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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动人心的不是嘉宾光环而是文化情怀
董 卿

《朗读者》如何从“两页方案”到全网播放近2亿次

《朗读者》火了之后，媒体经常会
问我一个问题， 你怎么会想到做这样
一档节目呢？ 我先和大家分享我最近
在节目里对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做
的采访，他说：故宫是世界五大博物馆
之一，其余分别是法国的卢浮宫、英国
的大不列颠博物馆、 美国的大都会博
物馆和俄罗斯的埃米塔什博物馆，正
好对应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这说
明没有一个强大的博物馆你就当不了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话音一落，现场笑
声掌声一片。 虽然最后一句话有点玩
笑的意思，但其中却自有真意，一个国
家的自信本质上是文化的自信， 文化
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层、 更持久的力
量。作为媒体特别是国家媒体，旗帜鲜
明地传播弘扬优秀文化是我们责无旁
贷的使命。 我做主持人22年，在中央
电视台工作了15年，我深知这个平台
的影响力。就像今年春晚结束之后，我
的口红突然上了热搜榜， 让人哭笑不
得， 但反过来也证明了平台的影响力
不可估量， 那么占据这个平台的我们
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人们的注意力从
外在转向内在，从表面转向本质呢？

几乎所有的同行在分析《朗读者》
的火爆的时候都会说， 这个节目真是
抓住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无论
是大屏还是小屏都已经被一些同质化
的节目霸占了很长时间， 所以 《朗读
者》清新隽永、以文化人的面貌让大家
耳目一新。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一夜
走红” 恰恰说明这一类节目长期的匮
乏。我想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在一年前、
两年前就看到了机会， 但为什么不是
所有的人都能抓住这个机会呢， 我总
结是两个“决心”吧———有没有一定要
做成的决心和一定要做成精品的决
心。 做电视的同行都知道文化类节目
在招商的时候往往不被看好， 经常是
一穷二白、举步维艰，我们也不例外。
外界都认为你董卿做节目那还不是要
钱有钱要人有人嘛，这个真没有，我们
当时的境遇就是 “一个念头、 两页方
案、三个散兵、四处磕头”。但让我们特
别感动的是台内的各级领导非常认可
这个策划方案， 台编委会更是全票通
过快速立项， 体现了领导层高度的前
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 这也激励着我
们坚定地去实现目标。 《朗读者》节目
是今年的2月18日开播的， 那一天是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雨水， 后来有人开
玩笑说节目火是日子挑得好，“好雨知
时节，当春乃发生”。 但很多事情仿佛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一年前的2月19
日那一天， 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电视
台视察调研，当时就提出，多设计一些
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好栏目，多
创办一些脍炙人口、 寓教于乐的好节
目。 我们的节目是从那个春天开始酝
酿， 历经一年的艰辛终于在今年的春
天和观众见面了。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仅仅有一个时
机是不够的， 要打破文化类节目曲高
和寡的魔咒，就要有创新的勇气，把文
化节目办成精品节目的决心。 《朗读
者》节目是一个完全原创的节目，没有
任何可借鉴的模式， 因此我们邀请了
英国的模式研发团队、 国内的专家学
者经过了好几轮的论证， 我记得在节
目录制前一个星期我们还在开策划
会，刘震云、陆川、陈维亚、陈小川、白
岩松、朱海、张颐武、康震等等都为方
案的不断成熟贡献着智慧。 大家始终
在探讨的就是如何让文化节目的传播

更符合大众传播的特性， 即让一档电视
节目能够引发最大多数人的参与和共
鸣，真正实现“共情”。这里面要解决一个
核心问题， 也是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在
思考的问题———谁来读、 读什么、 怎么
读。节目创意的最初就确立了一个思想，
《朗读者》 不应该是一个传统的朗诵会，
名家朗诵这种形式在剧场已经存在了很
多年， 很多主题晚会上我们也能看到一
些诗朗诵， 但是往往很难引发强烈的共
鸣，因为朗读者缺少朗读的动机，大部分
时间“技巧”多于“感情”，不符合现代受
众的审美习惯。 我觉得作为电视的制作
一定要把朗读者的情感、 写作者的思想
和观众的理解和谐统一起来， 所以我们
设计了“访谈”+“朗读”+“轻解析 ”的模
式， 将朗读者的个人生命体验完整地构
建起来， 让故事的情绪提升到一个需要
借文抒怀的时候文本顺势而出， 经典文
字的传播便实现了最大化。 当麦家讲述
完两代父子之间充满挣扎的故事之后再
读自己的家信、 当许渊冲老先生说人这
一生不是过了多少日子而是记住了多少
日子之后再读林徽因、 当无视贫穷和疾

病依然快乐依然相爱依然在路上的丁一
舟夫妇读流浪的三毛， 文字的魅力自然
产生了叠加的效果，充满感染力。最初的
时候我们也曾经考虑过全明星阵容，觉
得他们是收视的保障， 但后来发现这是
一种偏见，真正打动人心的一定不是“光
环”而是“情怀”。 比如许渊冲先生，这是
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讲都很陌生的名字，
96岁、翻译家、翻译唐诗宋词莎士比亚，
听上去很是高冷， 但当我们的导演在和
老先生接触之后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单纯
质朴丰富有趣的人， 我们立刻决定把他
作为第一期的VVIP。当然老先生的至情
至性也让导演吃了不少苦头。 因为广告
赞助出了问题， 我们更改过两次录制时
间 ，2016年 的 夏 天 我 们 约 过 他 一 次 ，
2016年的冬天我们又约了他一次 ，到
2017年一月我们终于真的要录制的时
候，老人家把我们当成骗子一般拒之门外
了，眼看着离录制的时间越来越近，团队
急得不知所措，只能每天抱着果篮或是鲜
花守在老人家的门口上演“苦情戏”，终于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结果皆大欢喜。 节目
播出的第二天许老的译著就冲进了当当

网的热搜，他告诉我们说他家的电话几乎
成了热线，海内外的亲朋好友、学生同事
都在问候他。 很多电视台也蜂拥而至，但
他一概拒绝了，他说我在《朗读者》节目里
表现完美，我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

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来到我们的
舞台，我们都会把他们还原成一个平实的
朗读者的面貌，不去强调“我会读”而是突
出“我要读”，所以当老舍、巴金、冰心、路
遥、史铁生、季羡林、莎士比亚、海明威、小
仲马、梭罗、裴多菲等许多东西方名家的经
典被朗读的时候，观众没有产生任何距离
感，文字所创造的精神世界和当下受众的
精神世界遥相呼应，善良、正直、勇敢、进
取、奉献、尊重等人类最宝贵的品质和千
百年前流传至今的文字融合在一起，又一
次给予我们力量，震撼我们的内心。

如果说这次节目播出之后有什么是
真正出乎我的意料的话，那就是新媒体的
热度和年轻受众的喜爱。《朗读者》到目前
播出了七期之后阅读突破10万+的微信
公众号文章已经达到了132篇，手机客户
端的收听量达到1.79亿次， 相关视频全
网播放4.97亿次。 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为

什么年轻人会喜欢朗读者，我就说为什么
你觉得他们不喜欢呢，他们成长在一个更
富裕、更开放、更文明的社会，他们接受着
更良好的教育， 我们不要低估了他们的
审美和判断力， 自以为了解他们就只喜
欢某一种类型的节目。 就像当年李宗盛
抨击流行乐坛的口水歌太多， 他说如果
你只给听众吃猪食， 那么时间久了他们
就变成了猪。许渊冲先生今年96岁，很多
热爱他的年轻人可能只有26岁，他们的
确有年龄的差距，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
年龄的差距之外找到认知的统一。

有一次录制作家毕飞宇， 录到凌晨
两点多，当时我们都觉得非常抱歉，但是
他没有丝毫怨言，始终兴致勃勃，结束后
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我过去只在欧
洲读过，美国读过，印度读过，这是我第
一次在中国朗读， 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中
国人知道生活里还可以有一顿饭， 是耳
朵饭”。他的话也让我想到了我最爱的巴
金先生的一句话：“我们不是只靠吃米活
着。”如果我们的工作能让更多的人意识
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所有的坚持和努力
就是有意义的。

小说叙事还可以这样推动
———看《细民盛宴》

潘凯雄

从最初注意到这部仅有 13 万字的

小长篇到最终写下这则小文， 关注点竟

更换了好几次。
起先是为这部小说的名字所好奇。

这 “细民” 到底是 “平民” 还是 “传说

中的一种异人”？ 而无论是哪种， 其文

刍刍的书名无论如何都是卖了一个小关

子， 逗得你不由自主地想瞄上一眼， 更

何况出版方又称此书的作者张 怡 微 乃

“海上才女”。
待到明白这里的 “细民” 说的不过

就是平民的故事， 起始的那颗好奇心也

就淡去了许多， 但作者又声称自己 “出
生于工人新村， 从小到大， 总计住过三

个工人新村 ， 至今都是住在新村里 ”，
而 “能表现上海工人日常生活的文学作

品是很少的”。 如此看来， 这部作品还

似有欲填补空白之意， 只是细读下来，
作品中的那些个 “细民” 的生活与工人

新村的关系其实并不大， 说他们生活在

“石库门” 这类在沪上具有某种特定含

义的地域也未尝不可。
既然作品中的 “细民” 没啥值得猎

奇的， 关注点就开始转向 “盛宴”。 其

实本可以想象， 平民的 “盛宴” 又能有

什么呢？ 无非是遇上婚丧嫁娶之类的节

点一帮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

吃肉大声吆喝而已， 既不可能 “盛” 到

哪也 “盛” 不出啥花头？ 果不其然， 在

《细民盛宴》 中， 我相信读者一定丝毫

体会不到其 “宴” 之 “盛”， 相反可能

倒是不时有寒气袭人之感， “冷” 得很

也憋闷得慌。 再一琢磨， 这逼人寒气的

制造者恰恰又是那些个参加 “盛宴” 的

“细 民 ” 们 。 于 是 ， 关 注 点 还 得 回 到

“细民” 的身上。
《细民盛宴》 中的 “细民” 还是那

个 “细民”， 所不同的只不过是这些个

“细民” 虽无血缘关系但偏偏又因缘际

会地以家庭的形式生活在一起， 作品主

人公袁佳乔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在孩

童时代乔乔就不得不面临家庭的破碎，

这显然是她无从选择的， 于是， 袁佳乔

既有了继母 “梅娘 ” 又有了继 父 “叔

叔”， 还有了既不同父也不同母的璿彦

兄长； 好不容易自主成了家， 先生小茂

尽管勉强可算 “青梅竹马”， 但又身体

极弱性格极懦公婆极势利， 于是分道扬

镳也就成了他俩的必然选择。 可以想象

的是： 面对由这些个角儿组成的 “细民

盛宴”， 置身于如此人际关系和这般成

长氛围中的袁佳乔是如何不得不去但又

永远无法自如应对的那种尴尬。 上述简

单的描述差不多也就构成了 《细 民 盛

宴》 故事的主干， 出版者将这部作品誉

之为 “世情小说的扛鼎之作”， 作者张

怡微则自谦地称： “讲 ‘世情’ 有点高

估这部小说， 这就是一部言情小说。 言

情小说有严肃的一面， 严肃小说可能也

言情。 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能写出这一代

年轻人感情或伦理的困境， 也不见得是

坏事。” 而在我看来， 究竟给 《细民盛

宴》 戴上一顶 “世情” 还是 “言情” 的

帽子未必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作品将这些

个奇特的 “细民” 们圈在了一起， 理论上

是应该会有许多精彩独特的细节与情节以

及许多波澜不惊或大开大阖的心理博弈，
或如作者自言 “写出这一代年轻人感情

或伦理的困境 ” 也不错 。 带着这样的期

待读完了 《细民盛宴》， 一种奇怪的阅读

感受挥之不去 ： 一方面 ， 上面所说的那

种阅读期待并未出现 ， 或者至少不那么

强烈 ； 另一方面 ， 尽管没有看到 “许多

精彩独特的细节与情节以及许多波澜不

惊或大开大阖的心理博弈”， 也不特别觉

得 “写出了这一代年轻人感情或伦理的

困境”， 但却并不反感整部作品， 间或甚

至也还会有令人窒息的感觉 。 那么到底

是什么神奇的力量让本人产生如此奇怪

的阅读感受呢 ？ 于是我的关注点再度离

开了作品中的那些 “细民 ” 们而移到了

作品的叙事。
一般来说， 推动小说叙事的力量多是

由作品中人物命运或性格的冲突来集结，

而这种集结与推动则又是通过大量的

情节与细节来 实 现 。 通 观 《细 民 盛

宴》 全篇， 不是说完全没有独特的情

节和细节 ， 比如乔乔在自己生父 65
岁生日时给他做饭时的情景就很细腻

也很感人， 但这样的处理的确不多。
更多的时候读者在作品中看到的， 不

是小说的一号主人公 “我” （即袁佳

乔） 在那里絮叨， 就是她内心的感受

与活动。 这也就是说在 《细民盛宴》
中， 基本上是作者的主观叙述在推动

着作品的叙事。 我自然是没有证据来

判断这究竟是作者的故意为之还是她

自身真的就不具备构筑情节与细节的

能力， 但这样来推动小说的叙事的确

风险不小。 不难设想： 一味地听一个

被怪癖了的女子独自在那里絮叨个不

休该是一件多么招人烦的事， 但现在

的事实则是张怡微不按常理出牌的招

数不仅没让人烦， 反倒赢得了一番喝

彩， 这只能说明作者在自己主观叙述

的 设 计 上 真 的 还 是 下 了 一 番 功 夫 ：
《细民盛宴》 从头到尾始终笼罩着一

种看似沉静实则冷冽、 看似平和实则

哀伤的氛围， 袁佳乔那看似随和柔弱

的外表下又透 出 一 股 子 决 绝 刚 毅 之

气， 正是这两个基调如同为作品装上

了一个大功率的吸盘， 读者也就不由

自主地被其牵着走了， 什么情节细节

都于不知不觉中忽略……
看来， 小说叙事竟也还可以这样

推动。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第三只眼”看文学

■ 《细民盛宴 》从头到尾始

终笼罩着一种看似沉静实则冷

冽、 看似平和实则哀伤的氛围，
袁佳乔那看似随和柔弱的外表

下又透出一股子决绝刚毅之气，
正是这两个基调如同为作品装

上了一个大功率的吸盘 ， 读者

也就不由自主地被其牵着走了，
什么情节细节都于不知不觉中

忽略……

这个春天，以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
等为标志，一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成规
模地出现，形成集群效应引领荧屏风尚。

有人称它们为 “慢综艺”， 不仅区别于此前一些喧
闹过多而文化积淀欠缺的综艺样式， 而且也道出了这
些新出现的优质文化节目 “不喧哗， 自有声” 的独特
个性。

通过电视荧屏、网络终端的播出和点播，以及媒体

的跟进报道、观众之间的人际传播，这批优质文化节目
越播越热。 这让更多人对“中国原创节目”“中国文化节
目”产生认同感，也让我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
缺少知音，只要有能承载的精品力作，发挥融合传播的
优势，一定能受到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

今天 《文艺百家》 特别刊发 《朗读者》 制作人、
主持人董卿的文章， 回顾这档优质文化节目是如何出
炉的…… ———编者

这些文化节目
叫好又叫座

《中国诗词大会》
中央电视台

看点： 节目中的所有题目几
乎全部出自中小学课本 ， 面对
“熟悉的陌生题”， 观众既有参与
的热情， 又为了获得答案 “欲罢
不能”。

《非凡匠心》
北京卫视

看点： 节目试图探寻中国瑰
宝级文化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邀
请在同一领域内的大师级艺术家
和青年创作团体， 来表达两代人
对传统的理解， 以及两代匠人之
间的交融沟通。

《传承者》
北京卫视

看点： 两季节目分为文字传
承和视觉传承。 展现的节目诸如
抖空竹、 武术、 木偶戏、 杂技、
京剧等中国传统文化技艺都各具
特色。

《人间难得几回闻》
东方卫视

看点： 讲述中国传统乐器制
作工艺， 展示中国传统民乐的博
大精深和演奏技师们的匠人精
神。 系列共分 《二胡》 《古琴》
《笛子》 《琵琶》 《古筝》 五个
篇章。

《二十四节气》
东方卫视

看点： 将二十四节气中的人
文习俗挖掘出来 ， 融入中国诗
词， 在传统习俗之上又加深了中
国文化的精神内涵。

《中华好诗词》
河北卫视

看点： 节目以竞赛的方式选
出 “诗 词 达 人 ” ， 前 三 名 沿 用
“状元” “榜眼” “探花”， 每场
设置不同朝代的诗歌主题， 涵盖
了唐 、 东晋 、 宋的不同风格诗
词， 凸显了传统文化特色。

《见字如面》
黑龙江卫视

看点： 以读信为主要形式的
阅读推广节目。用“书信”打开历史
记忆，带领观众走进那些鲜活的时
代场景，体会别样的人生故事。

《中华文明之美》
湖南卫视

看点： 故事在师父和两个搞
笑逗趣的学童间展开，用“学堂”
形式串联古今中外的经典故事。
目前播出的内容包括“居住有道”
系列、“名医” 系列、“开学” 系列
等。 （杨越童整理）

相关链接

《朗读者》 的舞台设计仿造图书馆， 背景中的书架和图书营造出阅读的氛围。 与此同时， 观众席布置得像传统剧场。 这样的安排让朗读充满了仪式感， 不仅让

人亲近文字， 也凸显朗读或朗诵， 并不是一般的语言行为， 而是一种文学表达。 （央视供图）

《细民盛宴》 张怡微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