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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读诗的时候，笑意
盈盈；她念出的每一句诗，
都带有自豪感。离场时，
她说：“江山代有才人出。”
第九场归来，她说：“虽九
死其尤未悔。”她是《中国
诗词大会》唯一一名“四朝
元老”，终于在今年2月摘
得了第四季的冠军奖杯。
她是陈更，本科就读于同
济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如
今是北京大学一般力学与
力学基础专业的“90后”在
读博士。

青年报实习生 喜罕娇 记者
刘昕璐

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

不渺小的小人物，如果你
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
大家分享，请与本版联
系：qnbxiaorenwu@so-
hu.com

90后理工科女博士获《中国诗词大会》冠军 矢志培养传统文化粉丝

孩子学诗不靠背，要感受一种美

酷爱读书的陈更，打破了观众对理工科学生的刻板印象。 受访者供图

“很多诗友因为看到我在
诗词大会的样子，也想要来诗
词大会；很多小朋友、青少年
说因为看到我念诗的样子，发
现中国诗词的美好，也开始念
诗。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

作为《中国诗词大会》唯一
一名“四朝元老”，陈更成功斩获
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的总冠
军。主持人董卿在节目中这样
说道：“其实，对于陈更，四年每
一年都如约出现在我们百人团
的选手中，今年的捧杯可以说天
道酬勤、水到渠成。”

因酷爱古诗词，陈更报名参
加了《中国诗词大会》，这一参加
就是四年。“粗缯大布裹生涯，腹
有诗书气自华”。酷爱读书的陈
更，打破了观众对理工科学生的
刻板印象。她给人的第一印象
就是颇有文人气质——读诗时，
声情并茂，让人如临其境；微笑
时，自信洒脱，让人充满力量。

获奖后，她非常开心地说：
“很多诗友因为看到我在诗词大
会的样子，也想要来诗词大会；
很多小朋友、青少年说因为看到
我念诗的样子，发现中国诗词的
美好，也开始念诗。我觉得，如
果我能在传统文化的路上多做
一点点事，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
古典诗词的美好，所有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
十年功”。每一个人的成功，都
离不开“努力”二字，陈更很早就
明白努力的意义。学业如此，参
赛亦如是。“对我来说，每一次参
加诗词大会，都是第一次，每一
次都能学到新东西。比如，前三
季，在诗词大会现场学到了很多
知识，对很多诗篇有了牢固的掌
握，诗句更加烂熟于心，有利于
之后的比赛。”

从第一季到第四季，陈更也

成长了许多。“我开始从喜欢华
丽美丽的诗词，转为喜欢平淡而
隽永深情的诗词；开始从把诗词
看作一种文学读物，到意识到

‘启人所觉者，觉人所未觉者’的
超越性。我相信多听诗人说话、
多读诗，可以让一个人更智慧、
更通透。”陈更说道。

有意思的是，她的参赛经
历，也让家人有了变化。全家人
因为她，连续四年看了四十场诗
词大会，就这样，奶奶变成了康
震老师的铁粉，妈妈变成了诗词
爱好者，有时候还会问她“何事
长向别时圆”到底是什么意思。
陈更自己则在北京的一份报纸
上有了自己的专栏。能有机会
把自己读诗的感悟写出来并发
表到报纸上与大家分享，这让她
觉得很幸运。

在陈更看来，参加《中国诗
词大会》最大的收获是在现场曾
有过的很多热泪盈眶的瞬间。
在她眼中，《中国诗词大会》其实
是一个穿着诗词外衣的“真情”
节目。在古诗词这个引线之下，
许多人的生命热情被点燃了，不
管他被柴米油盐的生活所迫成
了一个务农为生的人，或者每天
天不亮就起来做馒头的人，或者
建筑工地的工人，或者日晒雨淋
的交警，或者像雷海为大哥一样
的送餐员，到一个舞台清丽秀
美，音乐宛转悠扬，嘉宾兰心蕙
质妙语连珠的环境里，他会想起
隐藏在生活之下的曾经的文学
梦想，以及那些原来不曾熄灭的
点亮他生命的诗句。

“在赛场上，我因此听到很
多感人的故事，比如，孙东辉老
师在开颅手术后一睁眼的那一
刻就想要首先去背一首诗，看看
自己是否还记得；比如，在建筑
工地打工七年，每天早一点起床
读诗，后来成为了语文老师的刘
泽宇老师；比如身患癌症务农为
生，虽然一贫如洗，但是每天看
的读的都是诗的白茹云大姐。
大家都相信，活一天就要高兴一
天，就要纯粹一天。”陈更说，在

为这些自己很喜欢的人感动的
同时，也觉得找到了自我。“就像
蒙曼老师说读《红楼梦》可以净
化心灵一样，参加诗词大会也可
以净化心灵。”

“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还
是不太会读得懂一些诗词。
一定是一个人心里积累了一
些东西的时候，他（她）才会对
诗词有感觉，才会从中获得救
赎或者释放，从而喜欢上这种
确实稍微艰深一点的文学。”

陈更坦言，自己以前更喜欢
读小说，21岁才开始认真学习诗
词，但在她前21年的阅读生涯
中，她偏爱的文字却和古诗词一
直有共通之处：超越、凝练、古
典、含蓄和柔美。

“我做了很多读书笔记，因
为反复翻看甚至背下来了很多
文字。‘我凝视的竹斗笠/ 在告诉
我什么是有气节的竹/ 我细数每
一条纹理/ 都有血液在奔流/ 都
有雷电在聚集/ 都有生命在孕
育’。这是我初中时从语文月考
试卷中摘抄的考题，它对普通事
物的联想思考，深深地震撼了
我。许多年后，当我遇到《题僧
壁》，看到‘蚌胎未满思新桂，琥
珀初成忆旧松’时，我不会觉得
陌生而不知所云，我会觉得似曾
相识，觉得它们是相通的。”陈更
这样举例。

到了研究生阶段，陈更调整
了自己的阅读计划，从小说转为
散文集。准确地来说，对陈更产
生影响最大的当属《蒋勋说唐
诗》。“在这本书里，唐诗和人的
生命历程、生活热情、爱与付出
等联系起来，诗词在我心中印象
一下子发生了变化，从那时候便
开始读诗了。”自此，陈更便与诗
词结下了不解之缘。陈更认为，
一个人跟诗词能够摩擦、碰撞出
一些东西，是需要一定的年龄和
阅历的。

“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或

者说情窦初开的少女，还是不太
会读得懂一些诗词。一定是一
个人心里积累了一些沉重的、灰
暗的、晦涩的东西的时候，他
（她）才会对诗词有感觉，才会从
中获得救赎或者释放，从而喜欢
上这种确实稍微艰深一点的文
学。”陈更说道。

她相信，只要进入到这个世
界里，你就会发现诗词还有很多
别的东西带给读者。比如，中国
古典诗词，其中有“哀民生之多
艰”的民本思想，有“虽九死其犹
未悔”的情怀，以及旷达乐观、积
极向上的精神态度。“诗词可以
给人一种向上的精神，而且其中
包括了太多太多的辩证关系，诗
词里有着大世界和大智慧。”

“我不建议一上来就要求
孩子背完《长恨歌》《琵琶行》

《离骚》，这些孩子不容易理
解，一旦造成诗词是艰深的不
可爱的印象，失去了兴趣，再
挽回就难了。”“尽量不要随大
流，多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关于诗词学习的问题，陈更
的理解是：记忆诗词不能如同背
圆周率一般只是生理的记忆，应
该理解诗人说了什么。“归舟昔
岁宿严陵，雨打疏篷听到明。昨
夜茅檐疏雨作，梦中唤作打篷
声。”这是两个听雨的夜晚，一个
失眠了，一个半梦半醒，然后再
用文言文的语言把这件事复述
出来，注意简洁凝练，没有介词
连词，有时倒装等，这应该是背
诗的过程。

但对于孩子来说，做到这一
点也是不容易的。“我不建议一
上来就要求孩子背完《长恨歌》
《琵琶行》《离骚》，这些孩子不容
易理解，一旦造成诗词是艰深的
不可爱的印象，失去了兴趣，再
挽回就难了。不如先读‘妾发初
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
来，绕床弄青梅。’十岁的小女孩

开始有了美的意识，才会让妈妈
给自己梳刘海，来打扮得漂亮一
点，好和隔壁的小哥哥一起玩
耍。”

陈更认为，孩子都有求知欲
和上进心，中国诗词朗朗上口、
音韵和谐、节奏明快，背起来读
起来，都会让孩子感觉到本能的
快乐并获得极大的成就感。即
使是不理解深层含义的诗词，他
们也会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一种
朦胧的美。

尽管陈更现在已经掌握了
大量的诗词，但是她依旧在不停
地学习。“我每天在微博群里分
享在喜马拉雅讲解一首诗词的
链接，作为一种日记的方式，也
在慢慢累积知识，同时也是锻炼
自己。”她认为，保持自己的判断
力是非常重要的，“尽量不要随
大流，多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你
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
避开生命中所有的不开心的
事。”陈更说，这句话恰好可以回
答为什么自己有时间读很多书，
因为她以读书的形式来休闲，想
休息的时候，或者不开心的时
候，都选择了读书，读书是一种
自愈方式。

也因此，对于未来，陈更希
望自己在文笔、讲述感方面能更
为提升，从而更好地传播传统文
化。她希望不仅可以读诗给大
家听，更可以在分享时，让读者
感到，读着陈更的文字，就好像
切实地和她共同拥有了一座图
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