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人拣砖掌掴了谁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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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横议

本报讯 甘肃省日前出台《关于

购买农村公益性演出服务的方案》。

方案提出，2014年 10月 1日至 2015年

3 月 10 日，甘肃省级财政将为全省

1228个乡镇购买每个乡镇不少于4场

公益性文艺演出服务，免费为农村群

众演出。购买内容为秦腔、陇剧等具

有甘肃地域特色且群众喜闻乐见的

戏曲节目以及民族歌舞、杂技等。

本次购买演出服务以甘肃省财

政厅为购买主体，以甘肃各县级文

化部门为实施主体，以甘肃国有文

艺院团或民营院团为承接主体，通

过政府采购方式承接公益性文艺演

出服务。购买演出以省级院团每场

1.2 万元、市州级院团每场 7000 元、

县级院团每场 5000 元为标准，利用

乡镇舞台、流动舞台车等现有场所

和设施，在各乡镇组织实施。

（顾善忠 苟晓飞）

本报讯 （驻安徽记者乔国良）

9 月 19 日晚，合肥市酷爱音乐的王

女士花 30 元钱买了 3 张票，和两位

朋友一起在合肥大剧院观看了全省

合唱比赛。这是安徽推出的首届文

化 惠 民 消 费 季 给 普 通 群 众 带 来 的

实惠。

据悉，首届安徽文化惠民消费

季自 9 月 19 日揭幕，至 11 月 19 日结

束，其优惠内容是：看戏剧演出、购

买书籍、订阅报纸、观看电影等文化

产品文化服务，均以最低价推出，消

费者在此基础上可再享受减费或打

折优惠。安徽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以前财政补贴大多用

到文化产品生产方或供应方，现在

要重点解决群众看得起、方便看的

问题，所以这次省财政支付 1000 万

元用来补贴消费者。

首届安徽文化惠民消费季由安

徽省委宣传部统筹，安徽省文化厅、

省新闻出版广电厅等 12 家省直单

位、16 个地市宣传部联合提供了 44

个大项活动、300多项子活动。

首首届届安徽安徽文文化化惠惠民消费季民消费季：：

财政支付 1000万元补贴消费者

第二届北第二届北京惠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民文化消费季：：

百姓享受打折优惠已超 4000万元

俗话说：“一人拾柴火不旺，众

人拾柴火焰高。一人难挑千斤担，

众人能移万座山。”世间之事往往如

此，众志成城之下总会获得意想不

到的收获。这些天，在古城保护的

大篇章中有了这样的小插曲——与

西递古村落结缘的艺术家应天齐

联合付志强、胡石、刘克峰 3 位建筑

师在芜湖古城组织了一场千人拣

砖大型当代艺术活动。应天齐的

设想是利用古城废墟中搬出的古

砖作为原材料，在古城中间主要地

块建造古砖广场，并在广场中建造

“古城文化中心”博物馆。

将艺术与建筑融合，以保护古

砖来留住古城，这对于一直致力于

古城保护的人来说，的确为其开拓

了一条新的思路。因为保护古城

就是要保护古城中的一砖一瓦，如

若只留有古城的虚表，而其内早已

被新砖新瓦所填充，那么保护古城

的初衷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试想，

如果我们早些年就有这样的意识，

那么在古建筑的修复中，就不会无

古砖可用或以新代旧了。然而，很多

时候，即便想做出与几百年前一样工

艺的砖瓦，也已无从下手。笔者在探

访一些古城时，曾不只一次听到这

样的遗憾之语——因砖瓦制作的传

统工艺已经失传，缺补之处只能用

不同工艺的砖瓦来代替。

所以，对于千人拣砖的活动，

我们应该予以肯定，古城保护需要

这种“众人拾柴”的劲头，虽然在来

势汹汹的城镇改造面前，这一举动

如同一个美丽的肥皂泡终究会破

灭，但它至少引起了人们对古城保

护再次的关注，也是一种正能量的

激励。更何况，对扒砖人来说，这

更是一次无情的舆论掌掴。

然而，激情洋溢过后，我们又不

得不为生冷的现实所悲叹。因为这

只是艺术家的一个美丽愿景，现实

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古城在没有文

物专家论证的前提下就匆匆被开

发，在利益的驱动下，多少古建筑、

古 城 被 改 造 得 面 目 全 非 、韵 味 尽

失。在轰隆隆的城市改造中，挖土

机碾过的是我们再也无法恢复的珍

贵遗产。多少年后，留给后人的只有

那些模仿、山寨过后的复制品。所

以，古建筑、古城保护，不是心血来潮

的一时之举，需要地方政府和建设方

及时转变思路，充分论证、多方探访、

严密规划、谨慎进行。社会各界人士

也应以积极的态度，以一己之力支

持古城保护，如此一来，保护古城、

留住文化遗产的愿望才可能实现。

“资金 6 月底就到位了，三地文化厅

（局）也通了气，目前正在协调剧目，遇

到不懂的，我们就给北京那边打电话请

教。”今年下半年以来，从北京市河北梆

子剧团手中接过 2014 年京津冀河北梆

子优秀剧目巡演的接力棒后，河北省河

北梆子剧院副院长李平芳就忙得不可

开交。11 月，三地 10 个河北梆子院团将

带着 11台剧目唱响燕赵大地。

今年 4 月，借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

的东风，由北京市文化局、天津市文化

广播影视局、河北省文化厅及河北省石

家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京

津冀河北梆子优秀剧目巡演（北京站）

一炮打响，在三地文化领域引起不小的

轰动。由此，院团也开始谋划开拓京津

冀市场，希望通过优势互补、共建共享，

实现三地演艺文化的深度合作。

协同发展要有内容支撑

“市场最好的是北京，同样的戏，在

北 京 的 票 房 能 达到十几万元，但在天

津 4 万元就够多了。”对天津北方演艺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海来说，北京

市场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力。天津创

排的剧目进京演出已成常态，今年天津

儿童艺术剧院还参加了北京市“圆梦中

国·春苗行动”优秀少儿题材舞台剧目

展演。“三地合作交流有很大好处，北京

作为文化中心，几十年里一直是我们的

主战场之一，而河北是诸多地方戏曲的

发源地，底蕴深厚，有了三地协同发展的

方向，对各院团实现文化交流很有指导

意义。”钟海说。

三地梆子院团初次联手唱大戏，除

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北京市河北梆子剧

团还与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固安大剧院

达成协议，在剧院每年60场演出中，拿出

24场作为梆子剧团专场，一年中固定每月

给当地百姓演两出大戏。“连环拳打出来

了，我们大家轮流坐庄，把剧种传承下去，

只有从事这个剧种的人来做，才能引起外

围的关注。”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王

洪玲说。

而早在 2011年，北方昆曲剧院就在

首任院长韩世昌的老家河北省高阳县

河西村挂了块响亮的牌子——北方昆

曲培训基地。剧院每年送戏进高阳，请

艺术家义务给当地小学生上课，手把手

传授昆曲艺术。“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只

是行政说法，得有内容支撑，昆曲作为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们也希

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北方昆曲剧院

副院长曹颖透露，剧院打算在明年初开

展三地巡演，同时把昆曲戏迷和戏曲研

究专家请到北京，探讨昆曲在京津冀的

推广路径。

惠农补贴，
百姓如何得到更多实惠

“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河

北，但现在，河北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因为我们花六七年培养出来的拔尖人

才都跑到了外地，演出市场一度萎缩。”

提起三地合作各自的优势，河北省杂技

团党总支书记张进军感到很痛心。他

透露，《转动地圈》曾是河北省杂技团原

创保留节目，但因某杂技团挖走了这个

节目过半数的演员，这个节目立马成为

对方的品牌。“个中原因是一名杂技演

员在河北每月只能挣 2000 元，而在北

京，他们的收入是 8000元。”张进军说。

对此，李平芳深有同感：“我们都羡

慕死北京和天津了，他们的钱花不了，我

们不够花。如果两地院团到河北商演，

政府不会给任何补贴；如果是惠民演出，

在河北，普通演员的演出费就 50 块钱，

而在北京和天津，普通演员能拿到两三

百块。如果三地无法打破地域限制，那

河北在市场上将始终处于劣势。”

8 月 28日，北京市文化局、天津市文

化广播影视局、河北省文化厅在天津签

署了《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

略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

指出，三地应在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统

一开放原则下，推动文化发展实现同城

化谋划、联动式合作、协同化发展。三地

共同出台艺术院团演出补贴政策，鼓励

各类所有制艺术院团在三地惠民演出。

对此，钟海认为，目前，三地的惠民

补贴政策多是把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

院团，而老百姓很难感受到实惠，而过

度 的 低 票 价 也 不 利 于 市 场 秩 序 的 建

立，补贴政策要在保持市场活力的前

提下进行科学规划，实现院团的良性

运转。

《协议》出台，还需从项目入手

相比于漫长的人才培养过程，更让

张进军着急的是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

的课题目前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纸面上，

《协议》的出台虽然提供了合作方向，但

执行起来仍有无处下手之感。“大的思

路不从小处着手根本没办法落实，京津

冀一体化现在急需从具体项目入手，只

要政策利好，我们杂技团愿意先试先行

探探路子。”张进军说。他的“路子”是

京津冀三地同类艺术院团以项目为单

位，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

发挥各自长处，共同打造一台在国际上

能获奖、在基层能演出的剧目，树立京

津冀三地共有的文化品牌。

而 对 于《协 议》中 提 到 的“以 市 场

机制推进剧院院线建设，推动三地演

艺 业 联 动 发 展，提升整体竞争力。建

立互通互联的演艺信息共享平台，统一

发布京津冀地区的演艺信息”，钟海表

示，很有必要，但操作起来难度较大。

因为剧场都是独立经营，除非你给的

价格高于别人，剧场才会听你召唤，“我

们 集 团 下 属 的 剧 场 协 调 一 件 事 都 很

难，目前国内也只有保利院线拥有一

套成熟高效的运营模式。”他建议，三

地文化部门可以出台 通 用 的 惠 民 卡 ，

异地看戏可以享受同样的折扣，实现

演出市场的互动。

“我希望政府在三地的演出市场、

剧场院线、政府补贴等环节出台操作性

强的政策，而院团还是要扎扎实实地把

舞台坚守好，创作出优质的剧目，这样

等三地实现真正互通有无时，院团才不

至于被湮没，在市场上才能拥有票房号

召力。”张进军说。

京津冀推进演艺交流与合作

不少亮点，不少困难，不少思考
本报驻北京记者 李 雪

本报讯 （记者卢旭）9 月 24 日，中

阿丝绸之路系列文化论坛之“中国与阿

拉伯国家美术馆合作论坛”在北京中

国美术馆举办。论坛由文化部指导，中

国美术馆主办，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

协办，邀请了国内主要美术馆负责人同

阿拉伯国家美术馆事务负责人共同探讨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美术馆合作的现状与

前景。

文化部外联局局长助理李立言出

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他表示，文化交

流与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起到

不可替代的桥梁和引领作用。为了弘扬

和继承丝路精神，促进中阿文明的交融

互鉴，推动中阿传统友谊，深化中阿全面

合作，中阿美术馆管理者和美术工作者

应加强项目合作，推动馆际交流，深化

中阿在美术馆领域的合作关系。

约旦哈希姆王国国家美术馆馆长

赫雷斯指出，约旦的美术馆是非政府、

非盈利机构，所以举办活动的资金就成

了很大的问题。一些阿拉伯艺术机构

缺 少 资 金 ，阻 碍 其 开 展 项 目 、履 行 职

责。赫雷斯表示，中国支持我们的事

业，跟我们建立了友好关系，希望中阿

关系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

9 月 24 日，“法蓝瓷淬炼大展”在

北京新光天地商场开幕。此次展出

的 瓷 器 新 品 是 法 蓝 瓷 设 计 师 撷 取

曹 雪芹笔下《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

钗为创作灵感而打造的《红楼梦》系

列产品，以抽象的花卉隐喻金钗，透

过当代的设计语汇，诠释十二金钗的

才情风貌。图为模特展示十二金钗

瓷瓶。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中 阿 美 术 馆
合作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曲晓燕）第二届

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自 8 月 20 日启

动以来，相关活动相继展开。截至 9

月 23日，已有近 686万人次参与本次

消费季，超过 286 万人次直接消费，

线上成交额达 27.80 亿元，线下成交

额达 16.09亿元，总计约 43.9亿元，比

首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一个月 19

亿元的成交额增长约 24.9亿元。

据了解，第二届北京惠民文化消

费季更加重视发挥网上文化消费活

动的带动作用，邀请京东、当当等综

合性电商龙头企业以及校园之星、绿

野网、中演票务通等文化电商参与。

此外，北京文惠卡已经成为惠

民文化消费季的重要平台和动力。

截至 9月 21日，北京文惠卡申领发放

共计 124 万张，大礼包共发放 58.5 万

套；签约商户1205家，门店2308个，加

盟商户涵盖电影、戏剧、图书出版、艺

术展览等文化消费领域；累计实现交

易额 4.8亿元，交易笔数 29.6万余笔，

动卡率达23%。老百姓通过文惠卡享

受到的打折优惠已超过4000万元。

甘肃购买 4000多场演出免费惠农

（上接第一版）

中加文化交流中心是一家咨询和

经纪机构，经常为中国和加拿大艺术团

体提供市场分析和推广咨询服务，也把

诸多加拿大知名演艺团体或节目引入

中国。该中心主席宋海婴认为，中国演

出产品走出去需要“联合制作”，艺术院

团、剧场院线（推广商）、经纪公司之间

需要建立紧密联系，打造出适合中国和

海外市场的好作品。

宋海婴表示，加拿大政府每年会划

拨专项经费，用于对本土演艺产品的海

外推广，类似情况在韩国也存在。金钟

中也提到，对于在韩国国内演出反响较

好的作品，政府会给予演出单位经费支

持，资助他们将作品推广到海外，《光华

门恋歌》在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推广即

受益于此。

加拿大魁北克“冬季狂欢节”市场

销 售 总 经 理 让·大 卫 曾 多 次 来 华 演

出 ，并 考 察 中 国 演 出 产 业 发 展 情 况 。

他认为，中国目前潜在的文化消费群

体庞大，应从自身文化的个性特征出

发打造精品。同时，还要熟稔世界文

化娱乐行业新标准、适应国际规则，“我

们期待中国有更大发展，期待了解中国

文化，希望中国的演出制作方和推广方

能创新推出更多产品，供世界选择。”

宋海婴认为，目前中国国内演出

产品在制作阶段给艺术家的限制条件

太多，文艺作品制作阶段应抛弃商业

性，给予艺术家最大自由，同时经纪公

司需对产品有全面了解，做到有针对

性地推广。“目前，加拿大会定期组织

对经纪人和推广人的培训，提高他们

的艺术欣赏水平，为观众引入更加精

彩的节目。”宋海婴说。

对于目前国内演艺产业而言，首先需

要的是创新观念。“韩国每年原创音乐剧

达 200 部，我们连 10 部都不到。”柯朝平

说，创新观念、落实政策，对推动国内演艺

产业发展和演艺产品走出去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