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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大会”火爆凸显与诗词隔膜
头条评论 两届大会在很大程度上都演化为了“诗词背诵大会”，

一些胜出选手，甚至不懂基本的平仄对应，这显示出的正
是我们与诗词隔膜的地方。

一周舆评

电视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
会》红极一时，一个又一个出镜
选手享受着“才子”或“才女”的
漫天光环。不可否认，通过这样
一档节目，在全社会普及诗词这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很
有意义。且《诗词大会》形式活
泼，可以让更多观众容易“上
手”，“速成”为诗词发烧友。

不过几集看下来，有些观众发
表评论称，节目所选考的诗词大多
比较简单，很多来自教科书和普及
读物，优胜选手并非有多高不可
攀。但即便如此，这些优胜选手仍
赢得一片喝彩声，这表明“诗词文
化在当今社会中已退化”。

这些朋友的说法是有一定
道理。的确，诗词在当代中国已
成“小众”兴趣和爱好，泛泛而谈

者不少，真正愿意花点工夫读一
些的就少很多，愿意去尝试赏析
甚至创作的就更少了。这当然有
特定的时代原因。

诚如王国维所说，“一代有
一代之文学”。自唐宋以来，文学
形式发生了改变，语言、文化、社
会风气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
这样一个变化了的时代，大多数
人仍能从精心挑选的诗词作品
中获得艺术享受，少部分“发烧
友”仍能通过拜师访友、勤学苦
练掌握更专业的诗词鉴赏、创作
技巧，这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拜
时代的进步、技术发展所赐。举
个最简单的例子，几十年前我学
诗词时，因工具书匮乏，词谱、韵

谱都是借来手工抄录的，而如今
的“发烧友”则可通过网络在线
获得几乎所有资料。

《诗词大会》同样也是时代
进步、技术和观念发展的产物，
为更多人从更多不同层面、角度
分享诗词所能带来的愉悦，提供
了更方便的选择，也为电视综艺
节目的多样化提供了又一个崭
新的品种。但认真审视不难发
现，《诗词大会》也有些微瑕疵，
例如，两届大会在很大程度上都

“浓缩”为“诗词背诵大会”；一些
选手，甚至是胜出选手在“填空”
时连“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都不懂，在只能填平声字的地方
填了仄声字，这显示出的正是我

们与诗词隔膜的地方。
诗词大会之所以深受欢迎，

一则，在于通过媒体的放大效
应，人们重新发现了蕴含在古诗
词中的语言之美。近些年来，不
断有专家学者诟病当下语言存
在粗鄙化倾向，古诗词凝练、生
动，或意象丰富或生动有趣的表
达方式，让人们惊讶地发现了汉
语典雅、含蓄之美。二则，人们也
重新发现了蕴含于古诗词中丰
富的意境与情感表达。诚如叶嘉
莹所言，古人把自己内心的感动
写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诗作，
依然能够受到同样的感动，这就
是中国诗歌的生命。

所以，诗词大会，不能仅仅
将其视为一场大会，看完热闹就
散了。事实上，比起背诵，日常的
吟唱、体悟更加重要。退一步讲，
实在没时间，哪怕偶尔翻一翻，
也是极好的。 原载《新京报》

日前，有网友爆料称，广西武宣县一中学老师为实现自己的买车梦，向学生发起众筹，要求每人“赞助”自己一两百元元。2月5
日，当地教育与科技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事老师已经意识到错误并退还全部钱款，此事系朋友们间玩笑。

老师向学生“众筹”买车，错在哪了？

□狄凯

山大搬迁的话题，节前就
开始发酵，即便是校方宣传部
门开通建议征集邮箱和微信公
众号，邀请各位校友畅所欲言，
至今也未见平息。坦白说，山大
作为山东省内数一数二的高等
学府，在山东人心目中，具有无
可替代的位置。但所谓爱之深，
责之切，不管是山大的学子、校
友，还是和山大没有交集的山
东百姓，都希望山大走学术立
校、强校的路子，重塑昔日的荣
光，而不希望其像企业那样一
味考虑经济利益，圈地盘、上规
模。这应当是主流民意，舆论之
所以汹涌，就在于主流民意没
有得到尊重，担心掌舵者闭门
搞决策。虽说家有千口，主事一
人，但并不代表主事者可以自
行其是，而罔顾他人的意见，最
起码决策过程应该有个公开透
明、充分讨论的阶段。这应当是
双方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不遵守“游戏规则”者，就
必须受到谴责乃至惩戒。6日，央
视新闻频道报道了11名作家联
合起诉《锦绣未央》作者秦简涉
嫌抄袭一事。据网友对比，《锦
绣未央》涉嫌抄袭200多部小说。
目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已经正式立案。对此，有网友用
反讽的语气评论说，这说明《锦
绣未央》的作者“博览群书”。但
别人的书看看也就罢了，怎么
能直接据为己有呢？作者岂不
是干了编辑的活，靠复制粘贴
也能出书的话，那以笔者多年
的报纸编辑从业经历，岂不是
要著作等身了！

另一则新闻也涉及到规则
问题。前段时间，贵阳一家精神
病医院的一名主任医生，带领64
名患者集体离院，转至贵阳另
外一家医院，遭到老东家谴责。
这则天下奇闻牵扯到一个职业
伦理的问题：医生可以带病人

“跳槽”吗？中青报在谈到这一
新闻时称，现有的医生职业伦
理都未涉及这一问题。这就使
得判断双方是非无从着手了。

还是有规则好办事！

有规则好办事

郭元鹏：通过这起事件，我
们看到的是师生之间畸变的关
系。当学生看到老师的“苦苦哀
求”的时候，谁能无动于衷？对
于学生来说，会是一个两难的
选择。如果不支持老师的“众筹
买车”，以后再参加有老师在场
的聚会怕会平添几分尴尬。很
显然，在收到老师“众筹买车”
信息之后，孩子们的“支持”，对
于大多数人来说会是无奈的选
择。这是对师生纯洁关系的消
费。教师是神圣的职业，对于教
师而言需要树立健康的形象。
陈广江：比老师“众筹”买

车更可怕的是师生关系的异
化。对老师来说，最大的褒奖莫
过于桃李满天下，学生们在各
行各业都有所建树。然而，一些
老师把学生当成了一种庸俗化
的社会资源，把各种潜规则运
用得游刃有余，甚至利用学生
谋取私利。现实中，老师找学生

办事的现象比比皆是，无论事
有多难办学生都不好意思拒
绝，否则很容易被扣上“忘恩负
义”的帽子。
王军荣：向学生“众筹”买

车的“口子”是不能随意打开
的。如果可以，老师有任何的生
活困难都可以向学生开口，那
学生就要成为老师的“钱袋子”
了。这亵渎了老师的称号，也玷
污了师生关系。
刘鹏：借钱是一种债务关

系，起码要打借条，约定还款
期限等。但当事老师却称：“等
你们结婚时，老师再给你们打
红包”等，这样的借钱，还款与
否，明显已经是一笔糊涂账了！
而如果是募捐式的“众筹”，学
生也有自愿权与选择权等权
利，但不捐就会被老师删除好
友，甚至在其它事务中为难。学
生事实上也早已经没有了这种
权利。

下期话题预告

而今，手机抢红包已经成为了
重要的“新年俗”之一。湖南22岁朱
琳从年前单位团拜会开始，朱琳就
开启了抢红包模式，并且只抢不发。
截至初七上班，她总共抢到了1890
多元。红包只抢不发，对此，您怎么
看？请发邮箱:sdjbrmpl@163 .com

红包只抢不发，这样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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