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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里的中国》
与古圣先贤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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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新春，《典籍里的中国》甫一开播，就创下

同类型题材的收视新高。新媒体传播后，节目还

变身“网红”，带旺一波“典籍热”。这，其实在我们

的意料之中。马克思在评价希腊艺术和史诗时说

过，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

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

本。“上有迢迢河汉，下有滔滔江水。”我们这个伟

大的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生生不息；我们灿烂

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一个重要奥秘就

是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而典籍，正是中华文化永

不枯竭的源头活水，是永远给中华儿女以精神滋

养、提醒我们不断进行精神反刍的范本。

所以，节目火起来，我们高兴；典籍“活”起来，

我们更自豪。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谁都知道中华文化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历经上下五千年而文脉不绝，

根本在于一代代华夏子孙典籍为媒、薪火相传、接

续前行。在我们的古汉语词典里，韦编三绝、汗牛

充栋、洛阳纸贵……中国古人往往用赞美、敬佩的

词语，称颂典籍的魅力和文化的传承。习近平总

书记说，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

我们的基因。这些经典的无形内核便是中国精

神，有形载体就是中华典籍。

记得一年前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次编务

会议上，大家讨论精品选题时，我提出了一个久蕴

于心的建议：能不能打造一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经典的栏目，比如《典籍里的中国》？当时大家都

认为是可行的。我提出这个建议，不仅仅出于一名

文科毕业生的个人喜好。我忘不了30多年前刚进

大学时的那一幕：中文系老师与新生见面，研究古

典文献的老先生们大多步履蹒跚，其中一位还是用

椅子抬进来的。后来我和同学到一位老先生家里

拜访，刚惊叹于琳琅满墙的各种线装典籍，不料老

先生感慨道：他的身后，孩子们会把这些书卖到废

品回收站的。老先生痛心于子女未能传承其业。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老先生

的痛，让人警醒。如果典籍高悬在象牙塔，尘封在

藏书馆，即便散落在教科书中，却没有人自觉赓续

文脉香火，那不是随着岁月流逝而丢掉根和魂吗？

决不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

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

沃土。”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

洞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关

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判断、新的概括

和新的定义，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高度的

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绵延数

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

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党

中央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举

措，在全社会点燃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强大引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影

响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不断增强。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来了灿烂的春

天。与此同时，如何解读好、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这对于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机遇，更是一大挑战。

由此，我想到了典籍。文化典籍往往是优秀

文化的集大成者。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浩

如烟海的中华传统典籍，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

从孔子、孟子、老子、孙子、墨子、韩非子到文学、史

学、哲学、经学、中医等，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

到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从精卫填海、后羿射日

到嫦娥奔月、愚公移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经典，将中华儿女的民族品格、民族精神高度浓缩

在字里行间，凝聚成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的历史长河。

文化如水。中华文明看似柔和，实则坚强。

这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为什么古代印度、古代埃

及、古代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早已进入了博物馆，唯

有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风吹雨打，依然挺立、生机

勃勃，在人类文明的灿烂星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

芒。知来处，明去处。正是中华文化典籍的代代

传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坚强屹立，中华文明饱

经沧桑而薪火相传。

观成败、鉴得失、明是非、知兴替。优秀典籍，

既是中华民族的共享记忆，也是我们与历史的精

神接续。既见证了我们的昨天、观照着我们的今

天，也将福泽我们的明天，福泽中华民族后世千

年。我们感到，从优秀典籍入手传播传统文化，是

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今天的中国已经快速进入

互联网时代，人们阅读的便利性、丰富性已经超过

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虽说“书当快意读易尽”，然

而，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今天的中国，到底还有多

少人在安安静静地阅读传统经典？又有多少人读

得懂、读得进传统典籍？

再辉煌的文化，一旦失去传承就必然衰败。

作为重要的传播阵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责无旁贷，必须与时

间赛跑。总台成立以来，我们连续推出《经典咏流

传》《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中国地名大会》

等一大批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节

目，都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不少节目还在欧

美国家畅销。我们从中也领略了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的强大力量！

书里乾坤大，心中日月长。我们坚信，典籍是国

之瑰宝，不能只是“活”在藏书馆、“活”在学者的论著

中，还应该“活”在年轻人心中。《典籍里的中国》，就是

典籍的传播者、转化人，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探赜索

隐、披沙拣金，通过电视独具优势的语境转换，让更多

人爱上典籍，自觉传承中华灿烂文化。

益智增德，如沐春风。《典籍里的中国》告诉我

们，中华文化，绝不是晦涩艰深的古董，而是集中

储存在典籍、至今仍然指引今人思考我们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的思想宝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

涯。”中华文化典籍是古圣思想的载体，是先贤智

慧的结晶，绝不是象牙塔中泛黄的辞章，不是沉睡

的故纸堆，而是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永远保持鲜

活生命力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长河永远奔腾

不息的文化密码。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典籍里的中国》是我们探索传统典籍当代化传播

的一次有益尝试，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次。与古圣

先贤对话，跨越时空交流，让我们不断以创新传播

中华文化经典，致敬我们的先人！

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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