有极其浩瀚广袤的

(其他)$比起诗人灵性*活泼

的表达$还有基于经验和实践

的东方哲学% 又比如去年 !!

月刚刚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的(二十四节气)$传

统文化也是与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我们享受它却不自知的东西%

,中国诗词大会#走红已有数日$冠

军武亦姝也已经回到了菁菁校园$复旦

附中校长吴坚在开学典礼上说$(一点

沉着*一点安静*一点高迈*一点诗意$

可能都无法真正概括附中的气质-但我

们切切实实地拥有着我们的品格$追求

着我们的理想$实践着.有所为*有所不

为/的君子之道0)这或许也是我在结束

这次采访时想说的话$诗词能够唤醒公

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 自然值得高兴$

但若仅仅注重表面的抽象符号$而忽略

了传统文化中的真正的精髓和底蕴$是

非常令人遗憾的%

至少$传统文化应该让我们在今天

做一个精神上更加高洁的人%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