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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远方：古典诗词的魅力
——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诗与远方”，是人们对生活的向
往，也是“诗意地栖居”的中国表
达。诗歌是一种抒情性文学文体，把
这种文学文体与地理的空间概念“远
方”联系在一起，好像是一种“混
搭”，但是确实将文学与理想的关系
巧妙表达了出来。诗歌可以表达理
想，可以实现理想。这个“远方”既
是空间距离的远方，也是心灵和理想
的远方。诗词创作历来是文人的活
动，属于小众的文学活动，诗词赏读
也是知识圈内的小众活动。在传承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如
何将这种小众的活动推广，变为大众
的文学活动和文化活动，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命题。近年
来，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做了
有益的尝试，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范
式。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是中
国古代文学的主要内容。一部中国文
学史主体还是诗歌史，诗歌占据了传
统文学的绝大部分。崇尚诗歌文化是
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民族文化基因。在
侗族地区的人们常说“饭养身，歌养
心”。的确如此，诗歌作为精神食粮
可以滋润心灵。诗与歌同源，整个中
华民族都有诗歌的基因。中国人从小

接受教育开始就是诗歌文化，诗歌是
从幼儿园学前教育阶段开始的。有的
人甚至更早，从胎教就开始了。在小
学语文课本和中学语文课本里入选最
多的就是诗词了。凡是上过学的人都
对古代诗人如数家珍，对古代诗歌名
篇出口成章。诗歌可以说是伴随我们
民族记忆的文学。

中国一直有诗
教的传统。古代的
启蒙读物都是诗体
的，比如 《三字
经》《弟子规》 用
的是三言诗体的形
式，《千字文》 用
的是四言诗体形
式，都是二个节奏
停顿，朗朗上口，
便于诵读记忆。而
诗的内容本身也是
启蒙读物的内容，
比如 《声律启蒙》
《笠翁对韵》，传授
诗律知识和对仗知
识。中国传统文化
传授的历史知识和
文化信念都是通过
这种方式传承。诗

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有广泛的民众
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
是要抓住古典诗词。中国文化诗心不
死，这是《中国诗词大会》这个节目
成功的原因。所以，这个节目的受众
涵盖了各个年龄层、各个行业层、各
个学历层。因为在春节黄金档期间播
出，成了三代人可以共同观看的节

目，这成了继春晚之后的新年俗。
为此，《中国诗词大会》 播出

后，诗词类的书籍销量倍增，成为畅
销书、长销书，引发了新一轮的诗词
阅读热，也引发了新一轮的诗词节目
热和诗词活动热，可以说达到了激发
全国读者读诗的热潮。中国文化对传
统诗词的继承是讲究背诵的，所谓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
吟”。作为一档文化类节目，要有看
点，有吸引观众的内容。在《中国诗
词大会》里主要通过在短时间内答出
各种有趣味性的问题来记诵诗词经典
来比拼记诵量，通过斗诗竞技的方式
吸引观众。但不是死记硬背就可以
了，而是建立在理解和运用基础之
上，还要反应敏捷。因此，第一季的
目的就是“唤醒国民的诗词记忆”，
第二季的目的就是“推动国民的诗词
狂欢”，第三季就是“拓展诗词的阅
读理解”，第四季是“享受诗词带来
的生活之美”。古典诗词绝不仅仅是
背诵这么简单，更需要理解和运用。
我们强调大中小学学生选手既是参与
节目的主体，也是观众的主体，更是
推广的主体。这对应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继承要通过走入校园、走进课
堂、走进教材来传播，也要走入社

区，走入社会，需要社会上各行各业的
人民大众来参与。

有人指出《中国诗词大会》仅仅是
背诵诗词的大会，其实这只是看到了表
面的赛制。试想，如果没有对诗词文本
的细读和理解，怎么可能在超短时间里
选择准确的答案？选项是很灵活的，要
有理解和分析才能排除干扰项。这需要
选手具备细致的观察能力，要学会从诗
歌的细节和字词中发现潜藏的各种信
息。这样，也锻炼了观众的观察问题、
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汉语汉字是具
有逻辑性的语言文字，基于汉语汉字的
古典诗歌也是具有逻辑性的，所以学习
古典诗歌不仅可以记诵名篇作品，同时
也可以锻炼思维能力。可以说，学习古
典诗词不仅仅是读诗记诗诵诗这么简
单，知识和能力的受益是全方位的。

阅读古典诗词要从娃娃抓起，要从
学生开始。孩子的记忆力是最好的，最
容易记住作品。孩提时代的诗词记忆也
是最持久的。虽然还不一定完全理解作
品的内容，但是诗词的节奏韵律比较适
合记忆，会潜藏在大脑的深处，伴随一
生。《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一开播就
引起轰动成为现象级的文化节目，就在
于唤醒了人们在孩提时代、学生时代积
累的诗词记忆。

古典诗词深厚的文化土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需要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
化，就是按照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
对那些有借鉴价值的思想内涵和传统
的艺术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新的
时代内涵和现代化的表达形式，激活
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按照时
代的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涵加以挖掘、阐释、完善，增强其影
响力和感召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的提出，让中华传统文化的
继承发展有了新的理论指导和方向。
创新是中华民族文化不断进步的灵
魂，是民族文化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和重要源泉。创新才能促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保持旺盛生命力。作为诗词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延续尝
试，在语言类的大型节目《中国诗词
大会》成功后，又有了歌曲类的大型
节目《经典咏流传》也获得了认可，
将传统诗词的吟唱作了创新性发展。
现在又有了电影动画片 《长安三万
里》。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为古典诗词
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更多的呈现方式。

诗词是中国人抹不去的记忆，一
部《长安三万里》的热映进一步说明
诗词是扎根在中国人心中的，中国文

化里一直流淌着诗词的基因。丰富的
中国古典诗词具有的魅力不仅仅是诗
词文本，还有其背后的人和故事，这
些故事挖掘出来就是中国故事，而且
是最生动的故事，《长安三万里》可
以说是这一实践的最好诠释。用中国
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诗词
中有大量的素材。中国诗词本身具有
很强的叙事性、故事性，往往在创作
本身就有一个个美好的传说故事。在
唐代就留下了《本事诗》这类笔记，
记载了很多唐代诗人写作的故事。这
类记载唐诗故事的笔记非常多，后来
宋代计有功编撰出了 《唐诗纪事》，
在相关的诗歌作品后面列出了创作故
事。今人周勋初的《唐人轶事汇编》
又在此基础上将所有的唐五代笔记按
照诗人为目，将有关的诗歌本事系在
诗人名下。宋词也有很多宋人留下来
的笔记史料记载的本事词，这样也就
有了今人唐圭璋编撰了 《宋词纪
事》。这些为今天创造新的方式传承
发展古典诗词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
以说古代诗词宝库提供了无尽的故
事，可以开发出更多当代人们喜闻乐
见的创新性文艺作品。在新时代，借
助新媒体形式用创新的叙述方式，用

创造性的构思来表达，将为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无限的发展空间和
机会。其中最关键的是，要用拓展思
维的方式将古代诗词的故事与现代人
们喜欢接受的表达方式结合，用现代
人们熟悉的话语方式和新传播技术来
重构和阐说。这样，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才能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才能得以承继，才能为中华文明
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这个暑期一个重要的旅游现象是
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几乎爆满，各地的
诗词文化名胜遗迹也几乎爆棚。众多
孩子在家长和老师带领下纷纷来到这
些文化场所，参观感受体验中国历史
文化的源远流长。特别是近年来唐诗
之路更是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唐诗
之路的文化遗迹进行保护性开发、建
设唐诗之路国家文化公园已成为学界
的共识。如果将全国的唐诗之路文化
遗迹作为国家文化公园中的一个主题
有规划地保护建设起来，沉淀唐诗的
地理载体就能得到有效利用，其蕴涵
的文化价值也能充分开发出来。这
样，不仅可以为旅游资源提供新动
能，还能让人们在唐诗的描写地体验
诗歌的意境，触摸诗歌的历史文化信

息。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也将进一步为
当代经济与文化建设提供新的增长
点，真正成为人们心中的诗与远方。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表明新时代中

国人不仅渴望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文
化，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还重拾
了文化自信。一个文化高光的时代已经
来临。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得更远

莫道才，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
届政协委员，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古
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兼
广西师范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中心（国学中心）主任。中
国柳宗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代
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赋学会理事、
中华诗教学会理事、中国文学地理
学会理事、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理
事。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命
题专家。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
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
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近期，
以展现盛唐诗词文化的动画电影

《长安三万里》上映，再次掀起人
们的“诗词热”。近年来，以中国
古典诗词为核心元素的文艺作
品、文化节目等一经推出，便引
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不仅让人们
感受到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还
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莫道才教
授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等研究，
是近年热播文化节目 《中国诗词
大会》 的命题专家。本期讲坛邀
请莫道才教授从创作此节目的经
历出发，讲述中国古典诗词常盛
不衰的魅力，并以此思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

诗词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内容，古
代诗词是生活的一部分，与生活是融
为一体的，诗词创作亦即生活的记
录。中国文化传统讲求“立德、立
功、立言”，“立德”是修身养性，修
炼高尚的道德情操；“立功”是兼济
天下、忧国忧民；“立言”是将自己
立德立功的过程给记录下来，说明一
生没有虚度，有追求有建树。而诗歌
也是“立言”的方式。所以诗歌往往
记录了古代诗人的一生追求，记录了
其坎坷的人生，记录了其所思所想，
记录了一生不懈追求的过程。古人不
仅仅是为了抒情，也是为了记录人
生。所以中国传统诗词具有很强的叙
事性。今天我们学习古典诗词作品，
一是要了解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内容的
诗词的审美底蕴，学会鉴赏；二是要
了解这些名篇佳作的背后的历史信
息，了解作者的创作故事和文人交往
的本事；三是要在自身创作时学习继
承古人的表达艺术技巧。

传统诗词在当代首先是要传承。
所以，中国古典诗词重在运用，不仅
是书本的学习，也存在于生活中的运
用，将传统与现实生活融会贯通。以
诗词创作为例，诗词创作的主观性很
大，短时间内很难创作出有水平的作
品，即使创作出来的作品，也难以评
判高低。拿《中国诗词大会》来说，

如果诗词创作不能做到是与非的判
断，在节目中就很难恰当引入，但真
正善于创作的人士可能也不想上场展
示，所以很难找到既擅长记诵大量古
诗词又善于写作诗词的最佳的选手。
鉴于电视节目还要注重观赏性、趣味
性，以及节目的流畅性等特性，我们
预研了多种方案，最终还是选择舍
弃，只保留了选手出场时展示自己的

诗词作品作为定场诗，以此来展示自
己的才艺。虽然在节目现场不比拼诗
词创作，但是却带动了各地传统诗词
的写作，对诗词有兴趣的青少年越来
越多。而在生活中对诗词的运用也越
来越多了。比如，各地的景观用诗词
来装点的多了，人们写讲话稿要用诗
词来润色的也越来越多了，还带动了
很多诗词描写地的旅游。越来越多的

人在阅读了这些诗词名篇后，都想到
这些诗词的描写地和诗人旅行过的地
方去体验诗中的意境。这就是中国古
典诗词对当代生活的影响。所谓生活
不只有苟且，还有诗与远方。

传统诗词在当代的传承需要与时
代同频共振。还以《中国诗词大会》
为例，思考以现代媒体技术运用与创
新的《中国诗词大会》还能走多远，
也就是思考中国古典诗词的传承如何
更好地实现与人们生活的链接。

作为一档普及诗词的节目，《中
国诗词大会》已经举办了8季，成为
了观众喜爱的大型语言类文化益智节
目。每一年都守正创新，在不断改进
和创新，给观众以新鲜感，带来新的
挑战。从内容来说，第一季起步在中
小学语文课本的诗词，集中在唐宋诗
词，以调动起观众对诗词的热情，而
现在已经扩展到上下三千年，从《诗
经》《楚辞》到现代名家的所有诗词
名作。从涉及面来看，很多诗词作品
已经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为避免选
手因容易失误而退出比赛，我们不断
在赛制形式方面进行改进，每一季都
有新的改进，通过创新来吸引观众。
比如，在第四季开发出“绝地反击”
的形式，让失误折戟将退场的选手有
一个自我救赎重生的机会。这样的设
计扣人心弦，有悬念，很能抓住观

众，有引人入胜之效。每一次播出，收
视率都是排在上星电视同时段各档节目
前列，反映了观众对古典诗词的持续性
喜爱。新的一季，我们还将继续秉承守
正创新的精神，不断完善，奉献出一台
有创意有教益的诗词类文化节目。在内
容上，不断在深度和视角上继续挖掘熟
悉的“陌生题”，深挖诗词中的历史文
化底蕴。在形式上，要走出录制舞台，
走到诗词的现实场景中，在实景的历史
文化现场体验诗词之美，让诗词走进生
活，成为活态的文化，这样才能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得以传承发展。

如今AI虚拟呈现技术的运用，可
以让古代诗人走进舞台，跨越千年与今
天的观众对话。将诗词反映的历史文化
场景再现舞台之上，让人有身临其境的
体验。这加大了诗词与观众的互动性，
成为节目的亮点，使诗词的内涵、意境
活了起来，这也是一次将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的有益尝试。比如疫情期间，很
多选手、观众不能到现场录制，这本来
是无法克服的，但是有了远程视频同步
参与、云端同步的呈现，便有了云中千
人团的新形式。这样不仅可以突破空间
的限制，容纳更多的观众参与进来。还
可以实施远程实时互动。可以说，新的
媒体技术使得节目更好看，更与时代发
展同步，也让古典诗词更好地融入人们
的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古典诗词的传承重在运用

■

■中国传统文化类节目

▲ 《王维诗意图》 单柏钦 作

▲ 《唐诗宋词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