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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文 化 建 设 各 阶 段 精 品 剧 目 评

奖 及 艺 术 活 动 集 中 展 演 ，是 中 国 艺

术 节 的 办 节 初 衷 ，也 是 历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的 重 头 戏 。 作 为 我 国 文 化 领 域

规 模 最 大 、规 格 最 高 的 艺 术 盛 会 ，

艺 术 节 的 举 办 为 各 地 文 艺 作 品 提 供

了 展 示 交 流 的 舞 台 ，也 是 对 我 国 社

会 发 展 各 阶 段 文 艺 事 业 成 果 的 集 中

检 阅 。 26 年 来 ，中 国 艺 术 节 的 节 目

展 演 更 加 走 向 多 元 ，评 奖 机 制 不 断

创 新 ，推 动 艺 术 创 作 水 平 提 高 的 同

时 ，潜 移 默 化 中 加 大 了 文 化 惠 民 的

力度。

据统计，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共有

演出剧目 44 台，演出 168 场次，观众数

量逾 20 万人次；“二艺节”演出剧目 60

台，演出 165 场次，观众数量数十万人

次；“三艺节”演出剧目 41 台，演出 204

场次，观众数量 25 万人次……专家指

出，第一届中国艺术节期间，至“二艺

节 ”举 办 ，演 出 内 容 已 大 大 增 加 ，到

“三艺节”，由于在多民族省份的云南

举 办 ，其 舞 台 艺 术 着 重 突 出 民 族 特

色，着力表现璀璨多元的民族文化魅

力。“四艺节”的参演作品数量较前三

届有所减少，但作品质量更加精益求

精：艺术门类方面增加了豫剧、陇剧，

增加了现实题材等。

“六艺节”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江

苏举办，其规模之大远非前几届艺术

节所能媲美。“六艺节”上的参演专业

舞 台 艺 术 节 目 首 次 超 过 100 台 。 同

时，参演节目的门类也精彩纷呈，既

有传统的京剧、话剧、歌剧，又吸纳了

儿童剧、木偶剧、交响乐，满足了不同

观众群体的欣赏需求。可以说，中国

艺术节内容的不断丰富，本身即是对

文艺工作者提升创作水平的激励，同

时 也 让 更 多 百 姓 欣 赏 到 了 各 具 特 色

的文艺节目，而且，艺术节的内涵也

在不断丰富，特别是群星奖的引入和

广场演出、文化活动的增加，以及演

艺交易平台的搭建，使艺术节时代特

色持续加强。

在一届届艺术节举办过程中，贴

近群众、服务群众的色彩越来越浓，

文 化 惠 民 成 为 显 著 追 求 。 第 十 届 中

国艺术节筹办期间，伴随艺术节运作

模式渐趋成熟，其惠民效应也在逐渐

显 现 。 山 东 8 个 市 的 30 个 演 出 场 馆

承 担 文 华 奖 评 比 演 出 ，4 个 市 的 5 个

演 出 场 馆 承 办 群 星 奖 决 赛 。 全 省 还

将 举 办 各 类 群 众 文 化 基 层 演 出 逾

1800 场次，含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

在 内 的 各 类 展 览 150 个 ，另 外 ，还 将

举办演艺产品交易会及“剧院建设和

综 合 运 营 高 峰 论 坛 ”。 本 着 文 化 惠

民、方便群众的原则，“十艺节”票务

管理中心实行大众化票价，所有演出

最 高 票 价 不 超 380 元 ，最 低 票 价 20

元 ，主 推 60 元 左 右 中 低 票 价 。“ 十 艺

节”，这届节俭、务实、惠民的文化盛

事，必将为中国艺术节的历程增添浓

墨重彩的一笔！

1987年创办至今，即近而立之年的中国艺术节，社会知名度日益上升，影响力不断扩大。26个春秋，中国艺术节历经改革开放和文化体制改

革大潮洗礼，见证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在坚持“艺术的盛会 人民的节日”办节理念的前提下，每一届艺术节都有新变化与新使命。时值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举办之际，我们梳理艺术节的举办脉络，以期在探寻历史过程中，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艺术节，关心艺术节，并共同祝愿艺术节越

办越好。

背景与主题 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

自第一届至今，中国艺术节的发

展历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历程。可以

说，20 多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环

境的巨大进步构成了中国艺术节诞生

和发展的整体背景。每届艺术节在继

承往届方针、宗旨的基础上，各自又有

着与其所处时代背景相契合的办节动

因与主题。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加速推进，人们对文化艺术的

繁荣充满期待。在此大背景下，文化

部于 1986 年 10 月 8 日正式颁布《关于

举办中国艺术节的决定》，决定于 1987

年在北京举办第一届中国艺术节。“第

一届艺术节”以“二为”为办节方向，以

“双百”为办节方针，以“丰富多彩，健

康快乐，团结进取”为主题，艺术节期

间组织的各种文艺表演、展览展示等

活动始终贯穿这一主题，展示了中华

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精髓和异彩

纷呈的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了中国对

外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中国

文化在海内外的影响。同时，第一届

中国艺术节还确定了中国艺术节办节

章程和节徽，为之后的艺术节提供了

办节模式和样本。

1989 年 举 办 的 第 二 届 中 国 艺 术

节，适逢全国上下迎接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艺节”主题定

为展现艺术创作成果，展示群众文化

生活的多彩面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

经过前两届的探索，第三、四、五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开 始 不 断 拓 展 内 涵 和

外 延 。 1991 年 ，第 三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首 次 离 开 北 京 ，在 云 南 省 昆 明 市 举

办。“三艺节”旨在展示我国在经济、

政 治 以 及 文 化 领 域 的 实 力 。 同 一 时

期的云南省，经济发展迅速，人民安

定 团 结 ，文 艺 事 业 不 断 兴 盛 。 作 为

一 个 多 民 族 省 份 ，其 举 办 艺 术 节 不

仅 可 显 示 我 国 一 个 时 期 中 文 艺 事 业

取 得 的 成 就 ，更 能 集 中 展 现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我 国 各 民 族 文 化 发 展 的 新 成

果。3 年后，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在甘

肃 省 兰 州 市 举 办 ，体 现 了 中 央 对 西

部 的 重 视 。 同 时 ，甘 肃 省 是 中 华 民

族文明发祥地之一，历史资源丰富，

举办“四艺节”利于世界更好地了解

中 华 文 明 。 1997 年 ，党 的 十 五 大 胜

利召开及香港回归构成了“五艺节”

的时代背景，因此，当年的艺术节主

题定位“爱国、团结、繁荣，荟萃艺术

精 品 ，弘 扬 民 族 文 化 ，振 奋 民 族 精

神，欢庆十五大，迎接新世纪”，以恢

弘 气 势 和 浓 郁 艺 术 魅 力 ，充 分 展 示

我国文艺事业的最新成果。

无论是第一至第五届，还是后来

举办的第六、七、八、九届中国艺术节，

我们都能找到其与所处时代背景相适

应的主题和特色。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后举办的首次

国家级艺术盛会，其筹办过程又恰逢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因此“简约不简

单、节俭更精彩”便成了“十艺节”的一

大特色。

运作机制 不断探索创新

尽管中国艺术节由于所处时代背

景不同，主题有所不同，但每届中国艺

术节的举办模式和运作机制都在不断

探索，艺术节也走过了“中央主导，地

方协办”到“中央、地方共同办节”再到

“政府主导，探索市场化运作”的过程。

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均是

在北京设主会场，在全国部分省市设

分会场；管理模式为中央主导，地方协

办；经费来源于国家文化事业费和对

艺术节的专项补助。

第三、四、五届开始，中国艺术节

探索中央与地方合办。第三届中国艺

术节将昆明作为主会场，集中展现当

地优势和特色，实现了艺术节的集中

效应和规模影响力。此外，“三艺节”

首次将经贸活动融入艺术节，为艺术

节的市场化运作进行了探索。第五届

中国艺术节开始进一步探索市场化运

作，提出“政府调控、全民参与、市场运

作”，建立了“以国家财政补贴为主，以

社会赞助、展演收入、营销收入、广告

宣传为辅的多元筹资机制，并制定艺

术节捐赠赞助活动优惠政策，提高了

社会各界参与艺术节的积极性。

在 前 几 届 探 索 的 基 础 上 ，第 六 、

七、八、九届中国艺术节的市场化意识

更加强烈。“六艺节”首次发行艺术节

彩票，筹集资金 4000 万元。“七艺节”积

极利用艺术节品牌资源，着力探索“以

节养节、广泛合作、良性竞争”的营销

新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艺术节演

展、票务、接待等工作。“十艺节”更是

做大做强艺术节品牌，积极发挥艺术

节的品牌效应，社会筹资累计达 3.2 亿

元，超过往届艺术节总和。

可以说，在坚持办节主旨的前提

下 ，历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在 办 节 模 式 及

运 作 机 制 等 方 面 都 有 各 自 的 探 索 与

创新。

办节成效 促进水平提升 惠民力度加大

精彩导读精彩导读

“一艺节”：
C02版

展现艺术创作演出成果
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二艺节”：
C03版

群众性国际性增强
民族特色更加浓郁

“三艺节”：
C04版

民族团结盛况空前
文化荟萃气势恢宏

“四艺节”：
C05版

荟萃艺术精品
弘扬民族文化

“五艺节”：
C06版

欢庆十五大
迎接新世纪

“六艺节”：
C07版

迈向新世纪
跨入新千年

“七艺节”：
C08版

丰富多彩的艺术盛会
欢乐喜庆的人民节日

“八艺节”：
C09版

极目楚天舒
文化景象新

“九艺节”：
C10版

岭南文化辉映
“中国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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