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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心声网友心声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想看更多的武亦

姝？中央文件大力支持！》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想看更多的武亦想看更多的武亦

姝姝？？中央文件大力支持中央文件大力支持！》！》

网友“感恩的心”

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
物质财富没有精神财富衬托，那是没有根基的财富，
只有以传统文化来传承“中国梦”才能真正将其实
现！为中华伟大复兴点赞，加油！

网友“Ann”

希望多办这样有深度又不失活力的节目！这样的
节目让人看完就想拿起一本书来阅读！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美国鹰派新防长美国鹰派新防长，，

居然对中国如此低调居然对中国如此低调？》？》

网友“Aric”

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是一手“攘外必先安
内”的做法啊！

网友“杰克唐僧”

诗词大会的节目上就说到，中国人自古以来习惯
于用时间来检验一切。听其言，观其行，做好我们自
己更重要。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受伤的总是穿山受伤的总是穿山

甲甲》》

网友“二详”

七十多年前，我听长辈说起广西人吃猴脑，有无
法言表的紧张和恐怖。而后，一生厌恶此类野蛮行
为，以至于在十多年前暴发的那场“非典”浩劫中，
听到“非典”可能源于果子狸，深感悲哀。为了人类
自己，为了我们这个地球村的生灵万物，请不要伤害
人类的朋友，可以吗？！

网友“澄澄和胖胖”

我小时候还真见过一屋子穿山甲，是警察破获一
个盗猎团伙后缴获的吧，还没来得及放归山林。当年
我去公安局玩正好碰上，就好奇地透过窗户开了眼
界。不过那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了，希望穿山甲还
能够在家乡的深山老林里自由自在。

境外热度境外热度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贸易战与中美经贸贸易战与中美经贸

合作主流不符合作主流不符》》

被路透社、金融快报、CNBC、澳洲金融评论等转引

随着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国内外社会开始
密切关注这位“新官”上任之后的“三把火”，其中，
中美会否爆发贸易战成为焦点。彭博新闻社网站 1月
23日报道称，随着抨击中国的特朗普作为总统入主美
国白宫，一些分析人士开始拟定名单，看看一旦全球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爆发紧张局势，谁将从中获益，谁
将受损。

对此，专家指出，当前，中美经贸往来保持了总
体向好的态势，贸易战与两国经贸合作的主流并不相
符。事实上，一旦两国爆发贸易战，中美经贸发展都
会受到负面影响，最终两败俱伤，还会殃及其他国
家，损人不利己。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望海楼””文章文章《《该跟该跟

TPPTPP说再见了说再见了》》

被香港商报、Yahoo新加坡、日本时报、南非时报、

Businessworld India等转引

看到美日围绕TPP的纠结，中国更加坚定本国参
与和促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决心。

首先，中国坚定认为，各国的经贸政策应符合时
代发展潮流。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命运共同体。在经贸领域，逆潮流而动、搞“零
和博弈”、小团体利益至上的做法都只会损人而不利
己。各国应共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栏目编辑：李 贞）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台湾多了个共产台湾多了个共产

党党》》

网友“天剑”

多一个亲大陆的政党不会解决两岸问题，却是给
了台湾当局一个耳光。民意的翻转太快了，套路用多
了，大家都看明白了，执政的理念不是为了全民，早
晚会被民众抛弃。

网友“硕硕Speaking”

经过八年发展的台湾，现在因为民进党上台执政
而经济快速下滑，滑着滑着，他们就知道大陆的实力
是多么强大，也该清楚只有两岸和平、接受“九二共
识”是唯一的选择。

春节过后第一周，由中央电视台推出的 《中国诗
词大会》 第二季这一文化类综艺节目彻底火了。在微
信上，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等各大媒体账号，
都在发布有关节目台前幕后的消息。在新浪微博上，

“中国诗词大会”的话题阅读量超过了1亿次。特别是
在2月7日节目总决赛播出后，关注热度达到了顶峰，
参与节目的众多选手，也都成为了新“正能量网红”
的代表。究竟这档节目有何魅力，其在网络上引发的
讨论热潮又给社会带来了何种影响呢？

火爆与好评

“这才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们全家老少一起看
完了《中国诗词大会》。”“真佩服选手们的诗词储备，
看得激动！”这些新浪网友的留言，满是对《中国诗词
大会》的赞誉之词。“好像很久没看到一档国内原创的
电视节目，能达到几乎‘零差评’了。”网友“Sue”
如是说。

的确，《中国诗词大会》举办两季以来，可谓是难
得的同时收获了收视率与好口碑的综艺节目。第一季
首播时，收视率就达到了全国第四位。今年播出的第
二季借助央视这一强势平台，又占据了春节黄金档的
十余天强势档期，收视率更是飞速飙升。酷云网数据
显示，第二季总决赛一场比赛，甩开众多热门节目与
剧集，收视率破1，市场份额超过第二名30%。

而除了收视率高，节目更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在
豆瓣网上，两季节目评分均超过 8分，网友盛赞其为

“综艺节目中的一股清流”。更有节目的忠实粉丝
“Ltt”表示，“每期都跟，每次都记笔记。空闲里，包
里常塞一本语录体诗词，就像读古人给你发送的一条
条短信一样有趣。”

在微博上，不仅普通网友纷纷留言关注，一些知
名“大 V”也出言点评节目。上海主持人曹可凡在微
博上表示，《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类节目点爆收视热
点，成为现象级电视节目，给荧屏吹来一股清新之
风。同时，这样的节目也给电视人带来深思与启迪：
我们不该将宝贵荧屏资源供手让给那些粗俗无聊，浪
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爆米花”节目，以博得些许廉
价掌声，换取毫无意义的虚假收视。

才华与感动

节目的火爆，带来的是各位参赛选手的人气高
涨。勇夺第二季 《中国诗词大会》 总决赛冠军的，是
来自上海的“00后”高中女生武亦姝，她在节目中的
淡定从容，“圈粉”无数，被网友们盛赞为“满足了对
古代才女的全部幻想”。豆瓣网友“弥呀”称，“被武
亦姝妹子圈粉，一种波澜不惊、古典高冷范儿，是个
妙人！”

各大媒体网站对武亦姝的追捧也持续升温。截至
2月 8日晚，在百度上搜索“武亦姝 中国诗词大会”，
相关结果超过 3万条。尽管赛后武亦姝及其家人婉拒
了各类采访，但在网络上 《北京晚报》 的 《武亦姝夺
冠之后愿求“常清静”》 等文章，仍然吸引了大量关
注。

而除了武亦姝这样的“才女型”选手成了新晋
“网红”，许多参赛选手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腔热

爱，与苦难不断斗争的
毅力，也成为了媒体深
度挖掘的对象。观察者
网推出文章 《她出现在
昨晚<中国诗词大会>
上 ， 诠 释 了 真 正 的 诗
意》，介绍了两位出身
平凡但挚爱诗歌的选手
的故事：40岁的河北邢
台农民白茹云以及65岁
的内蒙古农民王海军。
文中写道：“这些人，
都是迫于生活的无奈而
远离书桌的农民，他们
经历了艰难困苦，却始
终乐观，不曾放弃自己
的梦想，这是真正的热
爱。”

像白茹云、王海军
这样选手的参赛，一方
面让社会大众知道了诗
词与普通人的生活并不
遥远，另一方面也是传递了温暖与感动。网友“红松
林海”表示，“一些选手的坎坷人生，离不开诗词给予
的慰藉和激励，深深打动了我们。”解放日报、人民日
报、新华社等微信公众号上，也都发布了介绍节目中
人气参赛选手的文章，获得了不错的阅读量。

除了选手们“红了”，节目的几位点评嘉宾以及幕
后工作人员也都有了各自的粉丝。网友“王绥”开玩
笑说道：“答什么题啊！让康震老师和王立群老师一直
讲下去好吗！”微信文章《“中国诗词大会”：繁华落
幕，速去读书！》中，就介绍了包括总导演颜芳、“幕
后导演”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家李定广以及出题
节目组等共同保障节目精彩呈现的“幕后功臣”，此文
章也收获了“10万+”的阅读量。

文化与自信

无论是网友们对节目的高评价，还是对参赛选
手、嘉宾以及节目幕后的关注，实际上都反映出了社
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了解欲望。事实上，在今
年 《中国诗词大会》 火爆荧屏之前，已经有过 《中国
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等
一系列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节目，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这些节目改变了以往文化宣传高高在上的
姿态，而是创新形式、寓教于乐，润物无声地令传统
文化获得了当代观众的认可。

另外，节目还使得不少观众增加了对传统文化的
敬畏之心，更是树立一种文化自信。网友“夏有”留
言称，“理解古典诗词，融到自我人生，是最有意义的
方式，这次大赛为此做出了努力。”网友“美好”表
示，“期待全社会能由之激发起一种发自内心、出于真
诚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崇。”网友“似水在流年”
的体会则是，“全程看完，感受到中华文化是意象里的
中国，是诗词大会的中国，这背后是全体黄皮肤的中
国人！这是我们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根和标识！”

而由于节目中许多取得优异成绩的参赛选手，都

是年纪轻轻的学生，这也引起了有孩子的家长，对语
文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网友“悠然”说，自
己8岁的儿子居然这么喜欢看这个节目，“真是令人欣
慰！感觉小伙子有潜力！”网友“小陈”则表示，
“ 《中国诗词大会》 是一个适合全家观看的节目，如
果能形成全家一起探讨学习的氛围，是乐事一桩；如
果成了考孩子、徒羡慕，则可能会给孩子们形成阴
影。希望大家善用资源，让诗文带来好心情。”

许多媒体也以诗词大会节目为契机，探讨了如何
更好地对学生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澎湃新闻
联系到了武亦姝所在高中复旦附中的语文教研组长、
语文特级教师黄荣华，与网友们直接问答，收到了来
自网友的130余个提问。黄荣华认为，“作为一名优秀
的高中生，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版图’有多大。
否则，会影响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文化表现力以及
对传统文化的鉴赏能力。学生应在古诗文教育中，感
知生命与周遭事物的关联，更重要的是，自觉形成文
化史的概念。”人民日报微信推送文章《武亦姝诗词大
会夺冠，母校特级教师感叹：应试夹缝传承传统文化
有多难？》，也整理了黄荣华的相关采访，指出“‘应
景’地教一教、背一背，不是真正的古诗文教育”。

此外，从中央提倡的“树立文化自信”层面看，
微信公号“学习小组”推送了文章 《想看更多的武亦
姝？中央文件大力支持！》，从诗词大会的火爆关注到
近期两办发布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指出这个《意见》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
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文章
认为，“中国，诗的国度。诗词，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继承它们，需要好的节目，也需要‘偶像’。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必然需要，也必然伴随文化复兴。诗词大
会和武亦姝的火，时代需要，时势塑造。没有诗词大
会，也会有别的大会，没有武亦姝，也会有李亦姝、
王亦姝。”

能够在这一层面上，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做出贡
献，《中国诗词大会》的影响和意义显然更为深远。

网友热议《中国诗词大会》
本报记者 李 贞

网友热议《中国诗词大会》
本报记者 李 贞

图为主持人与嘉宾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录制现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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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 ， 是 农
历的正月十五，也是
中国传统节日“元宵
节”。过完了这一天，
才算真正结束了春节
假期。

而在中国不同的
地 域 、 不 同 的 民 族 ，
迎接元宵节的庆祝活
动也都大为不同，各
具风味。

▲元宵佳节临近，贵州省
从江县加勉乡党翁村苗族同胞
身着民族盛装载歌载舞，表演
山乡特色民俗节目。图为苗族
同胞在吹芦笙。

吴德军摄 （人民图片）

▶ 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南
安 头 村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 灯 笼
村”，村里 100 多户农民从事灯
笼制作。临近元宵节，村民们
加紧赶制多种造型花灯，供应
节日市场。

图为村民在仓库里查看花
灯。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