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责编：杨 鸥 邮箱：hwbwyb@sina.com

2014年10月14日 星期二文学乡土

《中华好诗
词》 是河北电视台的
文化综合类节目；我某日在家
中吃晚饭时，手持遥控器反复搜寻，
无意间发现这档节目，随即被吸引了。以后我
便成了它的稳定观众。再以后，竟作了两期《中
华好诗词》的现场嘉宾，与制作该节目的年轻
人们交流过一些看法。对于他们在如今一味追
求收视率、唯广告商马首是瞻的电视文化现象
泛滥的情况之下，肯为传播中华好文化兢兢业
业、齐心协力的精神心生敬意。

电视机本身是一种家电产品。由于其问
世以来、必然地成为比报界影响大得多的、
人类社会全方位的、声像同步的信息载体，
所以使电视台具有了社会公器的性质。进言
之，不了解不承认这一点的任何人，是不太
可能既在经济效益方面经营好一家电视台，
同时又对社会公众负起社会公器之所以为公
器的责任的。

电视文化所传播的信息内容，虽然关系
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内容的传播，
却始终是各国各电视台的极重要的内容。缺
少了这一内容的电视台，不论经济效益多
好，那也还是算不上办得好。

文化是大的概念，娱乐节目是电视文化

不可忽视的内容。甚至也可以说，作为社会
收视公器，忽视娱乐内容是不完整的、片面
的电视文化理念。

在考虑到电视文化的同时，也考虑到这
一社会公器如何成为社会益器，并且宁愿承
担起使之成为社会益器的使命——有无这样
的思想与理念，决定了哪一电视台有 《中华
好诗词》 一类节目出现，而哪些电视台千呼
万唤始不见，一味只在“娱乐”二字上折腾
不休。

须知，使公器最大程度地变成“娱乐公
器”，绝不是电视文化的良性发展方向；只有
使公器主动地承担社会益器的责任，才是最
广大受众乐见的、健康的、可持续的、前途
更加宽广的发展方向。

以为娱乐是电视受众的第一选择的判
断，乃是身在误区的判断。电视收视率的降
低，受众的减少，并非主要由于电视从业人

士们在制作娱乐节目方面还不够挖空心思
——首先是由于网络文化现象的冲击，

手机文化现象的冲击更是有目共睹。
其次，是由于某些电视从业人士轻

率地放弃了在“文化”这一概念
之中仍可以有所作为的信心，将

好节目的概念缩小成了“最娱
乐”的节目的偏狭概念；所

谓作茧自缚。不但缚己，
还企图缚更多更多的观

众。
而在“文化”这

一概念中，究竟能
否制作出也很受

观众喜欢的节

目呢？
回 答 是

肯定的：能。
河北电视台的 《中

华好诗词》 证明了这一点。中
央电视台的《汉字听写》也证明了这
一点。

《中华好诗词》苦心孤旨地在节目中融入
了夺冠元素，力图使之寓乐于文化传播；《汉
字听写》 同样融入了夺冠元素，节目本身决
定了其不可能具有多么强的娱乐色彩，却也
同样吸引人。

我并不认为以上两档节目都是完美的节
目。同时我认为，对于电视文化而言，根本
就没有什么所谓完美的节目。

也许，正因为电视节目注定了乃是不可
能达到完美的节目，才使唯收视率观点，唯
广告收益标准成了界内的不二标准、“硬道
理”。

《 中 华 好 诗
词》、《汉字听写》
这一类节目，是力
图将社会公器变为
社 会 益 器 的 节 目 。
对中国电视文化的
发展，对引领观众
特别是青少年观众
进入比娱乐视域更
开阔也更有益于丰
富知识、激活感性
思 维 脑 区 这 一 点
上，具有着值得继
续 深 入 研 究 、 探
讨、总结经验、进

入电视文化新天地的示范性、启发性。
说到激活青少年感性思维区——这又恰

恰是我对以上两档节目仍有期待的方面。
现在看，《中华好诗词》 也罢、《汉字听

写》 也罢，所比所赛的，都还是青少年们的
记忆能力。具有超强之记忆能力像具有其它
一切优秀能力一样，也是幸运的和令人羡慕
的。但中国之青少年们的脑功能，一向所运
用的往往便是记忆力，甚至唯是记忆力。在
缜密的理性逻辑思维和活跃的丰富的感性思
维方面，却往往运用不够，疏于被训练和自
培养。《中华好诗词》的参赛者们，记住了那
么多好诗句的同时，也了解了较丰富的相关
知识。从那些相关知识中，节目编导者们能
够归纳并提出“活的”问题吗？

如：可以说中华好诗词是博大精深的吗？
若回答可以，那么何以证明？
这种“活的”区别于记忆力考问的问

题，会促使选手们现场快速地进行高级于记

忆 能
力的脑区反
应 ， 作 出 “ 活
的”体现思想能力的己
见性回答。那么，节目现场所
呈现的，也就不仅仅是记忆力的比
赛，同时还有思想火花的闪射了。

《汉字听写》几乎是中学字词默写课堂的
节目化。区别于课堂默写的意义是毋庸置疑
的——正确与错误的写法通过电视的传播功
能，将使电视机前的一切年龄的识字群体加
深印象。

但，若想到中国许多汉字是有文化基因
的，其文化基因是有演变史的；并且，许多
汉字在被“创造”之初，折射着古人的思想
方式，甚至折射着古人的颇具哲学意味的思
想意识——想到这些，我们就难免对仅仅胶
着于记忆力比赛的这一档节目有颇不满足之
感了。

我觉得——记忆力比赛虽是此类节目不
可或缺的元素，若能也加入相关知识的传
播，节目则会更好。若还能呈现“活的”认
知思考的回答、交织、碰撞，则好上加好。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贵州电视台的一档节
目《让世界听见》。

自从 《中国好声音》 播出后，许多电视
台都出现了同类音
乐节目。这些节目
有其共性——通俗
的 流 行 的 唱 法 为
主，摇滚才是气场
充足的歌风。

而 《让世界听
见》 不同，参赛歌
手们所唱大抵是民
族歌曲。我无意间
看 到 的 那 一 期 节
目，歌手们所唱的
还是集体前往西藏
采风后的自创性歌
曲 或 传 统 民 族 歌
曲。

中国是多民族
国家。兄弟民族的歌曲魅力长久。然而民族歌
曲的呈现平台在电视音乐节目却日渐边缘了。

《让世界听见》再现了民族歌曲的动听美
点，因而像 《中华好诗词》 一样对电视文化
具有示范性、启发性。

令我不解的是——它穿插了未免太多的
花絮，加上广告时间，大约2/5的内容被占去
了。尤其不解的是其淘汰方法——每位歌手
都无一例外地接到参赛通知了，并且都按时
报到了；这时他们才被告之，六人中将有一
人按“淘汰”规则不能上场演唱。于是他们
分别被关在小格子间里，期待着助理主持人
的通知。所穿插之花絮，无非便是选手们忐
忑不安的情形——下一位上场的是谁呢？被
如此无情淘汰的竟会是我吗？

我个人无法作出统计，故无法知道在喜
欢这一节目的观众之中，期待着听到歌手们
演唱新民歌的人数是多少？而巴望着看到歌
手们纠结不安之表情的人数又是多少？

如
果 居 然 后 者
居多，我便很有几
分替这类音乐节目感到悲
哀了。如果毕竟还是前者居多，
那么我想不明白节目设计人士们又是
何必？

我虽是无意间搜索到了这一节目，但立
刻喜欢上了。

一些多么年轻的歌手呵，一些多么热爱
歌唱的歌手呵，又是一些多么具有歌唱天赋
并且多么敬业的歌手呵——他们集体深入藏
区体验生活，激发灵感，自行创作；都进行
了充分的准备要声情并茂地献歌于人们……

作为观众的人们仅仅欣赏他们的歌声真
的不够吗？非得看他们形同被捉弄的样子才
能大获视听满足吗？

我相信那样的人是有的。但即使有，一
档原本对电视文化具有示范性、启发性的好
节目，非要靠迎合那样一些人的心理满足才
算成功吗？若不迎合，收视率真的就会很惨
吗？

我是绝非排斥文艺之娱乐元素的。为了
多吸引一些人们的眼球，有时挖空心思插入
搞笑元素，也是我极能理解的。

但——若以为一味地迎合更大程度上是
一种自我想象出来的观众心理便是收视率的
万应灵丹，此种节目设计理念却是我一向保
留疑义的。

《让世界听见》 这一档节目，依我想来，
因其所具有的好节目的示范性、启发性，是
应该在电视音乐节目史上记下一笔的。

难道，在那些青年歌手们深入生活、采
风创作的过程中就没有什么令观众开心一笑
的事了么？有节制地剪辑成花絮，不是比让
观众看到他们接近于被捉弄的不知所措更有
满足娱乐的品味吗？

我希望《让世界听见》有所改变。改变之，
我将更喜欢它，对它在传播民歌魅力方面的作
用更起敬意。如今，对于高官们的政绩的考察，
已不单以 GDP 指标作为依据了。单纯 GDP观
点的政绩导向，其危害也已获得共识。

同样，我认为对于电视文化，单纯收视
率观点也会将电视文化引向歧途。

如果不但承认电视台是承载电视文化的
社会公器，也承认由公器向益器的发展是良
性发展，那么，一切电视从业者，首先是各
电视台领导者，内心里就应有这么一种理念
——勿使公器最大程度上变成娱乐之器，那
将会使电视文化日渐滑向穷途末路。

娱乐是人类天性，也是人类文化、文艺
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但超越娱乐满足同样
是符合人类天性的，更是人类文化、文艺延
续至今，至未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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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是泰山日出
一横是长城脊梁
一竖是珠峰挺立
一提是昆仑莽莽
一撇是滔滔黄河
一捺是滚滚长江
飞白是江南缤纷的
花雨
红印是塞北成熟的
高粱

大写的中国
气宇轩昂
一笔一画神采飞扬
你我挥毫泼墨
奋笔疾书
美丽中国永远
傲立东方

大写的中国
黎 宇

国庆节前，去梁晓声先生家取稿子，正
逢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工作人员向身为中央文

史研究馆馆员的梁晓声庆贺生日，梁先生
穿了一件红格子衬衫，神态平和淡定。

梁晓声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与共和国一
同走过风风雨雨的历程，始终关注祖

国的命运，关注社会现实，用手中
的笔表达自己的思考。

最近梁晓声推出随笔集《中
国人的淡定从何处来》，解读

中国现实中与大众息息相关
的各个热点，提出应对现

实问题的一种思路，力图为人们立足社会寻找
启示；他在激情与理智的交织中，告诉大家认
知当今中国的诸多感受，强调淡定的人生就是
来自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梁晓声告诉笔者他现在正在写小说，准备
写10个当下题材的短篇小说，然后出集子。严
重的颈椎病使他写作起来很吃力，他写作依然
用手写，不用电脑。每天他还要接待各种来访
的客人。他表示自己对知青题材作品要打住不
写了，已经写了不少这方面作品。他认为知青
有两种人，一种是经历比较顺达，把知青经历
当作历练，另一种是人生一直不顺，返城后经

历下岗、内退，处在人生的低谷。把这两种人
合起来写才是完整的，只写一方面不完整。自
己会写到艰苦的一面，但不只写艰苦，还要反
思，通过知青命运反思那个时代。对于当下，
梁晓声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
腐败现象超乎想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曾
在政协会上提出：中国必须与腐败决一死战。
十八大以后，反腐败力度加大，中国的许多方
面发生了变化。他一直是时评和文学两支笔兼
用，过去他写时评比较多，现在回到文学。

梁晓声有时也涉足影视，他认为写电视剧
要承载作家对世道人心和价值观的看法。

梁晓声：兼用两支笔
杨 鸥

如今，一谈到中国文学，很多海外学
者、译者和读者会如数家珍地罗列出孔
子、孟子、老子、庄子、红楼梦、鲁迅、
三国、巴金、莫言等众多优秀的名家、名
作。然而，鲜活地反应出中国当代样貌的
青年作家作品在海外虽逐渐得到翻译家的
关注，但仍有较大的海外开掘空间。为
此，文化部在近期实施第二期“2014 青年
汉学家研修计划”期间，与中国作家协会
合作实施了“中国当代作品译介研修对接
计划”，邀请李洱、张悦然、阿乙等11名中
国当代文坛非常活跃的青年作家，与人民
文学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等出版机构负责人以及 19 名有翻译能力的
青年汉学家一起进行研修学习，吸引更多
的海外青年汉学家和出版机构致力于中国
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与出版工作，让反映
中国当代人所思所想与梦想追求的当代文
学更加迅速、扎实地在海外落地开花。

作家：克服作品对外翻译的失衡

11 位青年作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分
析了眼下中国作品在海外推介上的问题以
及自己的创作困惑。作家李洱指出，“像史
铁生等表现理性、知性生活的作家进入海外
传播时比较困难。”他说，“但要知道上世纪
90年代以后汉语的进展，要知道中国人现在
已经可以怎么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对中国人
的经验进行辨析，想了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
这一面，就有必要了解这类作家。”

张悦然则根据自身经历分析了当代作

品
在对
外 翻
译 时 对
短 篇 小 说
重视不足的
局 限 ， 她 坦
称，自己之所以
能成为第一个入
围弗兰克·奥康纳国
际短篇小说奖的中国
作家，“并不是因为我
写得好，是因为几乎没有
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被
翻译成英文。”眼下当代作品
的对外翻译大多集中在长篇小
说，出现失衡现象，但优秀的当
代短篇小说也给人一种享受，也需
要不同的推广方式。作家崔曼莉称，
任何一个好的作品都必须经得起多个
文明的检验，如果只经得起一个文明的
检验，不是最好的艺术作品。她认为这样
的标准也应放在文学的创作上。

出版：加大推广力度

对于走向海外市场的中介——出版方
而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介需要加大推
广力度。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
刘乔坦言，翻译、版权、推广活动都是市
场必不可少的环节，要“争取到版权条款

的最大合理性，保
证作者最大权益。”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总
经理黎波说：“我们
也努力跟国外的翻
译家沟通交流，把
中 国 市 场 的 变 化 、
中国的作者特别是
网络作者以及新作
品 介 绍 给 翻 译 家
们。让他们在介绍
的同时，能够有更
准确、更吸引人的
翻译，便于西方的
读者了解中国。”

加拿大枫叶出

版
社
社 长
桑 宜 川
指出，当
代中国题材
的中文版、西
文 版 书 籍 中 ，
实用性、生活化
很好卖，文学作品
的读者明显少得多，
当代文学作品要“在欧
美主流读者群体里获得
更多的青睐，需要走很长
一段路”，他表示愿意协助文
学作品在加拿大翻译出版。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梁
鸿鹰表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

“走出去”力度还远远不够。这涉及
到各个环节的问题。他希望当代作
家、中外出版社和翻译家加强交流、对
接，推动当代文学在海外落地开花。

推动
当代文学

在海外落地开花
黄 盛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举办的
徐兆寿长篇小说《荒原问道》研讨会
日前在京举行。小说描摹了中国自
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两代知识分子
的精神历程。与会的评论家认为，这
部小说涉及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
追寻、放逐、发现、成长、磨砺和内
省，探索知识分子的苦难、中国文化
的命运、中国人的信仰等一系列大
的命题，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
神史，一方面接续了以往知识分子
思考的主题，另一方面开启了新的
方向。小说通过知识分子的精神困
境表现了人类的精神困境。

由中华诗词学会和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周笃文诗词论丛》首发暨周
笃文先生 80华诞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周笃文是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国韵

文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是
著名诗词家和宋词专家，主编《全宋词评注》10卷，出版各类诗词专集、

选集、研究赏析著作十余种。近20多年，他广泛参与多种弘扬传统诗
词活动，为传统诗词的普及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周笃文诗词论

丛》是周先生以毕生精力撰写的诗词研究文章，所收文章跨度长
达半个多世纪，内容涉及诗词文献考证、诗词历史事件、作品的

钩沉抉微，诗词史学、美学专论、诗史人物及风格流派研究，以
及诗词社会学、教育学等内容。求真、传道，以诗词之美，弘扬

国学、教化人生，是周笃文著作的基本思想内核。中华诗词
学会会长郑欣淼认为周笃文是当代诗词创作和研究的一

位大家、一面旗帜。

《周笃文诗词论丛》座谈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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