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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蓝皮书建立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理论研究与实践

经验总结的学术平台，具有全国影响。

自 2002 年起，基金就开始全

额资助深圳经济、文化、社会系列

蓝皮书的编撰，至今已有 10 年。

据长期负责深圳文化蓝皮书编写

的教授彭立勋介绍，蓝皮书意在综

合反映深圳经济、文化、社会状况，

在对年度数据资料翔实的搜集、整

理、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对下年度

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态势做客

观预测，同时也给政府的政策制定

提供参考和依据，为相关部门提供

专业辅导和学术支持。

不仅如此，蓝皮书针对深圳

每年的热点和重点，选取一个主

题。以文化蓝皮书为例，有文化

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2003

年）、文化立市与国际化城市建

设（2004 年）、城市文化产业与发

展模式创新（2006 年）、城市文化

创新与和谐文化建设（2007 年）、

文化软实力与城市竞争力（2008

年）、改革开放与城市文化发展

（2009 年）、文化科技结合与创意

城市建设（2010 年）、文化强市建

设 与 城 市 转 型 发 展（2011 年）。

记者了解到，2012 年深圳文化蓝

皮书即将面世，主题为：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争当文化改革的

排头兵。内容包括文化自觉与

文化深圳、城市人文精神、公共

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等，都

是 2011 年文化发展的重点和大

事件。

在基金资助的诸多理论著作

之中，《文化立市论》家喻户晓。据

介绍，1999 年深圳在研究率先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示范市时，

首次提出“文化立市”战略，后在已

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由中共深圳

市委宣传部统筹，并邀请中共深圳

市委党校、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深

圳特区经济研究中心、综合开发研

究院、深圳大学等单位的优秀专家

学者共同编著。该书被评为 2005

年度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一

等奖，荣获第一届广东省优秀出版

物奖（图书奖）。该专著出版发行

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是一部关于城市文化发展的较为

系统的著作，也是深圳市文化理论

研究的又一成果。

《前四史全注全译》是基金

2010 年资助的项目，由深圳学者

龚浩康主持，深圳和全国各地 60

多位专家学者参与编撰的一部规

范整理、精确注释的大型文稿，共

445 卷，2000 余万字。作为一项

规模宏大的文化普及工程，对于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普及历史文

化知识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工

作量之巨大，时间耗费之长久，全

国专家学者参与者之众多，在深

圳是史无前例的。全书力求从内

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上，全面展

示深圳“文化立市”的综合实力和

物化成果，铸造深圳现代理念下

的城市名片与文化精品。

近些年，深圳在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方面的研究更是走在全国

前列。记者从深圳特区文化研究

中心学术总监毛少莹那里了解

到，早在 2006 年，深圳就出版了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一书，

在 全 国 产 生 了 较 大 影 响 。2009

年，由基金资助、深圳特区文化研

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合作出版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

公共文化蓝皮书建立了我国第一

个有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理论研

究与实践经验总结的学术平台，

具有全国影响。公共蓝皮书组织

推进的其他各项课题研究，则整

合了全国的研究力量，汇集了各

地的研究成果，特别反映了深圳

市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取得

的新进展、新经验，是一本关于我

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权威年度

报告。蓝皮书的编著出版，也进

一步树立了深圳文化形象，为深

圳整体文化研究水平的提升做出

了贡献。

社科理论：深圳特色与普适性并重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

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

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

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上世纪末，歌曲《春天的故事》

一 经 推 出 便 迅 速 红 遍 大 江 南

北。同时，歌曲中所传达的深

圳特区“敢为天下先”、为改革

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开拓

者形象也传遍神州。

还记得电影《花季·雨季》

吗？影片讲述了以班长谢欣然

为代表的一群青春洋溢、活力

四射的少年从祖国四面八方汇

聚深圳，在这块充满神奇魅力

的热土上学习、生活、奋斗的故

事。这部影响了一代人的电影

让观众对青春、对成长有了全

新的认识和憧憬。

自基金创立以来，一大批

紧握时代脉搏、反映深圳社会

变迁的优秀原创影视和原创音

乐 作 品 应 运 而 生 。 上 述 歌 曲

《春天的故事》和电影《花季·雨

季》就是基金资助的两个家喻

户晓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

诸如歌曲《走进新时代》、《好日

子慢慢过》、《我生在 1978》；电

视剧《兵锋》、《相思树》；纪录片

《深圳民间记忆》；童话音乐剧

《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这些传

递着深圳精神、丰富了市民文

化生活的优秀作品，背后都有

着基金的不懈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市的

原创影视和原创音乐获得了多

个 国 内 外 的 重 要 奖 项 。 影 片

《走路上学》获第 12 届平壤国

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第 13 届

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影片

奖、优秀少儿男演员奖和第 27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

奖。纪录片《风雪可可西里》赴

美国参加第 44 届休斯敦国际

影视节，获雷米奖评审团纪录

片大奖。

作为我国国家级文化类表

彰中最具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

力的奖项，“五个一工程”奖也

不 乏 一 些 打 上“ 深 圳 制 造”和

“基金资助”标签的文艺作品。

自 1996 年，由基金资助的电视

剧《琴童的遭遇》和粤剧《情系

中英街》取得“五个一工程”奖

零 的 突 破 后，歌 曲《春 天 的 故

事》、《祝福祖国》，电视剧《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粤剧《驼哥的

旗》，电影《花季·雨季》、《因为

有爱》，舞剧《深圳故事·追求》，

大型系列广播剧《水暖香港》等

一 大 批 优 秀 原 创 影 视 音 乐 作

品，从 深 圳 走 向 全 国，走 向 世

界，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

鼓 励 文 艺 创 作 既 是 设 立

基金的宗旨之一，也是实现市

民文化权利的方式，更是推进

深 圳 文 化 立 市 战 略 实 施 和 建

设高品位文化城市、实现文化

发 展 繁 荣 的 内 在 要 求 。 有 了

原创文艺这个活水之源，深圳

文 艺 界 才 能 拥 有 长 久 的 生 命

力与活力。

近 几 年 ，基 金 对 原 创 影

视、音乐的资助力度在不断加

强。以 2010 年为例，基金就资

助 了 2010 年 度 音 乐 工 程 重 点

歌曲创作、鹏城歌飞扬原创音

乐 促 进 计 划 等 音 乐 工 程 重 点

项 目；资 助 了 动 画 片《动 画 说

唐诗》，电视剧《跟踪》、《说好

不分手》，纪录片《迁徙》、大型

电 视 人 文 纪 录 片《岭 之 南》等

文 艺 精 品 。 有 了 基 金 不 遗 余

力的扶持，原创文化精品自然

层出不穷。

2012 年，一座因热爱读书而

受人尊重的城市——深圳准备向

“文学之城”进军。这不是痴人说

梦。深圳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罗烈杰告诉记者，正如文艺评论

家黄树森建议深圳建立“文学之

城”之初所表述的那样，深圳的文

学特色鲜明、文学群体庞大、文学

形态丰富、文学生态完善、文学品

牌响亮、网络写作和文学社团活

跃，可以说，深圳文学的整体状态

达到了初步繁荣。

在这繁荣的背后，有基金的

一臂之力。2006 年，在基金的鼎

力相扶下，改革开放 30 周年文学

创作工程启动。基金对签约创作

项目遵循资助、奖励相结合的原

则，不仅实行前期扶持，更重视后

期奖励。经过 3 年的辛勤耕耘，

文学创作工程硕果累累，一大批

反映改革开放伟大历程、思想性

艺术性俱佳的长篇小说、长篇报

告文学和纪实文学、长篇诗歌、中

短篇小说等原创文学作品大量涌

现，为深圳乃至当代文学抹上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杨争光《少年张

冲六章》、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

生活》获得第八届“茅台杯”人民

文学奖；李兰妮《旷野无人》、杨黎

光《园青坊老宅》获得第八届广东

省“鲁迅文艺奖”……

据记者了解，2006 年底至今，

深圳重点题材创作签约项目已正

式出版长篇文学作品 59 部；在文

学期刊发表长篇文学作品 16 部；

工程签约作家发表的其他各类文

学作品 1000 多篇；利用文博会等

重要平台成功举办了两次大型文

学成果图片展；邀请 50 多位名家

来深圳为作家和市民讲座授课；

举办了两期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和

一期作家研究生班，180 多位作家

受到培训；连续五届打工文学论

坛参与活动的农民工作家和文学

爱好者总人数近 2 万人次；10 多

批的采风创作活动，让500多人次

的深圳作家深入生活。

在基金的扶持下，深圳还举

办 了 一 系 列 的 文 学 研 讨 会 ，如

“《虹的独唱》：刘虹新书发布暨研

讨会”、杨争光长篇小说《少年张

冲六章》研讨会、陈秉安长篇报告

文学《大逃港》学术研讨会、“三十

而立的深圳文学如何迈向新的十

年座谈会”等。

“只要是好项目，好作品，就

会得到扶持。”深圳文学在基金的

扶持下别样出彩。罗烈杰告诉记

者，今年，基金扶持的文学精品工

程将继续发挥其工程示范带动作

用，从研讨、推行、出版、展示等几

个方面推动深圳文学的繁荣。

深圳拥有庞大的写作群体，

青年作家和网络文学异常活跃。

因此，基金在重视重点题材的扶

持外，还鼓励新人新作，积极培育

深圳青年文学奖、深圳原创网络

文学拉力赛等文学奖项和赛事。

深圳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于

爱成介绍，深圳坚持长期持续写作

的作者不少于 1.5 万人，基本持续

写作的作者不少于 5 万人。文学

工程和深圳重点题材创作扶持项

目以其推动实施的出导向、出精

品、出人才、出机制的创举，以其推

动不断涌现的文学成果、人才、活

动和机制创新，以其昭示的文学责

任、文学理想，努力尝试的文学组

织和生产的长效机制，是它给深圳

文学带来的最大财富和宝贵经验，

也给新世纪中国文学事业以启迪

和影响。有了本土的大舞台，有了

引导精品生产的导向，深圳文学将

行走得更加从容自如。

影视音乐工程：

凸显“深圳精神”

前不久召开的深圳市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市工作会议，表彰了“十一五”期间对深圳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及优秀

社科成果，包括优秀学术著作、优秀学术论文、优秀调研报告、优秀科普著作等100多项。这其中，我们大多都可以找到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

展专项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的身影。

成立18年，基金对深圳文化事业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继2月7日报道基金“在文化自觉中践行创新”之后，本报推出

基金扶持成果巡礼，梳理10多年来基金资助的深圳文化精品。本期重在展示原创精品成果，包括原创音乐、影视、文学、社科理论等，探寻深圳

最具文化厚度的矿藏。

城市因文化而有品位。当

今时代，文化，不仅彰显着一座城

市深厚的人文精神，更是这座城

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决定

着城市的命运和未来。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

的长河中，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

化。现如今，更直接折射于不同

的城市文化。因而，在全国范围

内，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不

在少数，而像深圳这样年轻的城

市并不多见。

经过32年快速发

展，深圳经济实力全

国领先，城市建设初具

规模，社会环境和谐文

明，从一个小渔村蝶变

成为一座国际现代化

城市，让世 人 瞩 目 。

然而，文化一直是深

圳的软肋。一座年轻

的城市，我们不能苛

求它有多深厚的历史

文化，但深圳的现代

文化发展，可媲美其

经济发展成就。

早在上世纪90年

代，深圳就开始重视文

化的发展。1994 年，

深圳市政府设立深圳

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

专项基金，专项用于扶

持全市宣传文化事业

发 展 和 精 神 文 明 建

设。自基金建立以来，

累计资助文化项目近

2000 个，资助金额 18 亿元左右，

培育扶持了一批具有良好社会效

益的文化品牌，打造了 460 多个

文艺精品，荣获国际、国内400多

个奖项，大幅度地保障了市民的

文化权益，提高了市民的文化福

利，为今天深圳的文化繁荣和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基金资助的项目中，文化

活动一直占据大半江山，如已举

办12届的深圳读书月、7届的创

意十二月、获文化部创新奖的市

民文化大讲堂等，这些活动不仅

深受市民喜爱，而且规模、影响力

逐年递增，成为深圳一张张响亮

的文化名片。在文化活动精彩纷

呈的同时，深圳原创的文艺、理论

精品也在不断涌现。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5年

以来，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瞻

远瞩下，基金一直关注、引导、鼓

励、扶持深圳的原创文化精品，加

大力度扶持影视、文学、音乐、社

会科学、哲学等创作、

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如文艺创作，

文艺创作是基金资助

项目中除文化活动外

的第二大板块，年资助

项目多时达 70 多个，

年 资 助 金 额 最 多 达

7000多万元。

而社科理论类的

项目则更能体现深圳

在扶持本土原创上的

力度。2005 年之前，

社科理论在整个基金

资助的项目里，项目数

量每年不到 10 个，资

助 金 额 微 乎 其 微 。

2005 年开始，社科理

论的项目由原来不到

10 个，增加到 30 个左

右，且年资助金额增至

上千万元，一些重要的

理论研究成果均出自

这个时间段。

正因为有了基金

持续、大力的支持，才形成了深圳

今天浓厚的文艺创作、学术研究

氛围，吸引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

艺术家、学术专家来深圳创作，

为深圳文化立市战略的深入实

施、文化强市的建设创造了繁

荣、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

境。这些原创精品成果，彰显

着深圳这座改革开放前沿城市

今天的文化创新能力，也将是深

圳未来城市发展之根、文化传承

之源。

培
植
深
圳
文
化
之
根

裴

霞文学工程：出导向、出精品、出人才、出机制

原创原创精品丰精品丰富文化深圳内涵富文化深圳内涵
——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管理创新系列报道（二）

本报驻广东记者 裴 霞 彭海霞 林 培

深 圳 的 原

创影视和原创

音乐获得了多

个国内外重要

奖项。

基金积极扶持深圳的社科理论及学术探讨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