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跳出单一模板，创新古诗词“打开”方式
古诗词热带动图书市场持续升温，多元化传递古典之美

前不久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迎

来首位盲人选手，古诗词成了她“黑暗中的爱

与光”， 她的出色表现引得网友们纷纷点赞。

与诗词类综艺节目同步升温的， 还有古诗词

出版市场。 眼下，一批从多个维度解读赏析古

诗词的图书集中面世， 沪上多家实体书店也

辟出醒目的古诗词专柜专区， 吸引读者驻足

翻阅。

跳出传统“注释式”模板，古诗词图书还

有哪些新的“打开”方式？ “现在古诗词很流

行，市面上各种书扎堆，但我们学诗词，不能

局限于炫耀谁的学问大、 或是看谁背诗背得

多， 关键要让这些诗和个体生命产生联结与

共鸣。 ”评论家、作家李敬泽认为，在我们的生

命里， 总有一刻会觉得是诗来找你———此时

此刻的人生情境， 某一句诗不由自主浮上心

头，好像古人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

这种古今相通共情的交织瞬间， 正被越

来越多作家学者捕捉并书写下来。 不少图书

摆脱了单一的时间顺序或诗作题材分类，精

心选取地理、节气、漫画等线索进行细分“科

普”， 并加载了扫码看动画视频等 “附加服

务”，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以现代人喜闻乐

见的方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圈”，让人

们在奔波之余享受诗词带来的慰藉与启迪。

细分导赏，寻觅串起“诗
词珍珠”的项链

学者方笑一认为， 要让诗词文化能够细

水长流地传播下去， 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

真正有效的诗词普及需要深入引导与细分

导赏。

比如，从大江大河到三山五岳，从秦岭峨

眉到岭南大地，古典诗词里不仅有悲欢离合，

也藏着“中国山水寻宝图”。 当我们站在黄河

壶口瀑布前，总会吟诵起诗仙李白“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来到长江三峡，难

免联想到诗圣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

江滚滚来”……新近出版的《古诗词遇见中国

地理》 正是基于空间顺序和地理景观类型，

以黄河、 长江、 大地、 大海、 名山、 名城、

名楼等章节为线索， 犹如动感的项链串起古

诗词明珠。

“浩瀚诗篇，从哪个切口进入？ 古诗词赏

析的图书这么多 ， 我还能贡献怎样的新线

索？ ”该书作者杨金志曾出版《一年好景君须

记： 古典诗词中的季节之美》《给孩子的节气

古诗词》等普及读物，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中

“诗和远方”从来都不是割裂的———没有 “远

方”的诗歌，往往苍白无力、空洞无物；没有诗

歌的“远方”，则显得直白、冰冷，缺乏吸引力。

“中国的古典诗词浩如瀚海，我们都是在海边

玩耍的孩子；中国的壮丽山河不可胜数，我们

所领略的不及万一。 ”全书融合了古典诗词赏

析与地理科普，选取 100 篇（组）古典诗词，每

篇阐释除了原诗、注释，还囊括了“诗人卡片”

“地理卡片”和“大诗兄说”几个部分。

书中穿插的多幅手绘地图， 特别标注古

典诗词中出现的地名， 直观呈现诗人创作地

点和古诗词描写地点。 以“旅行达人”李白为

例，20 多岁时他从故乡蜀地出发， 顺长江而

下，开始壮游，一路行舟、作诗，各地名山盛景

均留下他的诗作。 光是“长江”这一关键词，就

能牵出诗仙的许多故事。 比如，从《峨眉山月

歌》到《渡荆门送别》，既是李白写给友人的诗

函，也是为世人设计的经典巴蜀旅行路线。 而

聊到苏轼，书中认为这不仅是文学大家，还是

一位 “基建狂人 ”———年轻时担任凤翔府判

官，修建了喜雨亭；在密州任知州，修葺了超

然台；被贬黄州时，修建东坡学堂；任杭州知

州时，又主持疏浚西湖，堆筑苏堤。 他还为这

些地标留下《望江南·超然台作》等诗篇。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一

直以来，读者只知道战士戍守边塞，边塞苦寒

而又遥远，但并不清楚诗中玉门关到底在哪，

春风又为什么不度玉门关。 只有把这些问题

搞清楚，才能真正理解诗词的内涵，才能更深

入地认知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 ”

学者单之蔷评价， 古典诗词与地理的联系非

常紧密，诗词作者所在地理位置、作品创作的

地理区域， 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人文地理知

识，都应视为诗词本身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

诗词遇见中国地理》 在这一细分领域作出了

积极探索。

除了山水地理， 传统节日、 节气等脉络

中，也浸润了古诗词的文化魅力。 继《岁时书：

古诗词里的中国节日》后推出的《日月书：古

诗词里的二十四节气》，用诗词名篇串起二十

四节气的气候变化、农事习俗、饮食养生等，

将文化、风物、民俗融入古诗词品鉴。 由此，春

华秋实、夏雨冬雪的诗意，也与每一天的日常

生活有了朴实饱满的呼应。

抓取泪点与笑点，唤醒当
代读者的情感共鸣

古诗词中蕴含的中国古典之美， 为何依

然打动当代读者？ 在学者陈引驰看来，能否给

到不同受众最适合的、有针对性的内容，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普及的效果。 因此，无论是诗词

中的“泪点”还是“笑点”，都与当下读者有着

隐秘的情感关联，需要写作者加以挖掘串联。

日前，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李修文新书

《诗来见我》，走进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元稹

等大诗人的世界， 不仅是评述他们诗句的内

涵，更借古典诗词叙写人生际遇，写他们人在

江湖的无奈与感叹， 写他们犹在笼中的挣扎

与艰辛，通过古今对话见证自我完成。 诚如作

者所说，“我所写下的不仅是我的审美对象，

而是我自身命运的一部分”。

当古典诗词由远走近，由古向我，由物及

心，注释着每一条赤诚性命，书中诗句便不再

限于意境中的优美，而是与命运融合时的“如

是我闻”，抑或是“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时的顿

悟。 这样的“诗与远方”，恰能直抵中国人的精

神家园。 “修文谈古诗，不是鉴赏不是学问，他

与古人白刃相见、 赤心相见， 他把命放在诗

里，他让那些诗句有了热血和魂魄。 ”李敬泽

如是评价。

比如，书中写到“贬谪之路的诗人”，串起

了李德裕、黄庭坚、柳宗元、刘禹锡的诗篇，从

“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到“自古

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作者似乎穿

梭在由诗句构成的时空里， 目睹了诗人们身

处绝境时的抗争与感慨。

犹如命运的底色悲喜交加， 深沉的抒发

之外，诗词也能穿上“幽默外衣”。 沪上“混子

哥”陈磊团队以漫画形式科普历史“干货”，畅

销千万册的“半小时漫画系列”新近推出《半

小时漫画必背古诗词》，用诙谐有趣的方式打

开古诗词世界的大门。 比如，谈到诗人陶渊明

时，书中穿插网络热词，以风格夸张的两组漫

画进行比对———有的诗人以隐居作为 “求职

敲门砖”，而陶渊明是“为了做自己”，激发小

读者进一步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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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视频片段以 10 万美元

的价格售出，一条推特卖出 291.6

万美元，一份由 5000 张图片拼接

成的 JPG 文件拍出 6935 万美元

的天价……这听起来不可思议，

但它们正在真实地发生。 而造就

这一切的源自一个对绝大多数人

还很陌生的概念：NFT。

何谓 NFT？ 其中文名称是非

同质化代币， 一种应用区块链技

术验证的数字资产。 它最容易理

解的外号， 是数字艺术品。 据统

计，三年前整个 NFT 市场的规模

不超过 4200 万美元， 到 2020 年

底 NFT 的 市 场 价 值 增 长 了

705%， 达到 3.38 亿美元。 而今

年，仅至 2 月底，NFT 的销售额接

近 3.1 亿美元，几乎是 2020 年全

年销量的五倍， 呈爆发式增长态

势。NFT 火爆，是否意味着数字艺

术时代来临？

万物皆可 NFT，应
用范围取决于人们的想
象力

100 美元起拍， 一个小时内

价格攀升至 100 万美元，15 天后

以 6935 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4.5

亿元）落槌，成为在世艺术家作品

拍卖史上价值第三高的艺术品，

这样的奇迹正是由 NFT《每一天：

最初的 5000 天》创造。 这是一幅

耗时 14 年创作的数字艺术，艺术

家 Beeple 从 2007 年开始每天创

作一幅画作并上传到网络上，最

终把 5000 张作品图拼接成一个

316MB 的 JPG 文件。

作为第一件在传统拍卖行出

售的纯数字作品，《每一天： 最初

的 5000 天》的上拍吸引了大量关

注。据佳士得公布的数据显示，近

2200 万用户登录拍卖行官网关

注了该作品最后阶段的拍卖进

程， 来自全球 11 个国家的 33 位

买家参与竞投，其中有 91%的买

家为首次参与佳士得拍卖， 买家

的年龄分布较以往呈现出明显的

年轻化。

这不是 Beeple 的作品第一

次卖出高价， 此前他创作的一条

10 秒钟短视频在线上加密艺术

平台卖出 600 万美元。 据统计，

Beeple 已卖出 840 件作品， 总价

值超 1 亿美元，稳坐 NFT 艺术品

领域头把交椅。

NFT 到底是什么东西？ 相信

这是不少人看到天文数字后的疑

问。理论上来说，NFT 可以是任何

数字化的东西：声音、图像、一段文字、一件游戏里的道具

等等，其应用范围取决于人们的想象力，它的一大优势是

可以把之前不能变现的虚拟物品资产化 。 最早流行的

NFT 之一是全球首款区块链游戏 CryptoKitties（加密猫）。

在这个游戏中，玩家可以拥有虚拟猫咪，每一只猫都是独

一无二的。 它们最初是免费赠送的。 然而，如今部分稀有

的高人气猫咪甚至被炒到数十万美元的身价。

摸不着的新兴事物，究竟是昙花一现
还是发展趋势

对于艺术领域来说，NFT 不仅拓展了艺术的边界，还

改变了千百年来延续至今的艺术权益分配模式。 一直以

来，艺术家作品一旦售出，很难在之后的历次交易中获得

回报。 而借助区块链的可追踪性特点，已出售的 NFT 仍

可以被追踪，因此艺术家可以启用特有功能，在作品每次

交易时获取一定比例的费用，通常为销售价格的 2.5%到

10%之间。举个例子，假如一个艺术家以 1 个以太币的价

格出售了一幅作品，而卖家将其以 10 个以太币的价格转

手，那创作这幅画的艺术家仍可以以 10%的比例抽取费

用———即再获得 1 个以太币。 这在传统的艺术品出售方

式中是无法实现的。

于艺术家而言，NFT 无疑为其出售数字艺术作品提

供了优质渠道， 然而， 有别于传统的艺术品出售形式，

NFT 买家只是购买了本身可无限复制的作品的所有权，

这一点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举例来说，当买家通过拍

卖行购买到莫奈的一幅画作时， 如果买家把这幅画收藏

在家里的话， 别人可能就无缘再看见这幅画了。 而通过

NFT 形式购买的数字作品，买家只拥有所有权，而其他人

依旧可以在网络上随时浏览、复制或下载这幅作品。

正因为此，人们对 NFT 褒贬不一。 一些人认为它是

艺术收藏领域的未来， 另一些人则认为其中全是投机和

泡沫。 据最新数据显示，重磅交易过后，NFT 作品在三月

的整体表现令人大跌眼镜，三月 NFT 作品的平均价格相

较二月大跌 70%，销量也出现大幅下滑。

业内人士指出，在互联网加密技术愈发成熟的今天，

《每一天：最初的 5000 天》为 NFT 汇聚到了前所未有的

关注度。 不过，艺术的底色终究归于创新与创意，其价值

始终取决于作品的品质，NFT 只是扮演了载体的角色。正

如 Beeple 所说：“如果明天所有 NFT 都消失了，我仍然会

从事数字艺术创作。 ”之于艺术圈，这一看得见却摸不着

的新兴事物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发展趋势， 未来走向拭

目以待。

《大宋宫词》评分下滑惨烈，
古剧只有唯美画风是不够的

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的主角、宋代传

奇女性刘娥的故事， 整齐的实力派台前幕后

阵容，经典之作《大明宫词》的姊妹篇，擅长的

女性叙事， 一贯精致独特的美学表达……在

众多元素的加持下， 李少红执导的 《大宋宫

词》从开机到开播一直被寄予极高期望。

然而，从万众期待到群嘲的戏剧化转折，

《大宋宫词》只用了开播第一晚。 开篇，短短两

集之内女主完成了救人、入府、被赐死、复活、

误入“敌营”、救驾、回府、出走、怀孕的惊天大

业，观众惊呼剧情仿佛开了八倍速狂飙。 而剧

中扁平的人物设定、 缺乏逻辑感的剧情和台

词中的低级语法错误，也为观众所诟病。 虽然

剧集进行到中段，有人开始为这部剧“发声”，

认为它对历史剧拍摄， 特别是怎样从女性视

角看待历史变革是一次有益的表达。 但是，在

“前两集定生死”的观剧定律下，该剧的评分

一路下跌，从开局的6.1分滑落至如今的3.8分。

这真的是李少红的作品吗 ？ 拍出过审

美独一份的《大明宫词》的她为何会“失手”至

此……面对扑面而来的质疑，李少红表示：她

的职业生涯中，已经非常习惯争议和质疑。 虽

然情绪上也会有难过，也会有想解释的时刻，

但她很坚定地认同一点：批评不自由，则赞美

无意义。 “批评代表了观众对于我们创作者更

高的要求，说明观众对我们期望值比较高，希

望看到更好的作品他们才批评。 如果都没有

批评的话，等于对你漠不关心，那你的声音也

传达不出去。 ”

质疑一：剧情发展节奏太
快，台词有语病

回应：开头确实 “激进”

了，愧疚台词出现低级失误

《大宋宫词》 以刘娥和赵恒的爱情为主

线，讲述从 985 年到 1033 年间北宋的内政外

交故事。 剧情发展节奏太快是观众质疑的焦

点之一。 以第一集为例，短短几分钟的回忆，

就把刘娥和赵恒两个人相识、 相恋的过程交

代完了。 这边两人刚打道回府，深情相吻，下

一刻刘娥就因为抱皇孙出门、 皇孙被杀获罪

入狱了。 高密度剧情中又夹杂着大量倒叙、闪

回，让很多观众不知所云、难以招架。 该剧的

台词亦有语病，一句“父皇自幼喜欢三弟”令

人哭笑不得。

对此，李少红坦言，该剧的开头确实有些

激进了。 “《大宋宫词》故事信息量很大，60 年

跨度，叙事任务非常艰巨。 要把人物关系、历

史相关因素讲清， 又想用电影化的叙事方式

而不是电视剧平铺直叙来表现， 就想在开头

尽量保留信息不丢失，后面通过不断回溯，来

一点点捋清脉络。 ”李少红透露，开播前，该剧

紧急对篇幅进行调整，客观上无法整盘一点一

点修剪，只能用最快方法完成压缩。“我当时就

想：能不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在面对观

众的时候， 能够尽量保住所有我们认真拍摄

出来的这些信息，给一个最全面的、更能够体

现故事面貌的版本。 但是目前的呈现，对观众

来说信息量确实太‘爆炸’了，这是我需要总

结的经验———我跟这部剧相处了三年， 所有

细节都烂熟于心， 而忽略了观众需要一个接

受的过程。 ”对于台词出现低级失误，李少红

深感愧疚， 懊悔为什么一帧帧看了几千遍竟

然没有注意到。

质疑二：人物行为不符合
逻辑

回应：历史观比细节是不
是完全真实更重要

人物的行为不符合逻辑， 是该剧为观众

诟病的另一大槽点。 剧中，一场地震来袭，赵

光义与其弟秦王同时身陷废墟。 仅仅因秦王

一句“我只想知道真相，死而瞑目”，赵光义便

亲口承认自己弑兄行了谋逆篡位之事。 虽说

关于赵匡胤的去世，坊间确有“烛影斧声”传

说，但观众认为，如此轻易就吐露事关皇位正

统的天机，实在有悖一名皇帝的行为逻辑。

“这只是一个艺术作品，我只是把一种说

法展现出来而已。 ”李少红认为，创作历史题

材电视剧， 历史观比细节是不是完全真实更

重要。 真正的历史是碎片化的，艺术作品里的

一些创作，是历史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并不等

于定论，一定要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区分开。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的空间是长

期以来历史剧创作的困惑和争论焦点。 近来

这种讨论在反大古装中重新又变得高涨，一

些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又变得不能被承认。 ”李

少红说， 如何用历史素材创作出更好的戏剧

模型，是《大宋宫词》时刻面临的问题。 比如，

表现澶渊之盟， 最终他们采用的改编方式是

在亲情面前让所有人重新思考战争。 “它不但

没有贬低或者抹灭这场战争在历史上的作

用，反而表达了不仅赵恒、寇准等男性在历史

关头挺身而出，女人也一样作出了奉献，也再

次重申这是大家共同的天地。 ”

质疑三：女主角的形象过
于贤良淑德

回应：简单粗暴的“宫斗”

是一种偏见

该剧被观众质疑的又一个焦点， 是女主

角的形象过于贤良淑德。

虽然文献上有关刘娥的记载颇少， 但很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性， 作为一个

民间女子，她一步步登上权力的最高峰，成为

宋代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 一生不可谓不

传奇。 然而，这样一位复杂女性，在剧中无欲

无求不争不抢，观众直言难以信服。

李少红表示，在惯常的认知中，觉得有野

心的女性就该擅长勾心斗角。 “简单粗暴的

‘宫斗’描写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女性确实

有非常感性的一面，但感性化不等于狭隘，相

反，女性的胸怀是很大的。 ”她说，《大宋宫词》

是一个反宫斗的戏， 是一个听到历史长河中

女性声音的戏。 有些文学作品为了塑造包拯

这个形象， 可以很轻易地把刘娥为守护大宋

江山的牺牲演绎成一个歹毒养母的权谋算

计。 这样的演绎在历史上是非常常态的，女性

的声音被过滤掉了， 这也是激发她想表现她

们的最大动机。 在李少红看来，所谓“狸猫换

太子”是对刘娥的“黑化”。 生育是男女共同完

成的，“换”的过程男性不参与、不同意是换不

成的，它必然是一个“阳谋”。 这中间隐藏着巨

大的不公。 “我想为历史中的女性找出真实的

可能性，带给观众。 ”

《宋史》曾评价刘娥为“有吕武之才，无吕

武之恶”。 这句描述让李少红非常触动。 因此

在剧中，最后刘娥证实给所有人看：她没有篡

权的野心，辅佐皇帝不是为了篡权，而是为了

大宋江山，并不是为了个人私欲，是一个比他

们想象的有更大胸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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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首款区块链游戏“加密猫”中，售价最高可达

数十万美元的虚拟小猫本质上就是 NFT。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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