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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苦口婆心、韦

编三绝、功成名就……成
语，你还会在说话、上网聊天、

写微博微信时运用它们吗？你能精确地解
释它们的意思吗？

继《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之后，由其原班人马打造的又
一档以传统文化元素为题材的电视节目——《中国成语大会》，自
4月18日起在央视科教频道和综合频道与观众见面，并持续受到
观众的欢迎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与热议。

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金越告诉记者，《中国成语大会》这档节目
因为央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担当而诞生；首届将比赛
12场；全国有超过 3万人报名参赛，300多位成语高手参加比赛，
36人进入总决赛，最终将于今年7月份决出一名总冠军。

2000个成语接受仰望

“千百年来，成语一直在发光，却从未被仰视。”《中国成语大
会》总导演关正文说。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集成，其中包含
了丰富深厚的文化密码，更传递了中国人千百年锤炼后留下的处
世哲学及世界观。成语也是汉语所独有的，是“古今同用“的最精
妙、简洁、生动的表意资源和特殊组成部分，被称为汉语的活化石
和闪光的珍珠。可是成语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正渐渐被忽视，除了
个别爱好成语接龙、成语印章的民间玩家，生活中几乎没有听说
过谁爱好积累成语，语言学研究领域中也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它。
关正文说，做饭、饮食和唱歌这些人们与生俱来的基本需求，都是
如今电视的热门题材，但专门针对成语的电视节目，一直是空白。

成语最多的统计量接近5万条，生活中被人们常用的成语大
概也有一两千条，那么节目里出现的成语都是怎么选出来的？据
介绍，节目组排除了两类传播价值不高的成语：一类是大多数人
都已经掌握并经常使用的，另一类是千百年语言实践中很少被使
用的，然后将成语最核心的大约2000条成语呈现到了节目中，还
加上了标准释义，有的还加入了原典例句，由学术讲解嘉宾给出
重点讲述。因此，不管节目中选手在比赛时是否提供了正确的语
义解释，观众都能学习到正确的成语知识。

猜词游戏让比赛紧张激烈

虽然成语本身古雅蕴藉、自有意趣，《中国成语大会》选手们
之间的角逐却十分紧张激烈，选手们组成3个队，以组合的形式参
赛，以猜词的形式捉对厮杀，短兵相接，成败立现。这是一种全新
的竞赛形态，综合考核了选手对成语语义的解释能力以及根据语
义正确选择成语的能力，总决赛就是对成语释义能力的极致考
验，是选手根据语义，正确找到成语的速度比拼。《中国成语大会》

节目巧妙地将中国文化的传统精髓融合在
全球流行的猜词竞技中，竞赛形式新颖抓人，节目

组给记者的材料中，竞赛的规则和方式表述得十分周详，
有近千字。

金越表示，《中国成语大会》由于赛制原创性较高，也不
可能像引进国外版权的节目一样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节目
其实面临很大的风险。他介绍，制作成语节目，和《中国汉
字听写大会》一样，需要寻找并创新确立一种符合成语特征
和运用规律的全新电视竞赛形态，对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作
出新探索。节目设计之难首先在于成语的复杂性，同一个
意义可能有两个以上的成语可以表达，如“背水一战

“和”置之死地而后生”讲的是同一个故事。节目组最终找
到了切入的途径：成语的语义往往不是字面意思简单相
加，而是因历史相承延用形成的特殊的引申义，是表里二
重的特殊词汇形式。比如“狐假虎威”、“滥竽充数”，其
字面义非常形象，但其使用时真正的用意跟“狐狸”、

“老虎”和乐器都没关系。节目组认为，记住其实际意义
所指，而不是仅靠表面字义组合推断，是成语作为语言
现象最有趣的部分，也是成语文化传播的关键节点。

据悉，《中国成语大会》 90%以上的参赛者具有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大多在20-30岁，高手云集，
赛况激烈，牢牢抓住了观众，并且令观众在欣赏节目
的过程中感到有所收益。

激发观众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

金越说，《中国成语大会》的筹备和设计时间并
不长，是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的爆红催生的一档
文化节目，“去年年底才开始想这件事，今年初开始
设计。”

原创文化节目面对实力强劲的引进节目，未来
会怎样？《中国成语大会》 能否持续保持吸引力？
金越表示，“从我们来看，我们民族对自己的语言
文字有着深厚的感情，应该挖掘出来。”他认为，
“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去年的轰动性成功，就
是这种感情被激发出来的结果。”

金越透露，《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第二季已
经开始录制，《中国成语大会》 第一季将播到 7
月中旬，《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第二季将接续从
7 月中旬开播。此前，今年元宵节期间，科教
频道曾经举办了 《中国谜语大会》。科教频道
还会给哪些中国文化元素“开大会”？金越表
示，目前看来已经基本上够了。关正文说，
节目组下定决心，要尽全力让今年的 《中国
成语大会》 的文化影响力超过去年的 《中国
汉字听写大会》，而在这之后，节目组的目
标是让今年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影响力
再超过今年的《中国成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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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纪录片 《不能忘却的伟
大胜利》 呈现的是一场集全国之
力的保家卫国战争，是一段艰苦卓
绝、有着许多可歌可泣故事的峥嵘
岁月。那场发生在新中国刚刚建立
时的战争虽然已行渐远，却为后辈
的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自信与自豪。

今天的追问
60 年，那场战争的硝烟早已散

去，英烈们的名字只是刻在英雄纪念
碑上的文字。但是，如果忘记这场战
争，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如果
忘却那些以弱胜强的中华好儿女，就是
我们民族的悲哀！

纪录片中鲜活详实的画面，把所有
人的记忆，都拉回到了60年前的烽火硝
烟。无法追问，摄制人员站在那一场场
惨烈战役发生的遗址上时，为什么画面会
陷入久久的静默之中，令镜头外的我们心
灵震撼！无法追问，从将军到士兵的亲历

者们，虽然年逾古稀，但讲述血与火的战
争和战友时，为什么双目炯炯，声如洪钟，记
忆清新得犹如刚刚从战场上归来。依然表现
出战衣还未脱下，烈士还未掩埋，阵地依旧
在我手中的壮士情怀！无法追问，60 年后，
当烈士后代踏上寻找亲人的埋骨之地，遥望
青山撕心裂肺地高喊“爸爸，我们来看您了”
时，谁能忍住哽咽的泪水？谁能认为60年前
的那场战争真的离我们遥远！无法追问，当
镜头捕捉到那些被俘战友斗争归来，因岁月
而被遗忘的忧伤心灵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
烟是否真的散去？！

昨天的记忆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现在的荧屏，晃

过太多战争神剧、历史戏说，像这部文献
纪录片这样带给我们灵魂震撼的影视作品
少之又少。

镜头没有滴血，却让我们看到了鲜红
的热血和旗帜。镜头没有激昂的呼号，却
有撼人心魄的精神力量。志愿军将士们不

畏强敌、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英
雄壮举，没用太多解说词句，只有
老将士们娓娓道来的简洁话语和影
像资料，就真实还原了“保家卫
国、抗美援朝”不是振臂一呼的口
号，而是一场用信仰和精神战胜邪
恶的中国力量。

“战斗进入第四天，越来越惨
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
天之中几度易手，阵地上尸横遍
野，鲜血染红了高地……”这就是
上甘岭战役！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
区，志愿军将士衣着单薄，行军第一天就
冻伤了700余人。战斗打响前，部队至少9
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靠吃冰雪解渴，很
多士兵被冻得神志不清——但志愿军士兵
依旧顽强追击机械化的美军。”

志愿军战士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血
战长津湖的一幕令美军佩服。“他们视死如
归的精神令陆战队员们肃然起敬！”这是一
名被俘美军的话。

一部文献纪录片如此客观真实地穿越
时空，不加修饰地震撼人心，无声无息直
抵灵魂，令人感慨不已。

明天的反思
这部纪录片让我们反思：今天我们如

何依靠信仰的力量支撑民族尊严？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即使寒冰

铁血，脚踏胶底鞋、肩背烧火棍，中国人
民志愿军依然具有不畏牺牲，战胜敌人的
非凡气魄，更是弘扬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对
国家、对人民、对民族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这份忠诚，来自根植于心的强大信
仰！正是这信仰之火，点燃了前辈们战胜强
敌的激情；正是这信仰之灯，照亮了前辈们
为国家和民族勇往直前、冲锋陷阵的征程。
因为有了信仰，他们无视饥饿寒冷；因为有
了信仰，他们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因为有了
信仰，他们壮志凌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飞机大炮可以摧毁他们的肉体，
但永远不能消灭他们的意志！

反思历史，观照明天，硝烟虽然没有燃
起，但战争的阴影从未远离我们。纵观历史，
军事力量的强大，不算强大！信仰的强大，才
能成为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力量。

《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是一部通过光
影传递和平，透过历史让信仰回归人类的
优秀文献纪录片。它是中国的，更应该是
世界的！

文献纪录片 《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
能够打动人心，令人为之动容，不是靠“说
教与鼓动，而是用思想和艺术之火炬，传递
情感，点燃内心，靠一个个血染的画面，一
个个具体的事例。

中华好儿女为主体
纪录片的成功，在于对人的尊重，对生

命的尊重，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尊重。在那战
争岁月，不管是将军还是普通士兵，他们拥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都
是中华好儿女。这是这部作品的灵魂和核心的
价值。我们看到志愿军英雄的群像，也看到在
血与火的洗礼中，从恐惧到无畏的个体姿态……

这部作品以具有吸引力的典型人物的个性，
同英雄的共性，相辅相成，引发共鸣，产生震
撼。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两者相互交叉和渗
透，树立起中华好儿女的总体形象。人的尊严和
祖国的尊严融为一体，贯穿全片，我们“最可爱
的人”是怀着马革裹尸回还是光荣胜利归的决心，
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血战到
底，不怕牺牲，用热血、青春和生命保家卫国。这
里有战胜死亡克敌制胜活着的英雄，也有长眠于地
下的永垂不朽的烈士。纪录片以大量的史实、具体
的事例，真实地表现志愿军战士的性格、情感和内心
世界，从多角度、多侧面，艺术而真实地表现了以杨
根思、黄继光、邱少云、毛岸英、罗盛教等为代表的
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壮
举，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伟大力量。以人
为主体的艺术总体把握，是这部优秀作品的大气、正
气和底气的意境和品格。

以真服人
具有历史文献性质的纪录片，更要视求真为生命，

才能真正体现作品的价值、气质和品位。《不能忘却的伟

大胜利》 贵在一个“真”字。在 12 集、600 分钟的篇幅
里，展现的是志愿军真实的生活，有酸楚，有苦痛，有
困惑，有欢乐；反映了战争存在着各种矛盾，有挫败，
有焦虑，有危局，有艰辛，有捷报……

这部作品的感人之处，还在于直面战争和人的复杂
关系，不回避战争中的问题。真，就有权威性的信服
力；真，才能让我们体会到什么叫做“付出惨重的代
价”，什么叫做“伟大的胜利”。

纪录片真实地呈现了胜利来之不易的事实。如：邹
世勇目睹长津湖战场上伤亡惨烈的情景；英勇善战的 38
军过于谨慎而错失战机受到彭德怀总司令批评；50军军
部遭敌机轰炸，蔡正国军长为国捐躯……一个个真实的
故事，贯穿全片每一个细节。真实地揭示真相，作品才
更有生命力，才具有与时俱进的历史典藏的意义和价
值，更真实彰显志愿军的英雄本色。

以情动人
没有情感的作品，无论政治上如何重要，都是苍白无

力的，它无法拨动人的心弦。这部纪录片正因为明白“没有
情感就没有艺术”、“纪录片的生命是真实”这些似乎是老
生常谈的道理，才能在情感表达上浓郁而深沉。在作品的
每一集中都有太多感人的细节，太多的动人故事，让我们
心潮澎湃、肃然起敬——这就是情感的冲击力和渗透力。

怎能忘却一个个年轻的志愿军的身影，一张张朴实
的脸庞，义无反顾地跨过鸭绿江，奔向异国他乡的镜
头？怎能忘却邓华与即将分娩的妻子匆匆告别毅然北上
入朝作战的情景？怎能忘却彭德怀临危受命的铿锵誓
言？怎能忘却毛泽东与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芝芳见面时
说“你牺牲了一个儿子，我也牺牲了一个儿子”的伟人
情怀？动人的段落无处不在，全片每个细节、每个镜头
都涌动着抗美援朝的时代情感和时代精神，大情大爱覆
盖着整部作品。

这是 《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 留给我们的激励、启
示和思考。

5 月 10 日晚，四川省邛崃
市油榨乡直台村人头攒动。在
汶川大地震 6 周年之际，一部
表现汶川受灾羌族民众异地重
建家园的民族故事片《迁徙》，

“回家”在邛崃市南宝山移民安
置点举行首映式。导演宁敬武
表示，该电影即将在全国公映，
但是他选择将第一场放映献给

“5·12”大地震南宝山移民，以
这种方式答谢汶川异地安置群
众对电影的支持，并对他们自
强不息的精神表示敬意。

由于“5·12”地震后汶川龙
溪乡直台村已经不具备生产生
活条件，2009 年整村搬迁到邛
崃市南宝山。现在，每家每户都
住上了小洋楼，房前屋后都有
菜园和绿地，每人还分到了 2
亩茶园、1亩林地和半亩农地。

从汶川、青川地震重灾区搬迁
到南宝山的羌族群众一共有
1202 人，情况都类似。《迁徙》
就是真实再现了这段从悲壮到
豪迈的历史。影片根据四川羌
族小说家谷运龙同名小说改
编，影片主创经过长达两年的
采访调查、资料搜集，获取了大
量生动感人的一手材料，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神奇
的高山视觉元素组合原生态羌
族文化，使这部影片具有了独
特的史诗气质。

影片中的非职业羌族演员
是剧组历经数月前往阿坝州、

绵阳、北川等各羌族聚集区，
海量甄选出来的。这些演员以
质朴本真的表演，还原了人
类面对灾难浴火重生的力
量。当年地震后，正是电影主
演之一、直台村村支部书记
陈学平带领村民迁徙到邛
崃南宝山。他说，“当时听
说要拍一部反映村民外迁
的电影，很激动，很想把村
民内心的感情表达出来。
后来剧组邀请我当了主
角，很兴奋！现在电影拍
出来了，也真实地反应
了我们的历程。”

信仰是忠诚的基石
张 嬿

电影《迁徙》献给南宝山羌族移民
王 旭

电影《迁徙》献给南宝山羌族移民
王 旭

历史对灵魂的叩问
陈光忠

志愿军老战士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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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 23 日，摄制组在朝鲜长津湖地区
黄草岭战场遗址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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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浩田接受剧组采访迟浩田接受剧组采访

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央新影集团、八一电影制片厂、南
京广电集团和中国华艺音像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摄制的12集
电视文献纪录片《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首次全景式记录了抗美
援朝战争中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的战役以及英雄模范人
物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弥足珍贵的是，系列片挖掘了交战双方大
量的历史影像资料，采访了近500位战争亲历者，真实还原了抗美
援朝战争历史。该片去年10月在央视首播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与好评。之后，央视和许多地方电视台多次反复播出。观众普遍
反映，该片题材重大、主题鲜明、资料翔实、手法新颖、生动感人，从
国际视角、新的角度，展开了值得每一位中国人铭记的历史画卷，
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文献纪录片精品力作。

迟浩田：（时任第27军第79师第235团3营教导员）
抗美援朝取得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基本上是小米加

步枪，武器装备没法和美国比。我们完全依靠全国人民
的支援，凭借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才赢得了胜利。我们
这么多将士为这场战争献出了生命，还有那么多负伤的同

志。我们不能把这段历史忘却，
应该弘扬这种革命精神。

于永波：（时任第 42 军第
370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

抗美援朝战争，是很了不起的一场战争。从历史上来
讲，它改变了中国人近百年来屡遭列强蹂躏的屈辱历史，它
改变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它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伟
大的胜利，而且创造了辉煌和伟大的精神财富，所以我可以
说，抗美援朝战争铸就了一座辉煌的历史丰碑。

杨凤安：（时任彭德怀军事秘书）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我们打出了国威、军威，打破

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我们打败了 16 个国家组成
的“联合国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
自豪，为我们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时期。

麻扶摇：（时任炮兵第 1 师 26 团 5 连指导员、志愿军
战歌词作者）

一提起抗美援朝，就会想起这首志愿军战歌：“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听到志愿军战歌的旋
律，就会想到抗美援朝，实际上志愿军战歌是抗美援朝的
主题歌，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
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的骨气。中国
人民这种浩然正气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

赵薇自 《一个女人的史诗》 之后，已经
6 年未曾出演电视剧。目前，由新丽传媒制作
出品的都市话题家庭喜剧《虎妈猫爸》正在紧
张拍摄，赵薇和佟大为在剧中搭档，饰演一
对“虎妈”和“猫爸”。

制片人黄澜和导演姚晓峰搭档的 《大丈
夫》不久前塑造了都市喜剧的独特风格，收
获了高收视和好口碑。黄澜也曾凭借《辣妈
正传》用“辣妈”为母爱做了全新定义。黄
澜说，她也是一个母亲，她个人的体会就是

现在由于社会压力，“妈妈越来越像老虎，
而爸爸越来越像猫了”。当然，妈妈爸爸也
都在和孩子一起成长，所以有了这部剧。

过去6年中，赵薇读了电影学院的硕士，
因执导《致青春》成了票房最高的中国女导
演，并且结婚生女，但依然美丽，而且更加成
熟。她说，吸引她加盟该剧的重要原因，就
是剧组主创的强强联手，这里有潘虹演她
的婆婆，她的大学班主任崔新琴演她的妈
妈，还有郭凯敏、韩童生、董洁等加盟，“太
吸引我了”。

在剧中，随着女儿的成长，赵薇饰演
的毕胜男和佟大为饰演的罗素在教育观
念上逐渐产生了分歧。在实际生活中，赵
薇和佟大为也都是新妈妈和新爸爸。赵
薇坦言，虽然自己在剧中是个“虎妈”，只
会给孩子“立规矩”，但在生活中自己对
待女儿是“放羊型”的，“什么都不管”。
赵薇也从导演的角度告诉大家，这部剧
中的喜剧冲突和矛盾比生活更为激烈，

“保证十分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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