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
史=

戏
说
？

陶

唐

理论评论 3
本版责编 刘 茜2012年5月17日 星期四 电话：010-64296834E-mail：whblilun@163.com

动 态

时 评

文化强国需要战略布局
——专家研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本报记者 屈 菡

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悲壮的史诗 理想的救赎
———评豫剧电影—评豫剧电影《《铡刀下的红梅铡刀下的红梅》》

朱寒汛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

中国是个文化资源大国，但是却

不会说我们是文化强国。”中央

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

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文资办）、

中 宣 部 改 革 办 副 主 任 高 书 生 在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增强国家

文化软实力”学术研讨会上说，要

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

要有战略，否则，这个目标恐怕是

难以实现的。

为了贯彻落实十七大提出的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构

想，实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

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

大目标，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

展 战 略 研 究 中 心 于 日 前 举 行 了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增强国家

文化软实力”学术研讨会。来自

国内知名文化研究机构与高等院

校的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围绕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国家文

化软实力的提升策略与路径等方

面展开了讨论。

打好文化大发展的“地基”

“现在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

是相对落后的文化生产力和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

间的矛盾。”高书生说，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的需求

也在快速增长，但供给却远远跟

不上。其中，既存在着总量不足

的问题，也存在着结构不平衡的

问题。结构不平衡，反过来又加

剧了总量不足的矛盾，要想解决

总量的问题，必须得扩大生产能

力，要扩大生产能力就必须得增

加投资。“ 所以说，我们在《国家

“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起草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共

同的认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定和大投入是相匹配的，包括

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包

括产业当中各种投资者的投入，

或者叫投资。”

高书生认为，“十二五”时期

是文化发展、文化建设打基础的

时期。文化要想跨越式发展，就

跟我们建高楼一样，地基一定要

打好。这个地基在哪儿呢？分析

起来就是一个布局的问题。布局

当 中 既 包 括 了 事 业 和 产 业 的 布

局，也包括城乡布局、区域布局、

功能布局、企业主体的布局等方

面，也包括市场布局，既要有商品

市场，也要有要素市场。所以说

在整个“十二五”文化规划当中，

处处体现了我们如何去做好战略

布局的问题。

“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是

怎 么 样 推 动 文 化 科 学 发 展 的 问

题。”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司长于

群 说，“ 从 基 层 的 实 践 当 中 我 感

到，文 化 科 学 发 展 的 核 心 问 题，

是 文 化 事 业 发 展 和 文 化 产 业 发

展的布局问题，也是当前仍然阻

碍 文 化 科 学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大 问

题，主 要 就 是 重 文 化 产 业，轻 文

化事业。”

不科学的文化发展方式，特

别在基层各级政府当中表现得尤

为明显。少数地方政府不顾文化

发展规律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推动

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一些虚假繁

荣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容回避，

应该正视。另一方面，本来应该

由政府主导的文化事业发展，由

于长期欠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老百姓的基本文化权益没有得到

基本的保障。“重视文化产业发展

没有错，但是忽视甚至是轻视文

化事业的发展，是一种短视行为，

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这种倾向

的实质，有的是不正确的政绩观

在作祟，有的仍然是以抓经济建

设的思维方式在抓文化建设，是

唯 GDP 的思维方式在文化领域的

反映。”于群说。

打好对外传播的“名片”

“‘文化软实力’这个词，我个

人一直理解它有两层意义：对内

是凝聚力，对外是影响力。而影

响力主要是指它可传播的产品、

数 量 和 渠 道。”清 华 大 学 新 闻 与

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尹鸿

表示。

尹鸿分析，如今我们的渠道

建设应该说做得非常好，但为什

么影响力不足？核心原因就是我

们的文化力量不够“软”，体现在

对外文化上的也是硬实力。观察

美国的对外政策，尽量是通过第

三方来进行文化渗透和对外文化

传播，消除政府这只手的有形性，

通过第三方这只无形的手，把政

府的东西软化了。

“事实上最好的文化传播，一

定 是 我 们 在 满 足 被 接 受 者 的 需

求。经济学有一句术语：我要把

我的需求转化为你的需求，这是

最好的传播，而最差的传播就是

我 永 远 把 我 的 需 求 当 成 你 的 需

求。”尹鸿说。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

任张国祚进行了一组数字对比，

目前我们的文化产业仅占 GDP 的

0.3%左右，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已经占到了 10%，美国达到 25%。

“当我们中国的大人、孩子喜

逐颜开地看着米老鼠和唐老鸭、

聪明的一休的时候，外国电视上

却很少中国的东西。”张国祚说，

这些年有很大进步，有的动漫产

业产品已经出口 60 多个国家，很

鼓舞人心。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

由物质市场转到精神产品市场，

而精神产品市场是观念的竞争。

思想和观念的竞争，是当前核心

价值建设需要关注的最基础的东

西，这是在自由竞争、在个人权益

充分发挥的过程中实现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

任张晓明说。

“要有战略设计，在政策建设

的基础上，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交流的

战略。”张晓明说，还有技术问题，

应特别关注新媒体时代。因为我

国在新媒体方面真正走在世界前

面，新媒体产生新的消费业态，发

展 速 度 是 难 以 想 象 的 。 他 认 为

“这可能是扩大中国文化软实力

的大平台，在这个领域我们就不

仅仅是数十万个作家，而是全部

的草根大众，每一个人都有创造

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权

益已经通过新技术，每一个掌握

了新技术的人都在自我落实。在

这样一个环境下，新的制度和政

策怎么进一步创新还得再研究。”

打好提升软实力这一仗

“任何国家都需两条腿走路，

既 要 有 硬 实 力，又 要 有 软 实 力。

如果硬实力不行，国家可能一打

就垮，但如果文化软实力不行，国

家可能不打自垮。”张国祚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

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

磊提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

要路径，首先是增进主流文化的

精神感召力，引领不同文化群体

的价值取向，建构文化的核心价

值体系；其次是增强流行文化的

市场吸引力，满足不同接受群体

的消费需求，建构民族文化的心

理认同机制；再次是加强大众文

化的社会凝聚力，整合不同利益

群体的价值观念，建构爱国主义

与集体主义的精神信仰；还有扩

展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力，缝合

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取向，建构

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普遍共识；

最 后 是 汇 聚 无 形 文 化 的 心 理 驱

动力，弥合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

对立，建构具有普适价值的话语

体系。

“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文化发

展自身有方式转变的问题。”高书

生说，文化发展一定是大文化发

展，而且这个大文化一定要深入

到文化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形成

大创作的体制，既包括文学艺术

创作，也要包括学术创作，还包括

网络文化的创作，既要面向国内

也面向国际。同时是大生产，一

定是从过去手工业式的、小作坊

式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化的大

生产方式。一定是大消费，既包

括公共文化消费，也包括多样化

的、多层次的消费。最后要形成

一个大贸易格局。现在推动文化

走出去，我们坚持以企业为主体，

在文化交流的同时，发展文化贸

易，通过贸易的方式，通过推动文

化产品的出口，通过我国文化企

业海外的投资和经营，来带动、推

动文化走出去。

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庞井君认为，中国发展文化

一定要针对现实、面向未来。这

就需要突出核心价值，把文化发

展的制度与路径设计纳入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框架之中，同时要解

决 媒 介 融 合 和 新 媒 体 等 传 播 问

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才可望得

到切实提升。

中国戏剧第二十届梅花奖、

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

2006—2007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第二名等荣

誉已经说明至今已上演 1700 余场

的豫剧《铡刀下的红梅》的分量。

同名电影又以大幅的戏剧想象、

倒叙闪回的电影语言，艺术地丰

满了英雄刘胡兰英勇就义的前后

经历。

这部作品是时隔近 40 年，继

《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作品之

后，八一厂出品的又一部戏曲电

影。近年来，在人才济济的豫剧舞

台上，“二度梅”获得者王红丽和她

的小皇后豫剧团以该剧异军突起，

在全国挑剔的豫剧戏迷心中唱响，

绝非偶然。

一、编剧宋西庭富于戏剧张

力的文本

刘胡兰的故事虽妇孺尽知，

上世纪 50 年代也有过同名电影，

但感觉深入和具象的艺术展现仍

然不够，这是对象的英年早逝、事

迹单纯造成的。剧中特派员台词

“儿童团长，不也是个儿童”抓到

了要害。英雄少年，首先是少年，

刘胡兰有少年心气，也有少年心

思，更有少不更事，然后才有英雄

萌芽和英雄转变，英雄壮举才可

信。几次闪回恰到好处，合理地解

释了孩子为何能身着薄衣，在漫天

风雪中屹立一夜，独自面对强大的

敌人。行至高潮，刘胡兰与奶奶生

离死别，件件小事细细说，更有催

人泪下的效果。在主旋律影视作

品中，信仰的纯洁性必须牢固依托

信仰的合理性，合理性是纯洁性的

骨骼，更是感动没有艰苦生活体

验的人们的基础和保障。

此外，编剧文笔凝练而又不

失优美的台词令人印象深刻。如

特 派 员 说：“ 我 是 不 到 黄 河 不 死

心。”刘胡兰说：“我是撞了南墙也

不回头。”胡连长说：“我看你是不

见棺材不落泪！”三句俗语虽意思

相近，但此处不觉繁冗，因为从三

人嘴里说出来，非常符合他们的

身份、性格，以及当时针锋相对的

状况，效果极其流畅自然，这是精

心打磨的结果，难的是无雕琢痕

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王红丽等艺术家超凡的

唱功和舞台表现力

王红 丽的演唱嘹亮清澈、明

快优美、吐字清晰、活泼奔放、节

奏铿锵，激越时有金石之音，婉约

时有阴柔之态，悲戚时如怨如诉，

极具感染力。如“从此后，我把它

擦得亮又亮，揣得紧又紧。亮又

亮，紧又紧，天天贴在身……”欢

快自如，很像《花木兰》中“谁说女

子不如男”唱段；再如掩护顾县长

突围时在山巅大唱民歌“交城的

山来交城的水……”一展北国清

新，将少女刘胡兰的临危不惧展

现得酣畅淋漓；尤其是刘胡兰与

奶奶分别时的高潮戏，“奶奶、奶

奶呀……”字字哭腔，惨烈无比，

非常动人。应该说，称王红丽所

诠释的刘胡兰形象是动静相宜而

又神大于形，正为合适。特派员

扮演者王兴刚的表演从容不迫、

驾轻就熟。

我国的戏曲电影向来是重演

不重拍，具体在该剧中，电影的独

特语境凸显了一些戏台上不易察

觉的问题：文本当中塑造被压迫

者的革命意识形成不够扎实，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境界的继续伸

展；大量的中景、特写平行长镜头

使得画面调度略显呆板。在电影

语言的参与感与创作感上，确还

有较大提升空间。

然而，我们却更讶异地看到

技 艺 出 众 的 艺 术 家 们 的 自 我 修

养。王红丽等人眼中那几乎是给

人“ 时 光 倒 流”错 觉 的 清 澈 与 坚

定，非常精彩。这固然与王红丽

和她的小皇后豫剧团长期演出实

践，积累了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

密不可分，同时，又与他们长期深

入农村、扎根农村、办平民剧团、

走平民化道路的宗旨密不可分。

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始终

保持着谦恭和热诚，也就守住了

平 和 与 本 真 。 该 剧 真 正 做 到 了

“文化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

人民”。

党 的 十 七 届 六 中 全 会 提 出

“ 培 养 高 度 的 文 化 自 觉 与 自

信”。一个民营企业能够不计得

失，创作、演出、拍摄这样一部主

旋律作品，以河南剧种讲述山西

英 雄 、以 传 统 戏 曲 阐 释 革 命 历

史，确实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

与自信，剧目贵在：

一、继承传统艺术样式，又富

时代气息

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由于自

我意识的强力反弹，某些人对于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作 品 先 入 为 主 的

过激反应，已经严重干扰了他们

面 对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作 品 时 必 须

的 真 诚 和 感 动 。 这 种“ 反 弹”无

疑是片面和偏激的。

一切都在变，变化是世界的

本质。在电影这日新月异的形式

艺 术 中，今 日 弄 潮 儿，明 天 绊 脚

石，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电影

理论前驱钟惦棐曾一针见血地谈

到“ 但凡超越性，均有局限性”。

反之亦然，岂有不曾超越、先进、

鲜活过的“局限”？如果断言发展

了的后代电影一定处处比前代先

进，“进化论”也就沦为荒谬。今

人哪怕不屑一顾的所谓“局限”，

也无一不是前人绞尽脑汁努力达

到的艺术结果。

该 剧 所 做 的 工 作 是 在 市 场

化、跟风化如 此 汹 涌 的 今 天 ，逆

水行舟，顶风攀岩。在很大程度

上创新了主旋律电影模式，积极

正面、朝气蓬勃、勇敢无畏，极富

鲜 活 的 时 代 气 息 ，新 意可嘉，勇

气可敬。

二、挖掘革命英雄人物，歌颂

崇高奉献

刘 胡 兰 牺 牲 时 尚 未 满 15 周

岁。1947 年 3 月 26 日，在听说刘

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后，毛主席

挥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旨在以刘胡兰精神激励全党和全

体解放区军民英勇奋战，直到赢

得人民战争的完全胜利。毛主席

亲笔为烈士题词，仅有白求恩、雷

锋和刘胡兰三人，刘胡兰是其中

惟一的女性。

任何优秀的民族，都需要英

雄精神的滋养。有代表性的英雄

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缩影和风

向标，刘胡兰精神像雷锋精神一

样，永远激励着我们。

我们经常谈论，当前社会出

现了诚信危机、质量危机、道德危

机、信仰危机，那些光怪陆离、触

目惊心的事件和反馈已经深深地

伤害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

尚风俗。社会的某些精神领域需

要净化和救赎，而我们在当前影

视作品主流中看到更多的是以放

浊为通而狭节义，以苟得为贵而

鄙居正，这与雷锋、刘胡兰那种高

尚无我的精神相去何止千里？

当 前 ，像 该 剧 这 样 超 出 小

我，真情歌颂崇高、无私、忘我、

奉 献 精 神 的 优 秀 文 艺 作 品 不 是

太多了，而是较少。

我们不奢望它成为经典，但

是绝对希望它被更多的人看到，

让更多人为之感动。在当前的产

业化语境下，不经历市场的洗礼

和机制的阵痛，电影强国便很难

实现。但是，电影潮流决非是道

德感、荣誉感、尊严感和现实主义

精神的流失，主旋律并不是曲高

和寡的另类。即便困难重重，即

便和者寥寥，即便它有这样或那

样的不足，我也将选择不遗余力

地歌唱像《铡刀下的红梅》这样有

担当的艺术作品。

本报讯 （记者高昌）5 月 15

日，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

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全国毛泽东

文艺思想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纪

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发表 70 周年座谈会”

在北京金台饭店举行。令狐安、

逄先知、董学文、李志宏、有林、郑

伯农、王朝柱、李准等 100 多人参

加了纪念和研讨活动。

与会者认为，《讲话》不仅有

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迫

切的现实意义。北京大学教授董

学文说，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

某些精神匮乏、内容空虚、脱离生

活、价值倾斜、缺少理想、境界低

下的倾向，一些作品散发着柔软

的 、苍 白 的 、浓 重 的 商 业 气 息 。

这表面上看是由作家艺术家素

质造成的，但深究起来，无不是

在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

生偏差的结果。中华诗词学会

驻会名誉会长郑伯农说：“在《讲

话》和 毛 泽 东 的 其 他 文 艺 论 著

中，理论和方针政策是融为一体

的，理论是指导思想，是对客观

规律的概括。方针政策是行动

的要求，是对实践的具体规定。

理论和方针政策的结合，决定了

这种理论不是书斋之谈，它是紧

密结合实际，是从实际中来又反

过来指导实际的理论。”著名剧作

家王朝柱认为从理论视角分析，

《讲话》有着坚实的哲学根基和丰

富的文化内涵。它从文艺是为什

么人的以及如何为这两个最根本

的命题出发，深入浅出地阐释了

文艺最根本的理念。同时，也批

驳了当时在国统区、延安及各根

据地流行的一些言论。毫不夸

张地说，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发行

的文艺理论著述中，没有哪一篇

文章像《讲话》那样在全国产生

如此大的影响。他说：“ 我是在

《讲话》精神的哺育下步入艺术

殿堂、学习文艺创作的。《讲话》中

最具生命力的唯物史观对我的创

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报讯 （记 者 刘 茜）今 年

9 月 9 日，北京语言大学将迎来五

十华诞。日前该校召开新闻发布

会，校党委书记李宇明、校长崔希

亮介绍了北京语言大学的办学历

史、学科建设，以及本次校庆活动

安排。

北 京 语 言 大 学 创 办 于 1962

年，它的前身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

示组建的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

校。作为一所以对外国留学生进行

汉语和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

国际型大学，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人

才培养和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

实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该校有优

良的学术传统，著名语言学家盛成、

张清常、王还以及翻译家袁树仁、傅

惟慈等老一辈学者都曾经在该校任

教。截至目前，该校已经为 176 个

国家和地区培养了约 15 万名毕业

生，在促进中外友好往来上发挥着

重要作用。50年来，学校在保持汉

语国际教育领域优势的同时，积极

发展相关学科，由来华留学生语言

培训学校发展成为我国中外语言、

文化研究的学术基地。

该校50周年校庆活动以学术

活动为主，包括汉语国际教育学

科探索与方法创新研讨会、第三

届 世 界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论 坛 、

APEC 区域语言教育与汉语高端

人才培养论坛等。

北京语言大学建校50年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

眼下，戏剧剧本创作的“剧

本荒”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对

象，近两个月见诸报端的就有

宋宝珍《“剧本荒”让戏剧伤不

起》、厉震林《话剧不能成为影

视的“剩饭剩菜”》等。

“剧本荒”并非传媒故弄玄

虚、耸人听闻，作为一种不可规

避的事实，近年来一再被人们

旧话重提。上述报道对“剧本

荒 ”问 题 的 剖 析 可 谓 切 中 肯

綮 。 综 合 戏 剧 界 一

些人士的认识，发现

“ 剧 本 荒 ”首 要 的 问

题 是 好 剧 本 数 量 太

少 。 号 称“ 原 创 ”作

品虽不算少，亮眼的

却不算多；翻排经典

的舞台作品不少，能

有一定超越、创新的

却 很 少 。 反 而 有 的

在 艺 术 创 新 的“ 度 ”

把 握 不 当 ，前 不 久 ，

一 部 根 据 梅 派 经 典

剧 目 翻 排 的 作 品 就

广 遭 质 疑 。 小 剧 场

舞台相当活跃，艺术

创 作 却 良 莠 不 齐 。

它们中间，快餐式创

作相对更加多见，品

位不高，融汇所谓的

娱乐元素，生硬制造

一 些 戏 剧 性 的 矛 盾

和情节。

第 二 个 较 突 出

的问题是，剧本缺失

人文精神。剧本的艺

术质量被人为忽视，

场面性的炫目演出日

趋强势。思想弱化、

主题平庸、创意贫乏、

人物扁平的问题已经

日 趋 严 重 。 宋 宝 珍

提出，剧作家面对商

品经济的大潮，面对多元化的

价值取向，以及迅速变化的社

会现实，失去了直面与判定的

能力，对人性的复杂性失去了

探索的锐气。如此一来，戏剧

的精神诉求明显弱化。

与剧本缺失人文精神相关

涉的是我们舞台创作认识上的

误 区 。 有 的 舞 台 欲 与 影 视 攀

比，戏不够，舞美凑，乃至放点

白烟、滥用灯光、人海战术来凑

的都有。这不能不说是艺术创

造中的急躁、浮躁，影响了文本

的创作。这也难怪，尽管戏剧

是门综合艺术，“戏剧舞台需要

回归文学”的呼声开始逐渐强

烈。我们应该认识到，戏剧不

能一味搞形式革新而忽视剧本

内容。

针对舞台创作，笔者认为

仍需要解决或调整好与生活的

关系。举例来说，大凡成功的

剧作家都是写生活的高手。近

期著名编剧孙德民的话剧《雾

蒙山》、《日头日头照山乡》都成

功创造了鲜活的农民群像。他

笔 下 的 人 物 不 是

“编”出来的，带有鲜

活的生活气息，自然

亲近人民，具有艺术

感染力。从“山庄戏

剧 ”一 路 走 来 ，他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的 现 实

主 义 戏 剧 创 作 无 不

体 现 他 的 艺 术 睿 智

以及社会责任感，给

了我们启示与思考。

另外，应提醒注

意 的 是 在 市 场 经 济

环境下，剧作家待遇

应 进 一 步 提 高 。 一

方面，剧本发表缺少

阵地，一些在上世纪

80 年 代 兼 发 剧 本 的

文学刊物，在上世纪

90 年 代 以 后 对 戏 剧

关 闭 门 扉 。 另 外 一

方面，是人才队伍的

老 化 和 流 失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吉 林 、河

南、广西等省区的专

业戏剧创作人员，大

都 以 数 十 人 计 。 当

下，剧作家的创造性

劳 动 得 不 到 应 有 的

重视，创作一个剧本

的收入，根本无法和

一 集 电 视 剧 的 收 入

相 比 。 在 戏 剧 生 产

机制内部也是“ 轻剧本创作、

重演出营销”。可以想见，这

只能加剧剧作家流失，剧目水

平下降。

戏 剧 创 作 整 体 力 量 的 加

强，要以剧作家为本，以剧本为

本，这才是剧本创作的源头活

水。近年来，戏剧的创作问题

已经得到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

重视。一些省市出台了重点剧

本创作扶持办法，强化戏剧队

伍，青年编剧的培养计划已经

启动……尊重剧作家的艺术劳

动，保住作品质量，这方能为戏

剧生产注入不竭动力。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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