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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卷考试卷

论述类文本阅读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主流电视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窗口，必然要立足于本土文

化，坚守文化自信，争取国际话语权，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范式，传播中国传统东方美

学理念。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仍然要面对诸多文化审美困境。首先，文化传播的全

球化意味着强势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可以超越时空，被其他群体认知甚至认同，极端者甚至会导

致文化霸权；弱势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向强势文化迁移，成为强势文化的追随

者，由此也会催生文化焦虑。其次，经济的全球化也可能引发人类社会审美情感的普遍钝化。

在消费社会，人的官能被持续刺激，感情被交换，情感生态出现失衡。在信息社会，人们的时

间越发碎片化，心态浮躁不安，灵魂无处安放，急需审美救赎。

从审美经验来看，文化艺术只有表达本土审美观念，才能激发群体成员的共情共鸣，唤起

民族文化记忆，强化群体文化认同。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强调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传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中国故事。基于此，广播电视机

构的电视文化类节目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从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进行创新，抒写

国人情感，构建集体认同。

在此，《中国诗词大会》用绚丽的视听手段、精彩的环节设计让观众回味唐诗宋词的豪放

与婉约，感受东方诗意人生，重塑中华审美情趣；《经典咏流传》用现代音乐形式对古典诗词

进行重新演绎，捕捉细腻的人情人性，使观众在曼妙的国风旋律中找到情感皈依；《朗读者》

用温暖的声音传递文学与情感之美，浸润观众的心灵，唤起全民朗读的热情；《国家宝藏》

以“馆藏国宝文物”为立足点，利用情景再现方式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赋予文物鲜活的生命
力；《衣尚中国》则聚焦中华传统服饰艺术，探寻服饰背后的美学精神，通过“历史空间”“匠
心空间”“创演空间”多重演绎，唤醒观者的文化记忆、激活受众的情感认同，让美融入生活。

这些电视文化类节目借助民族文化符号，综合运用舞台艺术的多重手段，调动了戏剧、绘

画、舞蹈、书法、武术等艺术元素，塑造了符合当代中国人欣赏习惯的审美意象。在这些具

有“中国意象”的符号背后是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丰富厚重的民族文化和别具一格的审美情
趣。节目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意象的整体观照，既凝聚了观众的民族集体认同，同时

也展现了主流媒体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

中国电视文化节目应该担负起文化自觉的责任，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重

塑中国本土美学的审美自信，加快实现文化审美自主转型能力，为构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特

色语言体系起到重要作用，使中国传统东方美学走向世界，进而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摘编自《电视文化类节目传播中国传统东方美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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