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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开年大戏选择了历史剧《于成
龙》，意味深长。

电视剧《于成龙》以层层递进的叙事节奏，
紧紧围绕廉吏于成龙从七品芝麻官做到两江总
督这一封疆大吏的主线，表现了主人公从为百
姓处理芝麻小事，到主理影响国家政局的大事，
高举“天理良心”之正气的历程。全剧脉络清
晰，剧情紧凑，高潮迭起，大气磅礴，一改拖泥带
水和节奏缓慢等国产剧常见的问题。官场中的
坎坷，主持公道的艰难，为民伸张正义的凶险，

“待民要宽、治吏当严”的为官主张，以及家国情
怀的忠贞……这些戏剧冲突都紧扣于成龙为官
的生命历程、人生追求，展现了人物命运的跌宕，
更突显了主人公“为政以德”的精神追求，生动诠
释了他以民为本、勤政清廉、敢于担当的官德。
剧的主心骨立住后，全剧又庖丁解牛般地对每一
个矛盾冲突进行丝丝入扣地展开，君臣佐使，主
次分明，使得整部电视剧张弛有力。

于成龙大器晚成，直到45岁才以明经谒选
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罗城县知县。此后，他足
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皆有政声，为康乾
盛世的到来开启了革弊风清的时代风尚。于成
龙人格的形成离不开他在价值观形成阶段所
受的文化教育。剧中，于成龙告别家乡赴罗城
履职的重头戏不是乡亲们的欢呼送别，而是临
行前永宁书院邢先生和母亲的重托。邢先生
把自己的心血所得《论语别叙》赠与于成龙，并
教导他：半部《论语》治天下。要始终恪守儒家
思想的教诲，事事当思为人做官之道，以仁爱
之心待人。

读了近40年书的于成龙从小耳濡目染儒家
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的思想，释家积德行善、因果
相报的信念，加之于成龙生长于国家社稷饱经动
荡之时，深切忧患百姓离乱之苦，使其始终恪守

“天理良心”这四个字的为官理念。于成龙改革
盐务，修复城池，缉盗捕匪，平冤狱、免徭役、纳流
民、开荒田，乃至创办养济院等作为，其为官的宗
旨就是心系百姓，造福百姓，为民请命，面对权贵
不卑不亢。于成龙的担当诠释了“廉政”一词的
深刻涵义，他的“廉”不仅是自律，更是冒着丢官
甚至被杀头的风险千方百计地为老百姓干事，这
是有责任担当的廉，是坚信邪不压正的廉，他的
廉与为官贪者、与为官“只廉不政”的明哲保身者
形成了鲜明对比。时势造英雄，一代廉吏于成龙
的出现还离不开当时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剧
中的康熙，作为背景人物戏不多，表面上看是很
次要的人物设置，其实是全剧隐形的关键人物。

“天下廉吏第一”是康熙帝给予于成龙的赞誉。
正是康熙开明治国的良好政治氛围，廉吏才能脱

颖而出且被重用。
《于成龙》这部电视剧没有用天价片酬请来

的当红明星，看不到剧中人物违背历史描红画眉
的现代流行妆容。导演的功力与艺术自信，实力
派演员的出色演技，加上先胜一筹的剧本基础，
使该剧成为高水平的历史正剧。《于成龙》拒绝戏
说，不刻意追求和强化人物情节的传奇性，是史
传精神的一次回归，让观众感受到历史剧的一股
清流。这部弘扬民族正气的历史剧用好口碑和
高收视率告诉我们，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不能靠
历史虚无主义的戏说与消解，更不能丢掉民族文
化内核而符号化地嫁接他者价值观。我们向世
界输出优秀中华文化，依靠的是如《于成龙》这样
充满浩然正气的优质文艺作品，而不是靠胡编乱
造和粗制滥造来虚无历史。我们期待更多这样
有民族文化担当、坚守艺术创作底线、弘扬民族
正气的正剧不断出现。

历史剧的一股清流
——评电视剧《于成龙》

◎高小立

四川青城山石刻“大道无为”被网友错认
成“采药超人”，一夜之间成了“网红”。尽管
此事晒到网上是出于“讨教”，并且得到了博
物杂志官方微博的正面回应，但仍然让人忍俊
不禁。随后，许多错认的例子也被扒了出来，
比如“勤能补拙”被误读为“杜甫能动”等等，一
个个误读令人脑洞大开。或许，其中不无网友
自嘲戏谑的成分，然而，这也提醒了人们，传统
文化里还有很多宝贵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回望
和珍视。

仔细分析这些被误读的文字，不难看出原
因。像“勤能补拙”被错认，就是对繁体书法不
够熟悉、不了解当时的汉字阅读习惯所致。繁
体字代表了汉字发展历程的重要阶段，其构字
法大致不离“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
意、转注和假借，经过篆、隶、楷、草、行等书法
演绎，若非掌握一定的知识，确实不易辨别。

对于普通人来说，“认字”是一门终身功
课。 《康熙字典》收录汉字达 47000 多个，《中
华字海》收录 85000 多个，遑论还有各种书法、
篆刻的演绎，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之”
字就有 20 种写法，虽然不必像孔乙己，要掌握

“茴”字的四种写法，但起码说明传统文化浩如
烟海。事实上，若非受过专门的训练，许多字
要看懂并非易事。笔者也曾在逛一些寺庙古
建时，读匾额楹联读到一半张口结舌，并在随
后的求教中获益匪浅。网友能够虚心讨教，亦
是难得。倘若“认字”是基础的、终身的功课，
把这个过程当做重新回望和了解自身文化的
契机，哪怕是在网络“狂欢”的语境中，恐怕也
是一件好事。

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和民族心理，渐
渐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作为其重要载
体，汉字本身就是通往文化的通道。反过来，或
许我们还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找到辨识汉字的方
法。陈望道在《中国美学史》中提到，中国美学
体系包含了以“意象”为基本范畴的审美本体论
系统、以“味”为核心范畴的审美体验论系统、以

“妙”为主要范畴的审美品评论系统，它们是从

审美的角度认识传统文化的高度概括。此外，
像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观念、仪轨典制、风俗民情
等，它们成为对汉字“客观辨识”基础上进一步

“主观理解”的语境——词句是否清晰通顺、所
在场合是否合理、文化身份是否协调等等，都能
给辨识和理解特定文字提供很好的支持。倘若
网友对道家思想足够了解，想来不会在青城山
这样的道教圣地读出“超人”这么具有现代感的
文字。那些特定文字，有的蕴含特定的思想、仪
轨，或者代表着特殊的场合、意境乃至传统的人
情世故，都是需要由表入里去读懂的。

最近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
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
同时也提出，“研究制定国民语言教育大纲，开
展好国民语言教育”。贯彻落实《意见》精神，
进一步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正需要更多信息、数据、案例作为参考。“采药超
人”走红，充分说明，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承和发
展任重道远，但在互联网、新媒体高度发达的现
代传播语境中，它又存在着随时随处可能被点
爆的普及、传承和发展的契机。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有效地认识、利
用好这些契机，回望传统、了解传统，在不必灌
输、比较欢乐的氛围中达成学习、传承和发展传
统文化的共识。笔者认为，一方面，需要有关部
门或机构较好地引导和服务。另一方面，也需
要大众形成自觉，勤学好问，提升文化修养。所
谓“艺多不压身”，“涨姿势”本身就是自信的文
化姿势。

“误读”带来的
一次回望传统契机

◎关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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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于成龙》剧照。

鸡年新春之际，中央电视台一档独具品格的节目，给人们平添了
别样的喜庆和欢乐。不过，与往常那些幽默搞笑的小品相声不同的
是，这个节目带给人们的除了娱乐鉴赏之外，更多的是在思想和文
化内涵方面的思考。这就是被广大群众交口称赞的《中国诗词大
会》 。观众以“久旱逢甘霖”这样一向少用的词汇称赞这档节目，称
它是当今中国“综艺节目中的一股清流”，有媒体用“万人空巷”来
形容人们对这个节目的特别喜爱。那个脱口能吟出诗经《豳风·七
月》的16岁上海女孩武亦姝折桂后，瞬间便成为媒体的宠儿，满足了
人们对古代才女的无穷遐想；那些来自街巷里弄乡野山村的各路平
民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让全社会感知了中国文化的多姿多彩和巨大
魅力。

一档节目，能给全社会带来这么大影响，中国知识界为之叹为观
止。有一项调查表明，节目播出后，唐诗宋词的书一时呈现“洛阳纸
贵”现象，北京多个书店的古诗词类书籍一下变成了紧缺商品。甚
至不少自誉“文化人”的知识分子，面对那些“孩子辈”选手的精彩表
现，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综合文化知识尚待提高，觉得自己还有巨大
的学习“充电”的空间。作为一档节目落幕了，由之引发的讨论却远
未结束，比如，千百年的诗词何以引起当今民众如此浓厚的兴趣？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对待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优秀
的传统文化怎样才能走上复兴之路？这些热门话题，尚在关于传统
文化的讨论中持续发酵和升温。

作为一档综艺节目能够火爆中国，值得总结的经验当然很多，我
认为，首先值得写上一笔的还是它的创新。谈到文化创新，我们不
得不承认，真正成为具有中国文化内容和民族风格的创新实践、产
生属于“中国创造”标示中国品牌的文化产品还是太少。同样作为
电视综艺节目，不少媒体也想有所突破，但往往独立创新者少，不是
立足于打造自身品牌，而是习惯用最简单的办法，花巨资从西方买
来一个节目外壳，而后套装中国内容。这些节目，虽然在青年观众
群体中也有过一时之热，但不能赢得更多观众，人们总觉得这些“借
壳上市”的形式，因过多地使用了明星脸和时尚元素，在嘻嘻哈哈中
隐含着比张扬民族文化更强的商业目的，因此也就很难赢得观众发
自内心的心理认同。换句话说，这些节目中娱乐和搞笑掩盖了内容
的贫乏和空泛。

此时，像《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节目，却能让人耳目一新，因为
它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地道的“中国创造”。老百姓之所以特别喜爱
这档节目，是因为它没了往常靠明星脸吸人眼球的矫揉造作的表
演，是地道的普通老百姓来唱主角，所有登台的选手都是从基层攻
关夺隘起步，一步步战胜对手，最后冲向高峰对决。这个设计理念
是让朴实的草根平民来演绎原生态的中国文化，它本身就打破了过
去一贯盛行的“非明星便没有观众”的惯性思维。此外，关于“百人
团”“飞花令”等一系列的节目细节安排和精心编织的竞赛流程，登
台选手口若悬河、主持人仪态端庄、海内外观众倾心介入，不仅精彩
纷呈，也把中国古诗词文化的深刻内涵，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加以展
示，因此一个本来普通的综艺节目，便呈现了精彩迭出、好戏连台、
引人入胜的最佳效果。可以说，它是地道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
格、中国特色的一档综艺节目，它理应对中国时下的文化创新有更
多更深的启示。

《中国诗词大会》何以能走红，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评委蒙曼
有句非常精到的点评，她说在社会崇尚物质功利的当下，它说明中
国人的诗心没有死，在物欲横流的背景下，人们的内心还有“诗和远
方”。节目中石家庄那个修自行车的老先生，小学四年级文化，在
修车摊前摆个小黑板，以诗会友，谁能给他改一个字，便给谁一瓶啤
酒喝。这位老先生的诗于平仄韵律方面或许尚有距离，但是，我们
非常敬重他的是，在物质功利的年代，他能看到生活的诗情画意和
缤纷多姿。中国诗词对这个民族来说，已深深融于血脉和灵魂之
中。从16岁夺冠女孩武亦姝举重若轻、游刃自如的回答中，从北大
培养的研究生彭敏、陈更守擂攻擂坚定从容上，从几位教授妙语连
珠、引经据典的精到点评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诗词已经走进
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特别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个虽身患淋巴
癌、术后却向中华诗词寻求精神良方的普通农妇白茹云，从百人团
杀出登台以沙哑的声音倾诉她对中国诗词无限深情和挚爱时，我们
不能不说，中国诗词已经沁润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它彰显
着我们这个民族独具魅力的美学精神。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文件明确提出对中华诗
词的扶持要求。这把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当下，任何国家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不仅在军事经济实
力上，同时也必须在文化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在这样一个国际竞
争的大背景下，我们有理由为《中国诗词大会》这样具有创新意义
的文化品牌点赞，中国文艺市场应该有更多的这样具有中国特色
的“中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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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词大会》引发高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