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艺术作品持续不断涌现

文艺繁荣的标志就是出人、出

戏、出效益。广大文艺工作者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

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的文艺创

作活动中，适应群众文化需求的新

特点、新变化，挖掘素材汲取营养，

潜心创作不断创新，增强艺术作品

的时代感和吸引力，推出了一大批

具有民族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富有

中国气派的文艺精品。比如，反映

晋商诚信为本的话剧《立秋》走进全

国近百个城市，演出600场，观众达

60多万，创下了中国主流话剧演出

的奇迹。表现普通农民工道德精神

的秦腔《西京故事》，自 2011 年 3 月

亮相舞台以来深受群众喜爱，短短

一年时间已公演150多场，为现代戏

创作提供了良好启示。儿童滑稽剧

《一二三，起步走》长期坚持基层演

出，累计演出4000多场。中央芭蕾

舞团原创舞剧《牡丹亭》在世界上最

有影响、规模最大的艺术节——英

国2011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开幕盛典

上演出，书写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新篇章。优秀作品的连续涌现使舞

台艺术创作水平得到整体提升，无

论是思想内涵范畴的题材概括、主

题表达、精神境界，还是艺术表现范

畴的叙事艺术、结构布局、人物塑

造、唱腔音乐，以及多媒体和现代声

光电技术在舞台上的广泛应用等，

都充分展现了当代艺术创作在主题

内容、风格样式上的丰富性和多样

性，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与此同时，创作队伍发展壮大，

一大批富有才华的名编剧、名导演、

名演员脱颖而出，老一代艺术家精

神焕发，中青年艺术家担当主力，人

才结构得到优化，队伍素质得到提

升。还有一批节目和演员相继在国

际重大艺术比赛中获奖，为中国艺术

赢得了荣誉。比如，广州军区政治部

战士杂技团杂技芭蕾《天鹅湖》获

2008年度英国曼彻斯特戏剧奖“最

佳国际剧目”，全球巡演 2500 场。

中央芭蕾舞团何晓宇 2009年获第

六届赫尔辛基国际芭蕾比赛赛事最

高奖——成年组组委会特别大奖，成

为中国男演员在国际A级芭蕾比赛

上获得大奖的第一人。此后，中央芭

蕾舞团多名演员又先后获得 2010

年美国国家芭蕾舞比赛、俄罗斯

第 19 届“Benois de la Danse”国际

芭蕾舞艺术节大奖。上海杂技团有

限公司《腾跃——大跳板》和《男子艺

术造型》双双获得2012年第36届蒙

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比赛“金小丑”奖，

这也是中国杂技节目参加该项比赛

历史上最优异的成绩。

国家艺术院团创作态势良好

文化部直属9个国家艺术院团

按照“政府扶持、转换机制、面向市

场、增强活力”的要求，加快体制机制

改革进程，进一步解放了文化生产

力，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

造性，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演出场

次和收入连年增长，实现了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据2012年前三

个年度数据统计，9个中直院团全年

各类演出活跃，总演出场次稳定在

2000场以上，2011年高达2655场，平

均每个团演出295场；全年总收入分

别为34333万元、40167万元、53708

万元，年平均增长25.3%。其中，2011

年度有 6 个院团全年总收入超过

5000万元。中国歌剧舞剧院《四季情

韵》自2007年首演至今已演出600余

场，演出收入达1.5亿元。中国国家

话剧院《四世同堂》自2010年10月首

演至今，一年半时间内演出超过100

场，演出收入1600多万元。

为打造代表国家艺术形象和

水平的演出品牌，建立优秀剧目

的展演工作机制，文化部自 2010

年起连续两年举办国家艺术院团

优秀剧目展演，9个中直院团集中亮

相，举办剧目展演、交易推介、专题

研讨等活动，推出了话剧《这是最后

的斗争》，京剧《汉苏武》，歌剧《红河

谷》、《霸王别姬》，舞剧《牡丹亭》，儿童

剧《西游记》等新创剧目，以及京剧《杨

门女将》等经典保留剧目，都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赞誉。2011年国家艺

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36台参演剧目

共演出65场，观众10余万人次。演

出交易成果斐然，9 个院团与相关

单位签约演出共 571 场，签约金额

达 1.16 亿元，比上年大幅增长。

重大主题演出铸就艺术丰碑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利用重大

节庆契机举办具有导向性、代表性、

示范性的重大艺术活动，是营造良好

文化氛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

重要举措，也是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推动艺术创作繁荣的成功经验。按

照中央部署，文化部于2009年联合

有关部门创作排演了庆祝新中国成

立6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

之路》。全剧以历史时间为脉络共推

出36个节目，主创和演员阵容多达

3200人。整台演出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再现了中华民族在

危难中奋进、在拼搏中崛起的伟大

历程，成为新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继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

革命之歌》之后，又一座既有厚重历

史感又充满强烈时代精神的艺术丰

碑。《复兴之路》总计演出100场，观

众达20多万。还通过拍摄发行《复

兴之路》电影艺术片、制作光盘、在线

播放等形式，极大地扩大了社会影响，

使之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

教材。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

年之际，文化部联合有关部门举办了

《我们的旗帜》文艺晚会。晚会精选

经过时间检验、群众喜闻乐见的音

乐和舞蹈作品，加以重新诠释和演

绎，1500多名文艺工作者以精湛的技

艺和充沛的激情，表达了全国人民对

中国共产党的深情爱戴。

为党和国家成功举办大事喜

事、妥善应对难事急事提供强大精

神动力、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文化部

还先后举办了2008北京奥运重大文

化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

礼演出、庆祝建党90周年全国现代

戏优秀剧目展演、光辉历程·时代画

卷——庆祝建党 90 周年美术作品

展览、百年风云·壮志丹青——纪念

辛亥革命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抗

震救灾慰问演出等文艺活动，推出

了一大批昂扬向上、形式多样的优

秀演出和展览，唱响了时代主旋律、

振奋了民族精神。

重点艺术工程扶持精品生产

为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艺

术，扶持艺术精品创作生产，文化部

会同财政部进一步完善财政投入和

保障政策，实施了各项国家重点艺

术工程和发展扶持计划。国家舞

台艺术精品工程自2003年起实施，

每年投入 4000 万元，资助扶持、宣

传推广优秀剧目的创作演出，使之

成为立得住、留得下、传得远的艺

术精品。截至 2011 年，共有 85 台

剧目入选年度十大精品剧目或重

点资助剧目，200 多台剧目得到资

助，涌现出京剧《廉吏于成龙》，话剧

《生命档案》、《这是最后的斗争》，川

剧《金子》，豫剧《程婴救孤》，滑稽戏

《顾家姆妈》，舞剧《大红灯笼高高

挂》，杂技晚会《时空之旅》等一批代

表我国舞台艺术发展最高水平的

精品剧目，较好地实现了出精品、

出人才、出效益的目标。

自 2004 年起，文化部、财政部

历时 5 年组织实施国家重大历史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我国波澜

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为

主题内容，投入 1 亿元支持美术创

作。2009 年 9 月工程顺利完成，共

有 104 件作品入选，并在中国美术

馆举办作品展览，呈现了当前我

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最佳水平，

为国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和物质财富。此后，为加强宣

传推广，入选作品先后在深圳、杭

州、武汉、香港等 10 个城市进行巡

展，观众近 100 万人次。与此相衔

接，启动国家重大现实题材美术

作品创作工程，目前正在进行相

关论证和方案报批。

为保护和扶持民族优秀传统

艺术，文化部和财政部还相继实

施了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

扶持工程，国家重点京剧院团保

护和扶持规划，中国民族音乐发

展和扶持工程等一系列艺术扶持

项目。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

和扶持工程自 2005年起实施，构筑

起科学的文化遗产生态保护体系，

共资助和扶持全国7个昆曲院团整

理、恢复和创作演出 52 台剧目和

200出折子戏，成功举办了4届中国

昆剧节，开展公益性演出800余场，

资助昆曲院团赴11个国家演出100

场。《长生殿》、《公孙子都》等一批剧

目受到好评。其中，青春版《牡丹

亭》剧目连续演出200场，在海内外

掀起一股昆曲热。自2006年起，制

定《国家重点京剧院团保护和扶持

规划》，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 11 个

国 家 重 点 京 剧 院 团 ，每 年 投 入

1000 万元予以经费扶持。该规划

实施 6 年来，共扶持了新创和整理

改编剧目 36 台，其中《成败萧何》、

《响 九 霄》、《北 风 紧》、《建 安 轶

事》、《将军道》等一批剧目受到专

家和观众的好评。规划还通过举

办展演、培训人才、进校园演出、

对外文化交流等方式，推动京剧

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自 2010 年起

实施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和扶持工

程，通过举办中国民族音乐百场巡

礼演出，创作演出大型民族音乐会

《美丽新疆》，整理、改编、创作和演

出民族音乐作品，资助出版民族音

乐作品，培训民族音乐人才等活

动，让民族音乐焕发蓬勃生机。

为鼓励艺术家、收藏家和社

会各界人士向国家捐赠优秀美术

作品，文化部和财政部于 2004 年

设立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

励工程，已累计投入 1.5 亿元，共

完成收藏逾万件优秀美术作品。

2010 年启动国家美术发展工程，

实施全国画院优秀创作研究扶持

计划和全国美术馆发展扶持计划，

对优秀美术创作、学术研究成果和

公共推广项目给予奖励扶持。文化

部还制定了《地方戏曲剧种保护扶

持计划》、《曲艺皮影木偶戏发展扶

持计划》、《中国杂技艺术振兴规划

（2011—2015》，建立健全对各个艺

术门类扶持的长效机制。

为扶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

水准的艺术精品和文化项目，根

据《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

发展规划纲要》和《文化部“十二五”

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文化部

和财政部正在研究并加快设立国

家艺术基金，面向全社会文化机

构和个人择优进行资助，扶持优秀

艺术作品创作和人才培养。

重大展演活动推动创作繁荣

文化部加强对艺术创作生产的

引导，举办了一系列有声势、有影响

的艺术展演活动，以点带面、重点推

进，力求多出精品和人才，坚持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为人民群众奉献

更好更多的优秀作品。

举办 2010 年第九届中国艺术

节。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层次最高

的文化艺术盛会，第九届中国艺术

节集中了65台优秀剧目114台各类

文艺演出、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

等 23 个艺术展览，以及 150 多场群

众文化活动。艺术节上名家与观众

互动、艺术和时代同行，实现了“艺

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办节宗旨。

举办第五届、第六届中国京剧

艺术节和2010年全国京剧优秀剧

目展演。展演期间名家云集、流

派纷呈、观众踊跃，集中展现了近

年来全国京剧创作和人才建设的

丰硕成果，展示出京剧艺术绚丽

多姿、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举办第三届中国诗歌节。诗歌

节上的22场专业演出、诗歌论坛和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了50

万名群众参与，为诗歌艺术创作和

普及搭建了良好平台。

举办首届中国歌剧节。歌剧节

上，《洪湖赤卫队》等16台经典和原

创歌剧参加演出，为中国当代歌剧

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举办 2010 年全国民营艺术院

团优秀剧目展演。展演集中了 23

个优秀民营院团，演出了越剧《状元

未了情》、豫剧《铡刀下的红梅》、晋

剧《龙兴晋阳》等14台优秀剧目，引

导扶持民营艺术院团健康发展。

举办 2011 年全国现代戏优秀

剧目展演。《西京故事》等 32 台剧

目主题积极鲜明、关注现实生活，

塑造了一批优秀中国共产党员的

光辉形象，反映了改革开放丰富

多彩的现实生活，唱响了弘扬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把

现代戏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举办 2011 年全国小剧场话剧

优秀剧目展演。来自专业院团和

民营机构的 16 台优秀剧目参加展

演，这是文化部首次举办此类展

演，旨在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对这一

新兴艺术的关注和引导，提高艺术

水平和艺术品位。

与有关省市举办戏曲艺术节和

区域性艺术活动，如中国豫剧节、中

国越剧节、中国评剧节、哈尔滨之夏

音乐会等，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受

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此外，文

化部组织举办了第六届全国话剧优

秀剧目展演、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

秀剧目展演、第三届全国地方戏展

演、中国西部交响乐周、全国杂技

（魔术）比赛展演，以及每年一次的

文化部春节晚会等活动，在繁荣艺

术创作、加强艺术交流、丰富人民群

众的文化生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此外，文化部组织话剧《郭明

义》、豫剧《苏武牧羊》、民族音乐会

《美丽新疆》在全国巡演，进一步加

强了优秀剧目的宣传推广。

文艺评奖比赛坚持正确导向

文化部对全国性文艺评奖和比

赛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建立健全对

艺术作品创作生产科学的评价标

准和评价机制，突出了政府奖的

导向性、权威性和影响力。

目前，文化部主办的文华奖

等文艺评奖呈现出如下特点：一

是奖项设置合理、分类科学、数额

合理，文华奖现设有文华大奖、优秀

表演奖、优秀剧目奖以及编剧、导

演、音乐、舞美等单项奖，从不同角

度对艺术的繁荣发展进行激励和引

导；二是评奖周期改为三年一届，在

中国艺术节上评选，减少了因评奖

过于频繁带来的质量下降弊端；三

是提高参评作品的演出场次，将专

家评议、市场检验和群众认可有机

结合，注重加大市场和群众认可的

权重；四是获奖剧目少而精，传统

戏、新 编 历 史 戏、现 代 戏 三 者 并

举，彰显了当前舞台艺术创作的

国家水准；五是将评奖活动与下

基层演出等惠民文化活动有机结

合，加大获奖作品的宣传推介力

度。为完善艺术表演人才的奖励

机制，文华奖还在第十三届评选

中进行改革，首次对文华表演奖

进行单独评选，评选出于魁智等

25 名优秀演员，培养造就文艺领

军人物和高素质文艺人才。

建立优秀保留剧目演出制度

为进一步发挥文艺评奖的示

范和导向作用，鼓励艺术院团建立

科学的艺术生产决策机制和优秀保

留剧目演出制度，文化部于2009年

开展了首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评

选。评选提高门槛，以1978年以来

首演且演出超过 400 场为起点，从

1200 多部申报作品中评选出大型

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京剧《盘丝

洞》、话剧《立秋》、越剧《五女拜寿》、

吕剧《苦菜花》、儿童剧《马兰花》、舞

剧《丝路花雨》等 18 台优秀保留剧

目。此次评选，把观众和市场的评

价作为重要依据，提高对演出场次

的要求，获奖作品久演不衰，经受

住了时间和观众的检验，有力引导

了艺术创作，克服了个别艺术院团

只为获奖而创演、得了奖即完成任

务的弊端，更加符合艺术规律，有利

于优秀作品的积累传承。

评奖不是目的，获奖也不是终

点。2010 年 9 月，文化部组织获奖

作品在全国 31 个省市区和港澳台

地区的 100 多个城市开展巡演，采

取政府搭台、市场运作的方式，变

事前资助为事后奖励，促使院团开

拓演出市场，取得了良好效果，演

出总场次 419 场，演出收入 1300 多

万元，观众 40 多万人次，其规模之

大、范围之广，是文化系统自新中

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此外，文化部还先后举办了全

国声乐比赛、全国杂技（魔术）比

赛、全国舞蹈比赛、全国音乐作品评

奖、荣毅仁杂技奖等活动，发现和鼓

励了一批优秀作品和优秀人才。

公益演出活动服务广大基层群众

文化部在艺术工作中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坚持面向基层、面向

农村，实行重心下移、服务下移，开

展公益性演出活动，实行低票价、

举办农民工专场等惠民措施，引导

和激励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院团积

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让

广大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深入开展“三下乡”活动。根

据中央部署，文化部持续多年组织

中直院团在元旦、春节两节前后赴

“老少边穷”地区，为基层群众进行

慰问演出 100 多场，并组织知名艺

术家和书画家小分队开展慰问演

出、送春联送年画活动，受到了基

层人民群众的欢迎。

组 织 高 雅 艺 术 进 校 园 。 从

2006年开始，教育部、文化部、财政

部以“走近大师、感受经典、陶冶情

操、提高修养”为主题，每年组织10

多家国家级艺术院团赴高校进行

100 多场演出，普及推广高雅艺术

和民族传统艺术，受到大学生的热

烈欢迎，已有数百万大学生成为此

项活动的直接受益者。

建立国家艺术院团联系基层

基地。为加强艺术院团与基层群

众的联系，文化部组织 9 个国家艺

术院团于 2011 年深入开展“走转

改”活动，并在基层农村建立了深

入生活、服务群众的联系基地。

推进全国美术馆免费开放。

2011 年文化部、财政部印发《关于

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

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要

求国家级、省级美术馆于2011年底

之前向公众免费开放。目前，全国

各大型公立美术馆已全部免费向

公众开放，观众流量明显上升，而

且各美术馆通过举办优秀展览和

公共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能力和水平，受到群众的广泛欢

迎和好评。 （文化部艺术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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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繁荣发展 激情谱写时代华章

芭蕾舞剧《牡丹亭》剧照。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2012年，文化部艺术家小分队基层慰问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话剧《郭明义》剧照。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大型晚会《我们的旗帜》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剧照。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文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

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处于一个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文艺创作坚持正确方向，创作环

境宽松和谐，经费投入不断加大，艺术家创作热情高涨，艺术事业得到持续、健康发展，各门类艺术呈现出普遍繁荣的良

好局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命运，奉献了大量思想

内涵丰富、艺术品质上乘的精神食粮，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主管全国艺术创作的政府部门，文化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始终坚持正确的文艺

方向，加强对艺术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用科学辩证思维指导艺术实践，用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推动艺术发展，一切从实

际出发，坚持“两手抓、两加强”，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并举、精品艺术创作与面向基层演出并重、创新剧目与保

留剧目并立、国有艺术院团和民营艺术院团并进，努力推动艺术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