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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文化时评

老胶印厂
变身话剧界“横店”

北京美术馆后街77号“77文创园”，

门口并排挂着两块牌子：一块铜牌子上写

着五个红色大字“北京胶印厂”；一块铁牌

上用白色浮雕字写着“北京剧目排练中

心”。话剧《澡堂》结束在这里的排练，9月

14日~17日在隆福剧院首演。这部入选

首都剧院联盟惠民票剧目，也是2017青

年戏剧节参演剧目。它是今年这里接待

排练的第138部剧目。

8版

让“主旋律”之路
越走越宽

□ 李云雷

“主旋律”是指一切宣扬真善美的文艺

作品，在具体的文艺实践中，“主旋律”却往

往被窄化。这种“窄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题材上，容易被窄化为表现革命历史题材

或英雄人物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往往限

定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这种窄化在一

定程度上歪曲了“主旋律”应有的面貌，也束

缚创作者的手脚，我们应该从这一认识误区

中走出来，让“主旋律”创作恢复活力。

“主旋律”被窄化有历史原因，也有现

实中的创作原因。“主旋律”在上世纪80年

代提出。彼时“八五新潮”后先锋艺术的探

索较多，逐渐偏离现实主义的文艺传统；与

此同时，娱乐产品开始出现，影视的娱乐功

能和消费功能被片面突显。“主旋律”的提

出主要是针对这两种现象，是一种总体上

的文艺导向。在那之后，“主旋律”逐渐成

为某种艺术类型的代称，即以特定的形式

表达某一主题，这导致主旋律创作在艺术

上创新活力不足，在市场化的文艺环境中

往往给人以僵化、保守、落后的印象。

实际上，“主旋律”本身是在发展变化

之中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旋律”。

如果我们在真善美的意义上重新理解主

旋律，我们的创作空间其实是无限丰富宽

广的。真善美是文艺永恒的主题，这是文

艺创作常识，对此似乎无需更多思考。如

果我们更进一步追问，什么是真、什么是

善、什么是美，其背后则蕴含着复杂深刻

的历史、美学问题。以“美”为例，不同国

家、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美”的认识和

理解并不相同。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

便充满美学冲突，西方美学挟船坚炮利之

势强烈冲击传统中国美学，即使已经到了

20世纪80年代，《平凡的世界》要描写主

人公孙少平长得漂亮，还要说他“鼻子像

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在这种美学无意

识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时代问题。延安文

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清新刚健的人民文艺

占据文艺界主流，但伴随时代发展“新的

美学原则在崛起”，一种精英化的、西方化

的、现代主义式的美学标准逐渐成为“正

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今天

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有鲜

明的指向性。

当前中国文化发展日益繁荣，文化产

业日益发达，这对主旋律作品提出更高要

求。我们需要打破对主旋律的狭隘理解，

在新时代以开阔的心胸不断拓展主旋律

边界。近代以来，面对西方世界，中国人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落后者、追赶者的心

态，对我们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缺少

足够的自信。如今，这样的心态正在发生

变化，中国人正在变得从容自信。这样的

从容自信是林则徐、魏源一代所没有的，

是康有为、梁启超一代所没有的，也是鲁

迅、胡适一代所没有的，这可以说是近代

以来中国的一个巨大转折。在这样的历

史时刻，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人的

价值观，还需要以艺术的方式传播中国人

的价值观，讲述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心灵

世界，讲述中国人艰难曲折的历史、纷繁

复杂的现在与前程似锦的未来——这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如果我们在

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主旋律”，必将解放艺

术生产力，更加自信地讲好中国故事。

一流演出 需要培养一流观众
—— 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设“学生观剧团”

文化类节目从火一阵到一直火
□ 康薇薇

今年春天，《中国诗词大会》第

二季、《朗读者》等多档文化类节

目陆续开播，火爆荧屏，不仅收视

和关注度居高不下，还赢得了观众

的如潮好评，许多业界专家就此得

出了“文化类节目的春天已然到

来”的论断。于是，各大电视台、

制作方纷纷搭上这班“开往春天”

的发展快车，推出《我是演说家》

《汉字风云会》《儿行千里》《中餐

厅》以及“中华系列”节目等作

品。在数量井喷式增长的同时，文

化类节目的人气也高涨不跌。网

络综艺《演说家》第一阶段总播放

量高达 5.9 亿；湖南卫视的《中餐

厅》连续十一期稳坐收视冠军宝

座，网络累计播放量超26亿；东方

卫视的《喝彩中华》首期节目全国

35城平均收视率达0.74%，电视观

众达1.28亿人次，创下近三年全国

戏曲文化节目收视纪录……

探究近期文化类节目口碑和

收视齐飞的原因，主要缘于创作者

在深耕传统文化资源沃土的基础

上，为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断

转型升级，使作品质量稳步提升，

迸发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创意创新对传统文化
“深耕广拓”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文

化类节目同质化严重的现象一直为

业界所诟病。益智问答类节目《幸运

52》《开心辞典》火爆荧屏后，一批形

式大同小异的作品蜂拥而至；当《百

家讲坛》红极一时，类似模式的“讲座

类”节目又纷纷抢滩市场……相同类

型题材节目的扎堆播出，不仅使观众

产生审美疲劳，也让创作陷入思维窄

巷。令人欣喜的是，这一问题近两年

得到了明显改善。文化类节目在题

材样式的拓展、文化内涵的挖掘、制

作理念的创新等方面均实现突破，逐

渐步入2.0时代。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许多优秀

的核心思想和理念，比如讲仁爱、守

诚信、崇正义等，也包含着丰富而复

杂的上古神话、经典古籍、文学作

品。这些往往出现在教材书籍当中

的经典文化瑰宝犹如阳春白雪，给

人一种“高冷”的感觉，难免让大多

以娱乐心情、释放压力、丰富业余生

活为主要诉求的电视受众感到枯燥

无味、晦涩难懂。为了让节目接地

气、聚人气，创作者尝试运用各种新

潮时尚的表达方式以及年轻人能理

解的影像语言。比如东方卫视的《诗

书中华》突破一般益智文化类节目固

有的比拼形式，以“诗入寻常百姓家”

为核心思想，注重诗文在生活中的活

学活用；安徽卫视的民歌竞唱节目

《耳畔中国》除了再现传统民歌的经

典旋律以唤醒浸润在国人血液里的

民族记忆外，还创新融入现代元素，

呈现流行风格的《在银色的月光下》、

摇滚唱法的《我爱你，塞北的雪》等，

展示青年歌者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

从大家一起学汉字、背诗词、忙

听写、搞竞赛，发展到提倡阅读、关注

民歌、聚焦美食、宣传家风，文化类节

目还跳出以往题材重复难有新意的

窠臼，不再囿于诗词歌赋的竞赛比

拼，而是开辟了许多聚焦城市风光、

美食、戏曲等领域的人文题材。央视

财经频道的《魅力中国城》将创作视

野转向城市文化，采用“文化+旅游”

双管齐下的模式，深入挖掘城市的厚

重内涵和独特魅力。而近日在湖南

卫视热播的《中餐厅》以中国人在异

国开设中餐厅的故事为框架，贯穿传

播中国美食文化的线索，彰显中国传

统美食文化的自信和包容。

真挚情感让文化节目
“高而不冷”

有价值高度的节目，不仅要用

新颖的形式暂时吸引观众的目光，

还要让他们持续观看、积极思考、热

烈讨论，感染并鼓舞人心，指引前行

的方向。所以，制作者在思考如何

改进节目表现形式的同时，更力图

通过这种“外在”的改变实现“内在”

价值的传输。《朗读者》的制作人董

卿分享节目制作理念时说：“我们通

过谈话把朗读者的个人生命体验建

构起来。当说的人和听的人心意相

通，情感达到一定饱和度的时候，文

本顺势而出。嘉宾在舞台上还原成

诚恳的朗读者面貌，在‘我要读’而

不是‘我会读’的主动表达中，完成

‘以文学之名叩问生命’的使命。”

在综艺节目“拼明星阵容”的潮

流被业界广为诟病的情况下，很多

文化类节目的创作者反其道而行

之，强调“平民意识”，注重作品与社

会各阶层百姓的互动性。于是，关

注普通人的命运和情感、反映人民

生产生活伟大实践的话题越来越

多，使文化类节目更具时代精神和

现实意义。比如，湖南卫视的《儿行

千里》利用纪实拍摄、人物采访等方

法直观而生动地呈现家书及其背后

蕴藏着的一段段父母儿女之间的平

凡故事，展示普通人的良好家风。

在北京卫视的《我是演说家》里，来

自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地域、不同行

业的普通人在观众面前讲述自己的

生活体悟：快递员辛苦劳动之余依

然不放弃梦想、军人激动地叙说着

自己的使命担当、哈佛女孩用切身

经历告诉我们“国强则少年强”、网

络主播为“喊麦”正名……对这些

“素人”多样生活态度的呈现，既可

以让不同观众从中找到与自己理念

相契合的内容，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又彰显了当代中国人向上的生活态

度和深沉的家国情怀。

多种路径使优秀文化
“传之有道”

互联网即时通讯、双向互动、海

量存储等特点对于电视节目来说，

带来的不仅是内容生产的优化升级

与受众互动模式的转变，还有传播

格局的扩大、传播途径的增加以及

传播方式的改变。在这种传播生态

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制作方为

了获得更广泛的受众面和更强的受

众黏性，也应与时俱进，积极调整宣

传思路，通过“两微一端”宣传矩阵、

网络同步直播等多种方式，实现文

化类节目的影响力、传播力呈几何

级数的扩大。

浙江卫视的《汉字风云会》制作

了多个短视频节目“考你个字”，每

条视频都有上千万次的点击转发；

《喝彩中华》将“喝彩人”的才艺表现

用视频形式推送到各大社交平台，

很快就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很多制

作方抓住了新媒体碎片化、移动化、

事件化、社交化的传播特征，将诸如

参演嘉宾的故事、语录、卡通形象等

节目信息扩散到网络社群中去，放

大其新闻价值，形成“文化现象”。

媒体融合时代，文化类节目还

应学会整合大屏小屏的资源，打通

线上线下任督二脉，构建全媒体互

动的传播框架。《演说家》开创平台

移动直播先河，节目组的大巴车在

全国五个城市海选直播，选手可以

随时招手上车，成功者留下，失败者

下车，大大提高了大众参与度。《喝

彩中华》与“天天P图”APP合作，推

出“戏曲变脸”活动，上线四天获得

240万转发量。这些创新方法不仅

让已有的文化类节目走到大众中

去，还撬动了市场对更多具有文化

滋养和价值共鸣功能的优质节目的

需求，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郭敬丹 杜 康 吴 霞

“校园行”历来是上海国际艺术

节的“重头戏”。今年，“校园行”的队

伍里又多了一个组织——“学生观剧

团”。跟着导师进剧场、从青年视角探

讨艺术作品、评选心中最佳剧目……

走近“学生观剧团”，校园的朝气、艺

术教育的魅力扑面而来。

“十分过瘾”
观看顶尖舞团表演的兴奋

“这是我看的第三场舞蹈了。”

11月 10日晚，上海国际艺术节参

演剧目之一、英伦嘻哈舞剧《雾都

孤儿》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

上演。

坐在观众席中，学生观剧团舞

蹈组成员、东华大学金融专业大三

的张滟鑫难掩期待和兴奋。作为东

华大学舞蹈社团成员的她，能够观

看顶尖舞团的专业表演，感到十分

“过瘾”。

招募“学生观剧团”是今年上海

国际艺术节的首创。与以往“把演出

送进校园、把学生请进剧院”活动不

同，学生观剧团更注重提升学生的艺

术评鉴能力，希望学生也能成为文艺

评论的积极参与者。因此，学生观剧

团还配备了导师，熊源伟、王勇、喻荣

军等各领域“大咖”带领学生们一起

探讨作品背后的内涵和意义。

据介绍，学生观剧团共收到600

余份报名表，覆盖上海市38所大学、

16所中学。最终名单确定了260名

同学，其中中学生41人。观剧团按

照艺术门类又分成舞蹈、戏曲·戏剧、

音乐三组。

“感慨万千”
艺术带来的震撼

“一部戏的思辨作用于每个观众

身上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千

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戏剧

戏曲类导师熊源伟这样告诉观剧团

的成员们。

兴奋过后，学生观剧团成员们要

从沉浸于舞台上的表演，进入欣赏、

品鉴学习阶段。从民族到世界，从戏

曲到现代剧……每一次走进剧场，都

是一次艺术教育的“现场课”。

“《启航》承担了打开历史之门的

任务，音符把我们带到了过去、那个

容易被当代年轻人遗忘的年代。”学

生观剧团成员、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研

究生任晖宇在剧评中写道。

壮怀激烈的音乐讲述着波澜壮

阔的历史、艺术家们的咏唱满含深

情……年轻的学子们为演出而陶醉、

为祖国而自豪。

展现中国武术魅力的现代舞

《舞术》、浙江昆剧团“五代同堂”的

《十五贯》、南非索韦托福音合唱团

音乐会、话剧《关于无的演讲》……

有对中国文化的感悟，也有对西

方艺术的接触，学生观剧团在演

出清单上的 24 部剧目中，开启艺

术“新世界的大门”，享受心灵的

洗涤和精神的丰富。

“评选最佳”
不会落幕的“俱乐部”

艺术节日程过半，观剧也渐入佳

境。根据各个剧目的视觉设计、听觉

享受、情感触动、思想内涵等方面的

表现，学生观剧团将在导师的指导下

对各剧目进行评分，根据评分结果，

产生学生眼中的“最佳”。11月底举

行的颁奖典礼上将对此进行揭晓。

与此同时，学生观剧团还构成了

一个跨学校、跨年龄段的艺术爱好者

“俱乐部”，让对艺术有兴趣、有梦想

的年轻学生找到了能够互相交流、共

同进步的开放社区。

艺术节有“闭幕”，艺术体验却不

会结束。据悉，被评为“学生观剧团

优秀成员”的学生，将开启海外艺术

节志愿者交换之旅，在更大的平台中

继续体验艺术的魅力、汲取艺术的养

分，让直达内心的艺术语言成为成长

路上“润物无声”的推动力量。

第第4242届科威特国际书届科威特国际书展开幕展开幕

11月15日，第42届科威特国际书展在科威特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共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家

出版社参展。科威特国际书展是中东地区主要书展之一。本届书展将持续至11月25日。图为一名男子在

国际书展上读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