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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传承承文文化化经经典典  弘弘扬扬时时代代主主旋旋律律  
——专访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艺 

思  涵  
（今传媒杂志社，陕西 西安 710065） 

 
编者按：新的媒体时代，主持人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角色和更大的责任，既担负着引领主流文化的责任，又是连

接节目和观众的纽带。随着新媒体的多领域普及和广泛运用，特别是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主

持人要有采、编、播、控等多种业务能力，还要用新媒体思维和新媒体技术来武装自己，要明确自己在节目中的位

置和任务，以自己敏锐的应变能力和独特的个性魅力将节目做精做活，在这个时代，对主持人来说，这是融合、是

创新、是跨越，也是主持人迎接挑战、实现跨越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戏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剧坛

上独树一帜，它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和典型代表。在我国实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戏曲在世界舞台

上展示出了我们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美学特征。为进一步探索中国戏曲的魅力，本刊记者有幸采访到了中央电

视台戏曲频道主持人董艺。董艺，人如其名，多才多艺。在主持戏曲节目多年以来，她凭着对戏曲舞台的热爱和对

话筒的执着，将每一档戏曲节目都做得有声有色，既突出了节目的风格，也将自己的个性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极

大地满足了观众对戏曲节目的多元化文化追求。她主持风格自然、轻松、活泼，极具亲和力，节目受到不同年龄段

观众的喜爱。她以不服输、善钻研、敢尝试的态度，创下了主持工作中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相信她的主持道路会

越走越宽广！ 
 
董 艺，女，河南省郑州市人，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即中国传媒大学），现为中央电视台戏曲和音乐频道主持

人及《叮咯咙咚呛》节目制片人。2000 年参加中央电视台庆祝建国 51 周年“十一”特别节目《可爱的中国》，任副导

演；2001 年参加中央电视台“七一”心连心演出，任副导演；2003 年至今已连续十几年主持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晚

会；2004 年 8 月起主持 CCTV-11 的《梨园擂台》《点播时间》《空中剧院》《九州大戏台》和 CCTV-3 的《艺苑风景

线》；2005 年起主持 CCTV 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全国少儿京剧电视大赛等；主持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青

春戏苑》《一鸣惊人》《过把瘾》《快乐戏园》等；2015 年 3 月，担任《叮咯咙咚呛》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 
 

                                                        
收稿日期：2016-12-20 
作者简介：思涵，女，今传媒杂志社主任，主要从事传媒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董艺老师，您好！很高

兴能采访到您。我们知道，您起初学的是钢琴专业，但最

后又选择作为一名戏曲电视节目主持人，这其中有怎样的

故事呢？ 
董艺：您好，感谢贵刊的采访，很高兴与大家进行交

流！成为一名戏曲节目主持人，这可能和我的家庭背景有

真实性·旗帜性·影响性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执着、坚定、追求、付出，

一直怀揣着一颗感激的心总会把事情做得更好；始终保持

着一种简单、质朴、纯净以及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这

样才会把生活过得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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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关系。我出身在梨园世家，我的母亲和外公都是京剧

演员，由于母亲和外公对我的影响和鼓励，以及他们对我

的希望让我“不得不”学习了各种各样的才艺。我起初学的

是钢琴专业，同时也对演唱、舞蹈及小提琴等演奏比较感

兴趣。这些“被迫”学来的技艺也确实为我打开了一条艺术

之门，这也是给我后来从事的钢琴演奏工作及现在的主持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母亲和外公对我的熏陶，我

的血液里或多或少地也流淌着梨园行的血液，刚好那个时

间中央电视台开办戏曲与音乐频道，我就顺理成章地进入

了戏曲频道。我认为艺术都是相通的，不管那个门类的艺

术，相互之间都是可以借鉴的，这在我现在的戏曲主持工

作当中也能显现出来。 
记者：主持人是传媒领域的旗手，需要有广博的知识

和持之以恒的态度。我们知道您是一位善于学习、敢于尝

试、勇于挑战的主持人，尝试了不同类型的节目主持，同

时还担任过节目导演，您是如何做到的？ 
董艺：我个人觉得之所以可以同时尝试这么多的事，

这和个人不断的学习及个人的阅历有关。作为一名主持

人，与时俱进的意识时刻都是要有的，这就要多学习、多

观察、多实践，要不断地充电，及时填充一些新的思想和

新的知识。一是向书本学习，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

己的知识素养；二是定期学习时事政治及国家相关政策、

方针以及精神，提升自己的政治意识；三是不断学习专业

知识和技能，提高业务能力和水平。成为一名节目主持人

后，在现实的经历中不断地学习和磨砺，使我得到了更快

的成长，也正是因为这种经历使我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才能调整好心态，坦然面对，处理起来才能游刃有余。当

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外可能也是因为一种缘分，重

要的是必须把当下做好。我刚进央视时从事的是记者、编

导等工作，这就需要认真地去做。我认为首先要做好基础

工作，磨练好自己，这样当突然有个机会来临的时候，说

不定你又能去胜任另外一个岗位，比如主持人、制片人等。

总之，只有完成好当下，不要有太多的奢望和强求。但是

当机遇来临时，你也要能抓得住。作为我个人而言，我是

一个不喜欢做重复事情的人，期间做了不同类型的节目主

持，这可能也是性格的原因，所以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现在。 
记者：您目前主持的《叮咯咙咚呛》是观众比较喜爱

的节目，可否给读者讲讲这档节目创办的初衷是什么？ 
董艺：《叮咯咙咚呛》是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爱享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原创文化传承类综艺节目，是一

个制播分离的节目，从 2014 年开始，已经有三年了。这

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节目，我从策划到做制片人、主持

人，期间我和节目组的同事也都付出了很多。这个节目从

第一季到第二季也实现了台里的各种不可能，无论是经济

效益、收视率还是社会影响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这

档节目已经从戏曲类节目上升到一档文化传承类综艺节

目了，还是一档跨频道播出的节目，第一季已经在 CCTV-3
完成首播，在 CCTV-2、CCTV-4、CCTV-7、CCTV-11、
CCTV-15 进行联动重播。第二季已在 CCTV-3 首播，在

CCTV-1 和 CCTV-11 黄金时段进行重播。《叮咯咙咚呛》

第一季屡获殊荣，先后获得“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颁发的

2015 年娱乐节目提名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

2015 年度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目、2015 年度中央电视台

优秀节目评选特别节目奖、2015 年度中央电视台戏曲和音

乐频道年度特别节目奖，以及 2015 年度中国电视欣赏指

数国家级媒体创新类节目第一名。海外版权得到了多各国

家的青睐和争先购买。而且，《叮咯咙咚呛》第二季节目

始终秉承的“传承经典，致敬匠心”的理念，通过时尚流行

和传统经典相融合的方式让广大观众认识并了解非遗文

化，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讲话中号召

的“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广大

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

量”一脉相承。 
记者：我国戏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表现形式

较多，各种形式在共有的性质中又体现出各自的个性。作

为一名戏曲电视节目主持人，您是如何驾驭不同表现形式

的戏曲主持的？ 
董艺：其实在我看来，无论是京剧、豫剧、秦腔等都

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只要以一颗坦诚之心，带着大家

去了解我们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可以了。如果要说各

种形式有区别的话，可能就是在面对不同观众时，我会适

当地调整我的主持风格，比如在主持类似《快乐戏园》节

目时，面对的儿童比较多，那么我可能会使节目更加活泼，

气氛更加活跃。而在主持《名段欣赏》这类节目，可能面

对的受众以中老年朋友为主，那我就会把语速放慢，着装，

装扮上也会进行相应调整。但无论面对的观众群体是谁，

我都会以一颗坦诚之心与观众朋友进行交流，我更愿意去

做一个引导者，而不仅仅是节目的驾驭者。 
记者：戏曲可以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艺术形式，面对

的观众也是有选择性的，基本上都是以中老年人为主要群

体，年轻观众少一些，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喜欢上戏曲

以及戏曲文化，对此您有什么想法？在节目主持当中，您

又是如何做的？ 
董艺：我觉得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限于主持人

了，我更像是一个志愿者，而这个志愿者则包含了“主持

人+导演+制片人”这样一个综合的角色。现在有些年轻人

是不喜欢戏曲，这个我认为有这个现象，但不是绝对的，

还是有一些年轻人也喜欢着我国的戏曲文化，就像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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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叮咯咙咚呛》节目就是站在年轻人的视角去设置的

一档节目，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乃至小孩子也喜欢

上戏曲节目，这对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很强的意

义。我去过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山区，而那里的孩子，包

括一些留守儿童，她们也在学习我们的传统戏曲——凤阳

花鼓等传统文化，还有包括中国戏曲学院等全国很多专业

学校的孩子，还是在学习我们本民族的传统戏曲文化，这

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能丢掉自己的

根，就跟我们不能忘本一样，都知道京剧是国粹，是积淀

了民族审美习惯和文化传统的艺术瑰宝，值得大家去保护

的传统艺术，但真的买票去剧场去看的人却寥若晨星，这

种现象无论是在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或是老年人中都会出

现。我相信任何一个艺术门类，都会有一部分人喜爱，一

部分人不感兴趣。而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要带着大家

去了解一种艺术门类、一种文化，或许你开始可能并不是

很感兴趣，但我在不断地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去让大家认

识接受它。就比如我做《叮咯咙咚呛》节目，我回去寻找

一种当下的流行元素去包装这种传统的文化，就是找一个

切入点，让大家觉得这种文化或者说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原来这么美，原来还可以这样玩，就比如说“陕北说书”，
如果你去陕北黄土高原看，你就会感觉比较“土”，但我将

它也搬上了《叮咯咙咚呛》的舞台，用一种西方流行的说

唱 RAP 去包装它，让观众看了会觉得原来陕北说书这么

有意思，还可以如此表现。但其实陕北说书本身就是一种

说唱，一种即兴表达的艺术。而且在做这档节目时，我们

还邀请了许多的明星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搭档，

让这些明星也发现，原来传统的很多戏曲文化形式及表现

技巧，远远要高于他们现在所表现出来的，作为明星在看

到或听到如此形式的表现技巧之后可能也会不再那么浮

躁，而是静下心来去学习、去实践，并把这些传统的技巧

融入到他们的作品当中，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表现

来不断地提高自我修养及专业功底。 
记者：您认为，当前新媒体环境下主持人面对的挑战

是什么？ 
董艺：在新媒体技术被深度开发和广泛运用的今天，

有很多传统媒体灭亡论、唱衰论出现，但传统媒体真的灭

亡的吗？或者说没有它存在的价值了吗？并不是，不可否

认，现在新媒体大行其道，无论是其传播的速度还是传播

的方式，都要优于传统媒体，但这并不影响传统媒体包括

电视媒体、纸质媒体的存在，反而促进了传统媒体的转型

及优化。我认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关系不是竞争，而是

一种互相促进及补益。如何让二者能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更好地服务于观众才是我们应该研究和思考的，而并不是

谁强谁弱、谁错谁对。 
作为一名电视栏目主持人，我应该考虑的就是通过电

视媒体所要表现的节目，我如何在电视荧幕前让观众更容

易接受，而需要讲求传播速度效率的节目或者可能是一种

需要与受众展开实时互动的话题，我们怎么能用新媒体去

准确、及时地表现出来。新媒体对电视媒体应该是一种促

进作用，不管是我还是所有的电视媒体人可能都会考虑，

在未来如何才能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将电视媒体进一步做

大做强，如何让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瑰宝发挥出更加灿烂

的光芒，这才是我们主持人所具有的责任和义务。相信在

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和继续探索下，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喜

欢上我国戏曲及戏曲文化的，也会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推向国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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