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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上午，尽管北京笼罩在秋风秋雨中，但在北京国际
图书节主会场中华世纪坛南广场，河北电视台 《中华好诗词》
栏目及其新书的“粉丝”们的热情并没有减退。《中华好诗
词》 栏目“大学士”、著名主持人赵忠祥和明星嘉宾左岩等
来到现场，为购书观众签名。

《中华好诗词》 是一档由河北电视台自主研发的文化
类大型季播节目。节目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诗词文化为
宗旨，集娱乐性和知识性于一体，运用闯关、益智、综
艺等电视包装手法，通过寓教于乐的轻松形式，打造
出一档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优质节目。此次《中华好
诗词》“出走”荧屏，变身为同名纸质图书“亮相”
北京国际图书节，依然引来不少粉丝的关注。现场
人头攒动，从小孩到老人，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期待着图书签售时刻的到来。在签售会开始
时，主办方还特意准备了一出“火热”的舞蹈，
让现场的观众“热身”。

《中华好诗词》“大学士”赵忠祥说：“中
国是一个诗歌大国，我们今天用软实力昭告
全世界，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意的国度，
诗意的民族，用诗意来美化我们精神生活
的一个民族。”赵忠祥还打趣道，“别的节
目基本上都是新星、笑星，我们不以星
为主，而是以我们的祖师爷为主，以李
白杜甫白居易为‘蹦跳明星’，尽管隔
着一千多年的岁月时空，但他们仍然
有巨大的感召力。”

图书签名过程中，长长的队伍
井然有序，大家在耐心等待的同时
也拿出手机拍照，表达自己对《中
华好诗词》这本新书的喜爱。数
百人的队伍并没有让为大家签
书的赵忠祥和左岩觉得辛苦，
赵忠祥说，“我很高兴为乐意
让我签字的观众签
书”。

87岁的黄西成一早就由女儿陪同从王府井坐公
交车赶到图书签售现场。主办方考虑到黄大爷的高
龄，给了“特殊照顾”，让他成为第一位拿到签名的书的
人。拿着签过名的新书，黄大爷非常高兴，觉得这一趟

“折腾”很值。“《中华好诗词》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它对
人情感的影响。诗词有特殊功能，能够勾起人们的情感和
给人们带来愉悦。电视剧什么的我都很少看，我就爱看这
个。”同时，黄大爷对图书的价格也颇为满意，“以为100多块
一本，结果现在一看只要20块钱，我买了6本。”

赵忠祥认为，这本书实际上是栏目从屏幕向外的一种延
伸。他说，“这是近年来很流行的一种组装做法，就是演讲、写
书、营销，然后影视，做一个立体化的传播，在营销的过程中推
广，在推广的过程中营销，使得它达到一种‘风助火势，火助风威’
的双赢效果。这也只是我们的一个尝试，不见得就是最成功
的模式，但一定是非常具有前景的模式。”《中华好诗
词》栏目主创认为，《中华好诗词》图书的问
世不仅仅是节目的需要，也是电视产
业化竞争时代做大做强品
牌，做好产品产业开
发的有益尝
试。

田朴珺搭档
乐视网拍纪录片

网络名人田朴珺近日将
赴美国纽约拍摄以其自传

《习惯就好》 为框架的纪录
片 《谢谢你，纽约》，讲述
她在纽约一年半的留学经
历，并以自己的视角，将镜
头深入到钻石大厦、华尔街
等处。该片将于今年 10 月
在乐视网与观众见面。以清
新自然不做作的风格从网络
海选中脱颖而出的在读硕士
研究生李卉，将与田朴珺同
行，接棒实现属于李卉的纽
约梦想。

田朴珺说：“新时代女
性都不是完美的，是什么就
在片子里呈现什么”，“不应
该介意别人对你的眼光，要
坚持你自己的路”。至于在
片名里用了“谢谢你”三个
字，她解释说，她从内心感
谢一路走来同行的朋友和给
予过她帮助的每一个人，包
括那些带来小小伤痛的人，

“对任何人都有感恩的心”。
（小 苗）

周迅助山区孩子
改善学习条件

2013 年 3 月 31 日启动
的“爱尚计划·爱上学”是
一个致力于为贫困山区的学
校免费定制课桌椅，让公益
活动真正惠及贫困儿童和留
守学生，改善山区孩子学习
条件的助学活动。在过去一
年多时间里，“爱尚计划”
在全国走过了 4000 多公里
路 程 ， 到 达 了 约 23 个 县
市，为 56 所学校捐赠了近
5000 套课桌椅。日前，该
活动回到了其发起地——北
京。作为项目启动的见证者
和爱尚宅配的代言人，著名
女星周迅和大家一起回顾了
活动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她
表示，“所捐赠的桌椅考虑
到了孩子们的身体发育特征
及健康的每一个细节，让人
感动”。周迅也呼吁更多的
企业和善心人士加入到“爱
尚计划·爱上学”的活动中
来，帮助更多贫困山区的孩
子。

（小 欧）

“最美乡村教师”
央视颁奖

由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
报社联合主办的“寻找最美
乡村教师”大型公益活动颁
奖典礼于今年9月10日教师
节当晚在央视播出。

朱敏才孙丽娜夫妇 （贵
州）、曾维奋 （海南）、周丽
娜 （新疆）、刘月升 （天
津）、张美丽张秀丽姐妹

（内蒙古）、张伟 （河南）、
秦开美 （湖北）、陈腊英

（江西）、王偏初 （四川）、
胡清汝 （河北） 获得“最美
乡村教师”荣誉称号，清华
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队获“最
美乡村教师支教团体”荣誉
称号。另有 10 位教师被推
选 为 “ 特 别 关 注 乡 村 教
师”，4 个支教团体被推选
为“特别关注乡村教师支教
团体”。

颁奖典礼秉持简朴庄重
的风格和以真情感人、以质
朴动人的原则，礼赞和弘扬
了乡村教师教书育人、知行
合一、执著坚守的精神。

（张 强）

今夏，由中国国
家话剧院排演的话剧

《四世同堂》在北京首
都剧场展演。“当大幕
徐徐拉开，旧时老北京
胡同的场景突如其来。
昏暗的背景前，说书人
慢慢走到舞台中央，一
束灯光追随，原来是演员
寇振海，他用极富魅力的
嗓音、表情、语言，讲述
那个时代的故事，戏就从这
儿开始。 ”一位网友在新
浪微博中分享着自己的观剧
感 受 。 很 多 观 众 也 纷 纷 表
示，这部作品让大家在缅怀原
小说作者老舍先生的同时，通
过舞台艺术再度感触值得每一
个中国人珍藏的民族记忆。

老舍先生于1944年1月10日
在当时的 《扫荡报》 上开始连载

《四世同堂》 的第一部 《惶惑》，
单行本1946年1月由上海良友公司
初版，用的是 《四世同堂》 的名
字。至今这部书已经诞生整整 70年
了。70 年来，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巨
著曾被改编成电视剧、话剧、曲剧，
以多种方式数度热播、热演，吸引着
人们观看与思考。老一辈京韵大鼓名
家骆玉笙演唱的 1985 年电视剧版 《四
世同堂》 主题曲 《重整河山待后生》，
也一度风靡整个社会。

呕心沥血，著不朽佳作

小说 《四世同堂》 曾被文学界评为
“20 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老舍也自评其
为“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
一本书”，“最好最满意的作品”，但“这部
书破百万字，著作过程相当不易”。老舍之
子、前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告诉笔者，

“小说的主旨、人物、故事等是由老舍想象创
作的，但作品丰富、真实的细节很多是由老舍
夫人胡絜青‘间接’提供的。”1943年秋，胡絜
青无奈逃离北平，结束了沦陷区 6 年的艰难生
活，到重庆郊区北碚与老舍团聚。在重庆的北方
亲友不时前来看望、询问，“母亲时常根据亲身经
历向亲友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犯下的罪行。”
舒乙说，当时他们住的是狭小的“斗室”，所以老
舍也“不可避免”地听着胡絜青对朋友的诉说。1944
年，老舍为专心写作《四世同堂》，还特地发布告示称
自己不再接受其它约稿，“并计划写一百章，每章一万
字。当时的长篇小说其实并不长，《骆驼祥子》也就15万
字左右，因此《四世同堂》在当时颇有突破性。”

“父亲对作品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详细的准备。”
舒乙说，当时9岁的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把故事的发生
地小羊圈胡同清晰地画成地图，“每号院及每个屋子的
住户都有明确的安排，还列出一份详细的人物表，每一
户的具体人员和彼此间的关系都非常详尽。”有了工具性备忘录后，《四世同
堂》 的创作便开始了。但当时 45岁的老舍身体状况欠佳，“多病、贫血、头
晕等症状困扰着他，再加上当时家庭负担重，物价不断飙涨，以及皖南事变
后进步人士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老舍先生的写作并不容易。”另外，当时
的四川只有本地的土纸，老舍只能用毛笔写作，但他挣扎着坚持每天写，“第
一年写出34万字，第二年33万字。”舒乙说，“因为不急于赶速度，老舍先生
字斟句酌，终于用自己的心血打造出优秀、宏大的抗日纪念品。”

国家话剧院2011年版《四世同堂》的导演田沁鑫说，很多剧作家和制片
人之所以将目光放到这部著作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本身的艺术性与不
朽性，“文本内容的多样、人物内涵的丰富、主旨思想的深刻，都吸引着不同
领域人士的关注”。

多元传承，常演不衰

曾有学者统计，根据老舍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共有17部 （电视剧9
部），这其中，《四世同堂》的舞台呈现方式，既有1985年林汝为导演的28集
同名电视剧，也有2007年王俊导演的36集电视剧，还有鲍黔明、张绍荣和王

如果上海的高二学
生、湖南的仓库管理员、四川的播

音主持人、江西的台球裁判，甚至还有牙医、警
察、公务员等普通人，和蒙曼、纪连海、阿忆、康震、郦波这些文化

名人在电视上单挑，比赛答题，谁将获胜？通过江西卫视今年暑期以传播国学为
宗旨的文化竞智答题类节目《挑战文化名人》的12次尝试，结果是文化名人取
得8胜4败的成绩。这个结果是否出人意料呢？

日前，该节目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嘉奖，认为其“内容丰富，答题过
程激烈，既展示了文化名人和选手深厚的文学艺术功底，也通过一问一答的方
式传授基础知识，传播传统文化，让观众重温深藏心底的文化记忆”。

这档节目中的题目与我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每期问题百余个，内容上
至天文，下至地理，知识涉及历史传说、神话典故、文学名著、诗词歌赋、历
史人物与事件等。在选手遇到难题时，文化名人会在答题结束之后，为选
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解。当选手答对题目时，文化名人也会进一步考
察选手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节目中有不少趣题，如：“床前明月光”是李
白的千古名句，其中“床”指的不是李白的睡床，不是放墨宝的书案，而
是井台上的围栏；历史上的武松与武植（武大郎）的年龄竟然大约相差
250岁；“孟母三迁”的典故中，孟子的妈妈最后把家搬到了哪里？正确
答案竟然是校区。《挑战文化名人》还搭建了传统文化爱好者与文化
学者互动交流的平台。纪连海在节目中“独孤求败”，最后一期
如愿以偿，败给了自己的学生。纪连海坦言：“愿做垫脚石，推
广文学，为后代奠基搭桥。”

上亿投入、海外引进版权，这曾是各大卫视趋之若鹜的
综艺模式。江西卫视独辟蹊径，以一档制作经费比较低廉的
原创性非明星类文化竞智节目，探得了专家们的文化实
底，也警醒了民众传统文化知识储备下滑的现状。据介
绍，节目组曾向国内近百名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发出
邀请，“最终能登上擂台的文化名人，确实是抱着一颗
普及国学的拳拳赤子之心。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儿，被
草根逆袭，不是好受的事，但他们都表现出大家风
范，与草根共勉。”蒙曼自言“我爷爷就是中医，中
医题没答出来，真丢脸！”但她表示，一辈子都会记
住“胃之关”是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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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好诗词

中华好诗词》“》“大学士
大学士””赵忠祥

赵忠祥（（左左））和明星嘉宾左岩在

和明星嘉宾左岩在签售签售

翼 三 人 分 别 导
演 的 北 京 曲 剧
《 四 世 同 堂 》
等，田沁鑫导演
也在 2010 年将该
作品搬上了话剧舞
台 。 田 沁 鑫 导 演
说 ， 把 3 卷 本 的
《四世同堂》改编成
话剧确实不易，“就
像是在人家丰收的果
园里摘果子，必须懂
取舍、重挑选，才能
把最好的呈现出来”。
这部话剧于 2010 年 10
月底在台湾中山纪念馆
首演，4 年以来演至台
北、北京、香港、澳门
等 38 座城市，演出总票
房 超 过 5000 万 元 人 民
币。今年年初，北京市曲
剧团在北京、保定、重庆
巡 演 了 第 三 次 复 排 的 该
剧，京腔京韵传递京味，
也很受欢迎。

不过，相对于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就已经被改编成电
影和话剧的 《我这一辈子》
《方珍珠》《龙须沟》 等其他
老舍作品，《四世同堂》 的多
元传承并不是那么顺利。“新
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当时的文
学评价尺度和欣赏尺度，使得
《四世同堂》在出版和传承上受
到影响。”舒乙称，周扬曾要求老
舍先生修改这部作品内容，以便
适时出版，但老舍只对个别字词
和标点进行了简单修改，所以《四
世同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
到大范围传播，直到改革开放后，
文艺指导思想改变，尤其是 1985年
《四世同堂》同名电视剧的首登荧
屏，很多人才惊讶地发现《四世同堂》
的存在。此后，观众们才得以看到《四
世同堂》多种形式的上演。

“很多观众对该剧有着特殊的情
感，在首都剧场的展演已是第12度在
京演出，现场仍然座无虚席。”田沁鑫
说，《四世同堂》写于抗战时期，但其经
典性、深厚性以及巧妙的改编使得该剧
常演常新，“虽是旧时的故事，但是幽默
又不失现代的语言风格，消除了跟现代
观众的时代‘时差’，又让传统的根脉随着
剧情的起承转合深入人心。”田沁鑫说。

影视戏曲共融中不忘当代意义

“在话剧的改编过程中，我时常思考如
何让观众们重新呼吸当年北平的空气，如何通过观看表演
了解民族的痛史和民族的文化之根。”田沁鑫说，“人民艺
术家”老舍在 《四世同堂》 里写尽京味百态，“我们在改编
时既要兼顾原著的文学性和话剧、曲艺等的特有表现形式，
又要尽力融入新技术手段，在封闭式的舞台上呈现出当代的意
义，让观众看到一台既熟悉、又新鲜的大戏。”她表示，《四世
同堂》 是一部由头到尾描写抗战的巨著，深度解读了北平 77年
前的荣辱沉浮，在当代的改编中“也不忘探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
德和行为因素，挖掘国人思维模式背后的文化立场，引导观众审视
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

舒乙也告诉笔者，《四世同堂》的舞台形式很丰富，其当代意义
“不言而喻”。作品中大量的细节均控诉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
民族的罪行，甚至在当时就被日本进步人士评为“日本反战的人生教
科书”。小羊圈胡同是当时中国的缩影。“老舍先生在作品中表现了民族
觉醒的全过程，并从文化角度分析人物，较早显示出文化决定一个民族前
进或落后的关键作用。在当代再次品读或者观看这些舞台艺术形式，我们能
深刻体会到先进文化才是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可轻视的因子。”

快
而不乱、慢

而不断的扬州弹词，
唱腔轻盈、细腻圆润的四川清

音，善于叙事、生动风趣的绍兴莲花
落，音质浑厚深沉、富有草原韵味的乌力格尔
图道，节奏短促、说唱性强的潞安鼓书……各
式民间曲艺一直活跃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
并在源远流传中形成风格多样的地域性和民
族性。如今，50 余个不同地域的曲艺品
种，将于9月17日至26日在北京民族文化
宫大剧院进行“向人民报告——庆祝新中
国成立65周年暨说唱中国梦优秀曲艺节
目展演”，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500 名老、
中、青、少四代曲艺工作者们将欢聚一
堂，展现乡音乡韵、乡情乡趣。

此次连续10天的展演分
为 “ 越 来 越

好
”中国广

播 艺 术 团 专 场 、
“江南曲美”江苏专场、

“蜀风蜀韵”四川曲艺专场、
“晋情快乐”山西曲艺专场等共 10
场，上百个特色鲜明、制作精湛的
节目将亮相舞台。其中，既有讴歌
时代楷模和民族精神的《念奴娇·追
思焦裕禄》《梅兰芳·蓄须明志》，也
有描写小人物生活状态的 《出租车
司机》《麻将人生》；既有强烈地域

色彩的《外婆桥》《夸宝丰》，又有歌颂
祖国的 《鼓舞中华》《光辉历程》。“我们力求用
多样的题材、丰富的曲种，为百姓说唱，为大家
带来欢乐。”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董耀鹏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演活动创造了中国曲
艺家协会近年来组织的主体性活动中参演院团最
多、参演人数最多、参演场次最多的纪录。

“中国曲艺家协会曾在 2009年、2011年开展
了以‘向祖国报告’‘向党报告’为主题的曲艺
展演周，这次‘向人民报告’展演是上述主题活
动的延伸和深入。”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
说，“从事曲艺工作的人是一群非常可爱的人，
他们把与老百姓面对面的演出当成最大的舞台，
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我们将用自己独特
的方式，向党、向祖国、向人民献
上自己的礼赞。”

曲艺唱响民众心声

曲艺唱响民众心声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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