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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经典在新时代绽放绚丽光彩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发表以来,中国文

艺界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涌现出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优秀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故事里的中国》《国家宝藏》《一本好书》《经典咏流传》

《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文化类电视节目依托于人类艺术经

典,用崭新的艺术形式演绎和诠释经典,深挖经典蕴藏的人文价值、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

　　创新艺术形式 全新演绎经典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主要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超越历史和时代的永恒的思想价值和人

性光辉,而其固有的艺术形式则有可能随着当代社会审美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而失去竞争

力。因此,如何用当下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来演绎经典和重造经典,就成为经典传

承和艺术创新的重要一环。在此方面,以《故事里的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文化类电视节目

走在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前列。

　　独树一帜的“电视剧场”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故事讲述、人物表演、嘉宾解读

等方式在特定的电视舞台空间重新演绎经典。相比枯燥的文字式阅读,这种视觉化、情景

化模式更易让观众接受,更容易营造出强烈、丰富的情感体验。大型文化综艺节目《故事

里的中国》对红色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演绎所采用的正是这一模式。经典片段

中李侠生死关头临危不惧、沉着发报、慷慨赴死的英勇气概,通过胡歌在舞台上的真情演

绎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经典故事原型亲历者和见证者贯穿始终的倾情讲述和他们在经典

创造中的切身生命体验,又让观众从历史的深层,探寻到经典诞生的真谛。《一本好书》同

样采用了这种模式。如对文学经典《骆驼祥子》的再现,开篇通过旁白介绍相关背景知识,

引出著作,随之将影响祥子命运的“三起三落”这一故事情节以舞台剧的方式呈现出来,最

后再通过第二剧场品读人的深刻剖析,将作品的丰富内涵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产生了强大

的艺术感染力。除此之外,《国家宝藏》等电视节目均采用了“电视+剧场”的模式。通过

这些匠心独运的艺术形式创新,经典之作丰厚的人文和历史底蕴复活了。

　　扣人心弦的“竞赛游戏”模式。将经典诗词以一种“游戏”的方式呈现给大众,通过

扣人心弦的悬念和精彩的擂台对决,这种模式在让观众增加参与度的同时,还带来更加酣畅

淋漓的愉悦情感。《中国诗词大会》首创了百人团抢答、攻擂挑战的竞赛机制,其重点环

节是对特殊字词诗句及其思想意蕴的解读,嘉宾随后为选手详细讲解其中关键字词的精确

妙用,则进一步带领观众走进经典的情感世界,领略经典的文化魅力。《经典咏流传》虽然

也是竞赛机制,但通过竞赛传达的却是大众的喜爱程度,这种方式弱化了比赛的激烈程度,

加强了经典诗词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度。《经典咏流传》将经典诗词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

这种创新方式不再是单纯的“读诗”“背诗”,而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融入了带有中国精神

的感人细节,中华古典诗词的多重文化价值通过新的艺术形式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大气磅礴的“权威宣讲”模式。这种模式是电视理论学习节目形式创新的有效途径,

它不同于以往刻板严肃的说教,而是在舞台上夹叙夹议,用真挚的情感力量、生动的故事讲

述,将理论学习与经典文化串联起来。例如《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这档

电视节目第二集中,首先用“原创微视频”播放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解读思想”阶

段,王杰教授由孝道的两层含义,引申出典故出处《游子吟》;其次在“ 经典释义”阶段,

王雨教授用多个事例讲解典故含义,声情并茂的讲述达到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境界;再次

是在“现场访谈”和“互动问答”两个环节通过现场嘉宾的真实故事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

身经历进一步感染观众,打动观众;最后在“经典诵读”阶段,嘉宾学者引领现场观众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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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经典片段,重温经典的思想意蕴。这六个环节层层递进,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经典文化有机融合,呈现出气势恢宏的思想底蕴。类似的

形式创新还有《改革开放 关键一招》等电视理论学习节目,这些节目通过形式创新,提升

了节目的趣味性和观赏性,成功实现了理论学习和经典文化的完美统一。

　　精选艺术经典 深挖经典价值

　　中外历史上的文化经典浩如烟海,如何从中作出取舍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以《故事里

的中国》为标志的优秀电视综艺节目为此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它们优先将那些闪烁着永恒

的人性光辉的经典作品作为自己再创造的对象,赋予了节目高度的思想价值和深厚的人文

底蕴。

　　着力挖掘经典中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无数中华文化艺术经典共同的主题意蕴,也

是被当代优秀电视节目优先挖掘和表现的重大主题。电视综艺节目《故事里的中国》正是

从选择这类经典文艺作品入手,表现真挚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理想信仰。例如在对红色经

典《烈火中永生》的演绎这一期里,江姐在即将就义的时刻,仍然鼓励狱中的战友坚持绣完

五星红旗。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片段被再次倾情演绎,重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

此外,《林海雪原》《永不消逝的电波》《焦裕禄》《凤凰琴》等作品都被搬上电视荧幕,

使得这档节目成为彰显爱国情怀、书写英雄篇章的精品之作。《国家宝藏》则在每一个故

事环节都渗透着细腻的爱国情感,借铭记民族灵魂的国之瑰宝,书写古往今来的爱国情怀和

炽热情感。国宝在这里不仅承载着历史文化的记忆,更是凝聚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爱国情

结。这些优秀电视节目精选艺术经典,着力开掘和展现经典作品中的爱国情怀,成为新时代

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着力挖掘经典中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在挖掘经典文化的中国价值方面最具说服力

的当属《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这档节目,如在第三集《国无德不兴》中

对“德”的阐释,节目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从《管子》中寻找根源,以李保国、苏

轼、范滂等人的事迹为例证,全面、立体地阐释“德”中蕴含的独特中国价值,将经典文化

的传承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诗词大会》在展现中华审美智慧方面更胜一筹。这

档节目巧妙设置一些与经典诗词密切相关的题目,借助选手、主持人与嘉宾的问答互动,挖

掘其中的审美智慧。例如王安石的《梅花》可谓人人耳熟能详,却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

“唯有暗香来”中“暗”字的独特意蕴,而节目通过学者对参赛选手循循善诱的启发式解

答,将梅花幽幽花香的独特意境之美展现出来。一方面让观众对王安石的高尚情操有了更

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中华美学的独特智慧。与《中国诗词大会》有异曲同工之

妙的还有《中国戏曲大会》,无论是表演过程中的唱念做打,或是对戏曲艺术经典内容的表

现,这档优秀节目都呈现了中华美学的精妙与智慧。

　　着力挖掘经典中的人文价值。《一本好书》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表率,它从人类历

史文化长河中,选取《尘埃落定》《红字》《月亮与六便士》《悲惨世界》《汤姆索亚》

等经典作品,选择最具表现力的经典情节在舞台上精心演绎,深耕经典著作中丰富的人性内

蕴,开掘出丰富的人文精神。

　　这些优秀文化类电视节目植根于博大精深的文化经典,深入挖掘其中发人深思的中国

价值、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创作的重要镜鉴。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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