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领导

小组办公室与中央文化管理干部

学院共同组织编辑出版的《转变

文化发展方式研究》一书，适应当

前需要，展望未来发展，从理论和

实践两个方面，特别是紧紧围绕文

化发展方式转变这个主题，回答了

一系列社会关注的文化改革发展的

重大问题，掩卷之余，启人遐思。

当前，我国文化领域正发生

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党和政府对

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前所未有，

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服务的强烈

需求前所未有，人们群众对文化

发展的热切关注前所未有，社会

各界对文化工作的殷切期盼前所

未有。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重

大转型期和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

战略机遇期，必须加快转变文化发

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增强文化发

展活力，以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有力的文化保障。

正如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序言

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正处于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文化

承担着前所未有的重任，既是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

是社会文明进步重要目标；既是

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

系民生幸福；既直接贡献于经济

增长，又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迫切要求通过

转变文化发展方式，进一步发挥

文化的独特作用，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强大支撑。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的基本原理，当事物的客观条件

已经发生改变之后，其内在的发

展方式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命题”作

为中央全会的议题，表明文化发

展已然成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

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

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已经上

升成为国家战略，文化发展的客

观环境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

变化：文化投入成为民生投入的

重要部分，文化建设投入已成为

扩内需、促增长、保民生的重要内

容，文化建设的地位发生根本性转

变；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成为社会关注新热点和

民生保障新资源，文化传承保护的

历史使命发生根本性转变；文化产

业成为经济增长新空间，培育国民

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战略性支柱产业

的战略任务，文化的经济价值和属

性发生根本性转变；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

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

精神力量，要求文化体制机制必

须进行全面改革创新。可以说，

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已成为时代的

要求和人们的期盼，成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内在要求。

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最根
本的是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
理念。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

持 以 人 为 本、科 学 发 展，贴 近 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满足

人民群众 精 神 文 化 需 求 为 出 发

点和落脚点，把文化发展方式转

变 作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的基本内容，推动“五位一体”协

调发展，使文化建设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总体布局上科学取势，

赢 得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强 国 建 设 的

发展先机。

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最重
要的是要找准实现路径，推
动文化发展融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战略。

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支点，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要加快推

动 文 化 基 础 设 施 融 入 新 型 城 镇

化 。 按 照 公 益 性、基 本 性、均 等

性、便利性的要求，推进城镇总体

规划与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交通发展规划等多种

规划相互衔接，科学规划文化基

础设施，加快建设新型城镇公共

文化设施网络，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成为城镇新地标，促进文

化服务融入城市服务，满足基层

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发挥文化

服务在城市建设中的基础作用。

要加快推动文化产业融入新

型工业化。不断提升文化建设的

科技含量，推进文化产业与信息

化、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实施重

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促进

产业集聚集约集群发展，优化文

化产业区域布局，积极培育发展

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协

调发展，加大文化产业品牌创建

和市场开拓力度，形成以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

文化产业格局，发挥文化产业作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调结构转

方式，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

面的优势和作用。

要加快推动文化建设成为统

筹 城 乡、协 调 发 展 的 重 要 力 量。

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

强农村文化建设，充分吸收借鉴

现代文明和先进文化成果，深入

挖掘优秀民族文化资源，推进文

化作品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传

播手段创新，创作和生产出根植

现 实 生 活，反 映 时 代 要 求，思 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作

品，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

务供给能力。加大农村文化市场

网点合理布局，满足城乡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公共

文化服务成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建立城乡均衡发展

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经济

社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最
迫切的是要激发活力，推动
文化体制改革融入改革创
新前沿。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精心

组织，扎实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文艺

院团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加快形成有利于文化建设科学发

展的体制机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继续深化和完

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按

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扎实推进国有

企业深化改革，优化资产结构，提高

企业管理和营运水平。深化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

入推进机关行政效能建设，为转变

文化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提供

强大制度保障和动力源泉。

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是一个

全新的课题，面临一系列理论和

实 践 的 挑 战 。 如 何 以 全 新 的 视

野，创新的思路，立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系统总结

归纳文化发展方式转变的经验和

案例，深入研究探索文化发展面临

的许多不适宜、不协调问题的解决

之道，是摆在理论研究者和广大文

化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转变文化发展方式研究》从

理论层面重点阐述了转变文化发

展方式的背景、内涵、意义、途径

等方面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

指导价值；从个案研究方面生动

展现了各地推进文化发展方式转

变的具体实践，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借鉴性和操作性。本书的出

版对于积累理论成果，总结实践

经验，引发更大范围的理性思考，

吸引全社会关注、参与文化发展

方式转变，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推动全面小康的建

成，具有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

（作者为四川省文化厅党组

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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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推动文化跨越发展
——写在《转变文化发展方式研究》出版之际

郑晓幸

“面对巍巍王屋山，彩云吐

露肺腑言：青山人去账不灭，丈

夫欠债妻来还。哪怕俺倾家又

荡产，哪怕俺人间苦吃完……

只要王屋山还在，决不少大伙

一分钱！”由张平导演、刘雯卉

领衔主演的豫剧《王屋山的女

人》，讲述的是丈夫意外身亡、

夫债妻还、诚实守信的感人故

事。当年关来临之际，乡亲们

前来要账，彩云唱出了这段一

诺千金、感人肺腑的铮铮誓言。

“夫债妻还”是全剧颇富传

奇色彩的情节主线。彩云的丈

夫 青 山 带 领 乡 亲 在 外 承 揽 工

程，年底结算时，工程款却被急

于为儿子治病的会计马玉堂席

卷而去，青山为此突发心脏病，

在医院不治身亡。王屋山下的

村庄里炸开了锅，青山父亲诸

葛能吞咽了乡亲们的欠条，以

人死债消为由拒绝还债，乡亲

们个个怒火中烧。面对丈夫的

突然离世，乡亲们的声声催账，

以及公爹以死相逼和断绝关系

的冲突，彩云强忍着丧夫的巨

大痛苦，承诺夫债妻还，发出了

“只要王屋山还在”，她诸葛能

家所欠乡亲们的债就永远不会

黄的铮铮诺言。被迫离家出走

的彩云，走上了一条艰难的边

挣钱还债、边寻找马玉堂的坎

坷之途。最终，彩云以她的艰

辛和真情，偿还了夫债，感动了

乡亲和公爹，也感化了卷款逃

亡的马玉堂。

“诚实守信”是彩云形象的

精神内核。全剧情节生动，故

事感人，尤其是彩云一诺千金、

诚实守信的担当，不畏艰辛、吃

尽千辛万苦的坚忍，感天动地，

既让人心酸，更令人敬重，一个

王屋山下平凡的农村妇女的伟

岸形象屹然矗立在舞台之上。

自古相传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就

发生在王屋山，如果说愚公精

神是中国人民勇于战胜困难精

神的体现的话，愚公故乡王屋

山的当代女人彩云，再次以自

身不畏艰辛、诚实守信的奉献

精 神 为 世 人 所 称 道 。 除 彩 云

外，该剧还为观众塑造了一批

鲜活的形象：老年丧子的诸葛

能，悲痛欲绝，出于对彩云的关

爱，吞食欠条、断绝关系，表现

出基层农民的深情和狡黠；村

干部陆主任古道热肠，帮助排

忧解难，同时也是彩云艰辛还

债的见证人：“一笔笔，一款款，

都是彩云的心一片，都是彩云

的血汗钱。这情义深似济源的

水，这情义高过那王屋山。点

点滴滴化彩云，实实在在薄云

天。”马玉堂的形象也没有脸谱

化、概念化，剧中深刻揭示了他

“恩将仇报真是小人”的内心煎

熬：“都知道钱财乃是身外物，

我却为钱财失良心。这样的日

子 真 难 忍，身 负 重 压 心 插 针。

终日里人不人来鬼不鬼，我活

像一个大龟孙。多少次心债难

负想自首，可又怕三十多万无

法偿还给彩云。两年来承包工

程有积蓄，努把劲挣够欠款赎

罪身。”显然，《王屋山的女人》

是一曲勇于担当、诚实守信的

颂 歌，也 对 狭 隘 自 私、损 人 利

己 者 给 予 了 必 要 的 道 德 鞭 挞

和良心谴责！在某些领域“道

德 失 范、诚 信 缺 失”的 当 下 社

会，该剧的创作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

“以情动人”是该剧艺术上

的鲜明特点。豫剧是有着深厚

传统的大剧种，更在现代戏的

创作上做出过突出贡献，《朝阳

沟》、《香魂女》、《村官李天成》、

《常香玉》等优秀剧目对我国当

代舞台艺术产生过重要影响，

形成了既擅演古装历史剧又擅

演现代戏的传统。《王屋山的女

人》是当代豫剧现代戏创作的

最新成果。该剧从剧本创作就

重视充分挖掘该剧题材和主要

人物的思想内涵，到二度呈现

上更是积极发挥剧种的优势，

探 求 适 合 该 剧 表 现 的 舞 台 样

式，活用传统程式，创造新的表

达，时代精神强烈，乡土气息醇

厚，人物形象鲜活，舞台风格通

俗明快、质朴自然，于沉痛严饬

中不失风趣幽默，特别是擅长

深刻揭示剧中人物的心灵，酣

畅淋漓地抒发人物的情感，以

情动人，以情化人，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青年演员刘雯卉领衔主演

的彩云，细腻传神，唱做俱佳。

刘雯卉师从著名豫剧表演艺术

家赵玉英，又得到阎派大弟子、

豫 剧 表 演 艺 术 家 张 梅 贞 的 亲

传，是豫剧阎派的再传优秀弟

子，深受许多豫剧戏迷的喜爱，

称赞她演唱的阎派戏很有阎派

神 韵 。 刘 雯 卉 多 年 来 潜 心 学

习，现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豫

剧本科班，曾两次荣获河南省

文华表演一等奖。她演出过许

多古装戏《秦雪梅》、《泪洒相思

地》、《程婴救孤》、《台北知府》、

《下陈州》、《打金枝》、《金莲之

死》，也出演过不少现代戏《山

道上的女人》、《儿大不由爹》、

《红旗渠》、《丑嫂》，这些都为她

在《王屋山的女人》中担纲主演

彩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众所

周知，阎派艺术创始人阎立品

的表演艺术在豫剧旦行诸流派

中独树一帜，清雅之风怡人心

神。她曾拜梅兰芳为师，注重

把梅派神韵同豫剧艺术巧妙地

融合起来，尤重从人物出发，巧

妙化用传统表演程式。刘雯卉

在学习阎派时，重视对流派的

传 承；在 现 代 戏 的 创 作 中，也

从阎派得到启发，关照当代和

观 众 ，重 视 对 人 物 性 格 的 刻

画 ，重 视 舞 台 呈 现 的 大 胆 创

造，塑造了彩云等诸多当代鲜

活的妇女形象，可喜可贺！阎

立 品 以 德 艺 双 馨 被 广 大 戏 迷

誉为“雪里梅花”。我们期待，

作为阎派优秀传人，刘雯卉在

今 后 的 艺 术 道 路 上 就 像 她 所

塑造的王屋山女人彩云那样，

锲 而 不 舍，勇 于 攀 登，化 阎 派

神韵为己所用，让“雪里梅花怒

放，幽香万代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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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王屋山的女人》剧照

日前，豫剧《山城母亲》专家座

谈会在京举行，薛若琳、王安葵、黄

在敏、赵景勃、赓续华、万素等专家

学者出席座谈会，从题材、剧情、表

演、舞美、音创等角度肯定了该剧的

创新努力，并就一些戏剧细节的进

一步完善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前不久由周口市戏剧艺术研

究院打造的《山城母亲》在北京

长 安 大 戏 院 上 演 。 该 剧 根 据 小

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故

事改编，是河南省优秀剧目北京

展演月活动的一部重要剧目，乔

慧斌、王永庆任导演，肖秀莲担任

主演。 （高 昌）

为 庆 祝 建 军 85 周 年 ，隆

重 迎 接 党 的 十 八 大 胜 利 召

开 ，由 总 政 歌 剧 团 主 办 的 第

二 届 中 国 歌 剧 演 出 季 系 列 演

出 之《中 外 歌 剧 序 曲 音 乐 会》

于 9 月 15 日、16 日在解放军歌

剧 院 上 演 。 该 演 出 由 中 国 人

民解放军交响乐团演奏，由牛

杰执棒。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交 响 乐

团 隶 属 于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总

政 治 部 歌 剧 团 ，长 年 担 负 国

家、军 队 的 重 大 演 出 任 务，先

后 出 访 过 俄 罗 斯、日 本、朝 鲜

等国。《中外歌剧序曲音乐会》

汇集《奥伯龙》、《太阳雪》、《轻

骑 兵》、《纽 伦 堡 的 名 歌 手》、

《费加罗的婚礼》、《茶花女》、

《命运之力》等 10 部中外不同

时 期 不 同 流 派 的 歌 剧 作 品 的

序 曲 。 总 政 歌 剧 团 团 长 黄 定

山 介 绍，这 些 序 曲，概 括 和 提

示了歌剧的主要内容，并包含

了 歌 剧 中 的 主 要 音 乐 主 题 。

精 巧 的 构 思、绚 丽 的 色 彩、丰

富 的 音 乐 形 象 以 及 史 诗 般 的

宏大气势，使这些序曲常作为

独 立 的 作 品 出 现 在 交 响 乐 舞

台 上 。 这 台 演 出 创 造 性 地 把

这 些 经 典 序 曲 有 机 地 缀 连 在

一起，使观众品味到一道风格

独特的歌剧盛宴。

第 二 届 中 国 歌 剧 演 出 季

持 续 至 今 年 11 月 中 旬 ，上 演

《党的女儿》、《永不消逝的电

波》、《中 国 歌 剧 精 品 片 段 集

萃》等 5 部 作 品 ，集 中 展 示 总

政歌剧团的艺术实力，探索歌

剧 营 销 演 出 的 新 模 式 。 总 政

歌 剧 团 此 次 歌 剧 演 出 季 采 取

全部低票价政策，惠及普通百

姓，其中 30 元、50 元票价的票

数占总票数的 60%，体现了该

团 对 普 及 高 雅 艺 术 的 社 会 担

当和责任意识。

（黄志凡）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自

古以来都有各自的叙事传统和

叙事理论，当下叙事学已经演

变 成 了 一 个 国 际 性 的 研 究 课

题。9 月 15 日至 16 日，“叙事理

论与批评：东方与西方”国际学

术 研 讨 会 在 北 京 语 言 大 学 举

行 。 会 议 由 北 京 语 言 大 学 主

办 ，教 育 部 国 际 合 作 与 交 流

司、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

心、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

研 究 中 心 及 北 京 第 二 外 国 语

学院协办。

北 京 语 言 大 学 党 委 书 记

李 宇 明 介 绍 会 议 目 的 是 要 搭

建 东 西 方 文 学 研 究 交 流 的 平

台 ，推 动 世 界 叙 事 理 论 的 发

展。他说，叙事研究的不仅是

“讲什么”，更是“如何讲”的问

题。了解世界各个不同民族、

文化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讲述、

理 解 方 法 也 正 是 当 今 世 界 各

国相互了解、相互包容、和平

共处的必要前提。

会 议 或 从 宏 观 的 视 角 思

索了叙事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或 提 出 不 同 于 西 方 叙 事 理 论

及实践的东方模式，真正形成

了多元并存，各种学术观点相

互碰撞、平等对话的态势。美

国 著 名 文 学 批 评 家 及 叙 事 学

研究专家、国际叙事文学协会

前主席詹姆斯·费伦强调叙事

不 仅 仅 是 话 语 功 能 的 实 现 更

是 隐 藏 着 伦 理 动 机 的 话 语 选

择机制。北京大学教授、长江

学 者 申 丹 介 绍 了 目 前 国 际 叙

事学领域对于“ 隐含的作者”

这 一 概 念 的 激 烈 争 论 。 北 京

语 言 大 学 教 授 宁 一 中 提 出 了

要 将 我 国 传 统 的 评 点 批 评 进

行更为系统的理论化的研究，

从 而 向 国 际 推 出 独 具 中 国 特

色 的 叙 事 理 论 —— 评 点 批 评

模 式 。 北 京 语 言 大 学 副 校 长

赵旻说，叙事学作为一个跨学

科 的 研 究 课 题 ，不 仅 涉 及 文

学 ，还 涉 及 心 理 学 、哲 学 、美

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大

会 促 进 了 我 国 学 界 关 注 国 际

叙事学领域的新动态，其学术

价值不言而喻。 （刘 茜）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

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引人瞩目的

年度音乐盛会。为让观众重温经

典，《金色回响》——20 年维也纳

新年音乐会即将于国庆期间在央

视音乐频道盛大展播。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由世界最

顶尖的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

演奏，曾汇集卡拉扬、克劳迪奥·阿

巴多、祖宾·梅塔、里卡尔多·穆蒂、

洛林·马泽尔、小泽征尔等世界顶级

指挥大师，为全球观众献上新春的

祝福。央视 1987 年开始转播该音

乐会，现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成

为央视著名电视文艺品牌。（张 强）

9 月 11 日，由北京大学哲学

系、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办

的第三届严复学术讲座在北京大

学举行。本届严复学术讲座由北

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

佛大学荣休教授、美国人文社会

科学院院士及国际哲学院院士杜

维明担任主讲教授，他以《构建北

大 经 学 传 统 刍 议》为 题 发 表 演

讲。讲座由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

授、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任

陈鼓应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主

任王博致辞，北大师生和各界朋

友两百余人出席讲座。

杜维明回顾了儒学自先秦以

来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世界各地

所经历的三期发展过程，其中他

特别提到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观

点，即在儒学发展第二期，自 11 世

纪至 19 世纪中叶，儒学已成为东

亚地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

南在内的共同的文明。值得注意

的是岛田教授 强 调 儒 家 不 仅 是

中国的，也是韩国的、日本的及

越南的。国内学者要加倍研究、

发扬儒学。但自 19 世纪中叶以

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否可能

仍有疑问，有人认为儒学已成亡

灵和游魂，因此儒学如果仅仅作

为一种积习存在而没有创新，就

不会有发展。

杜维明由此提出儒学第三期

发展与“世界伦理”建构的关系问

题。他指出，自朱谦之提出“中国

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后，最近 10

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又有新的进

展，表明西方的启蒙运动受到过

儒学的深刻影响，如启蒙思想家

伏尔泰、魁奈、卢梭、莱布尼兹、亚

当·斯密等等。100多年后，“五四”

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也受到启

蒙运动的很大影响。“五四”运动

开始的时候就注重自由、人权和

理性，如严复主张“以自由为体，

以民主为用”，后来又转向注重民

主与科学。“五四”时代的知识分

子有两个特色：一是强烈的爱国

主义，一是强烈的反传统。站在

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批评西方的学

者居于少数，包括学衡派的学者

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梅光迪以

及辜鸿铭、梁漱溟等。而胡适等

西 化 派 则 处 心 积 虑 地 将 中 国 文

化 的 糟 粕 与 西 方 文 化 的 精 华 进

行比较，以造成强烈的危机感。

因 此 很 多 中 国 学 者 在 理 性 上 抛

弃中国文化，而在感情上又被中

国文化所纠葛，从而没法深入地

分 析 中 国 文 化 及 西 方 文 化 的内

核，导致对西方文化浮浅、对中国

文化粗暴。“拿来主义”表面上立

场坚定，其实很肤浅，过则不及。

如经济上突出的 GDP，不能测量

友情、幸福、平安与和谐，如果太

重视量化，复杂的事物就无法理

解了。

杜维明认为现在中国人完全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用西方的

名词都无法交谈，而在意识形态

方面是奉行实证主义的物质论，

而不是更先进的量子论、信息科

学、复杂思维、认知科学，从而影

响 到 人 文 学 科 及 社 会 科 学 的 发

展。自近代以来，北大是最早引

进西学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的。

如严复引介西方的社会主义、社

会达尔文主义，翻译西方社会学

的著作，最先翻译成“群学”，这是

符合孟子以来儒家的传统的，但

自梁启超起便翻译成社会学，结

果 其 后 的 发 展 导 致 社 会 学 与 政

治 学 融 在 一 起 。 而 经 学 受 到 的

最 大 冲 击 是 蔡 元 培 提 出 以 美 学

代宗教，在北大取消经学，而将

之归入现代学术中的文学、历史、

哲学三系。

杜维明最后提出北大是否可

以建立或恢复经学教育。他认为

经过中国大陆及海外三代思想家

的共同努力，以及北大乃至中国

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开展着的经学

实践，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可以吸

取德国的理想主义、法国的生命

主义、英国的实验哲学、美国的实

证主义，以激活、转化和重建儒家

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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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母亲》专家座谈会举行

总政歌剧团探索歌剧演出新模式

东西方学者研讨叙事学

20年维也纳音乐会塑文艺品牌

十七届六中全会把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命题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表明文化发展已然成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表明文化发展已然成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重要方针、、目目
标任务标任务、、政策举措已经上升成为国家战略政策举措已经上升成为国家战略，，文化发展的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文化发展的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