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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为什么中国越发展，外

媒越是打压，是意识形态的原因

吗？

刘长乐：西方的媒体确实妖魔

化中国，宣扬“中国威胁论”，对中

国的正面宣传是很少的。但从西

方媒体的特性看，他们不仅对我

们批评较多，即便是对自己国

家，他们也是以批评为主的，这

就是西方媒体的特性。当然，它

对中国的批评可能更多。应该注意

到，我们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发出的

声音非常微弱，在很大程度上，我
们的媒体怎样才能走出去，任务非
常艰巨。

听众：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来会有

哪方面的突破？

刘长乐：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
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国

的文化产业发展蓄势待发，但现在的

市场份额还是比较小的，在GDP中，

美国的文化产业占了25%，中国的文

化产业只有2 .47%。

好在我们意识到了文化产业需

要大发展，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要提升

中国的软实力，也关乎中国的经济发
展，或者是拉动内需一个非常重要的

方面。

顺便说一下，去年我们的电影份额

增长了60%，速度是惊人的。对这个问

题，有不同的看法，像《阿凡达》这样的美

国电影，占了很多市场，有人认为钱都让

美国人赚走了，并不见得完全如此，实际

上如果中国的票房是100元的话，美国只

能分走14元。虽然从经济角度算这个账

是这样的，但要看到，我们凭什么只看美

国大片？从文化的角度，我们觉得是美国

的文化侵略，我们应该警惕。

所以我们希望有像《唐山大地

震》这样的片子出现。我相信，中国的

文化产业发展，它的市场份额的提升

是完全有可能的。

听众：媒体既有舆论引导的功

能，又有娱乐大众的功能，大众的口

味有时候也不太好把握，最近国内文

化管理部门提出了反“三俗”，你对

“三俗”这个问题是怎么认识的？凤凰

卫视对这个事是如何把握的？

刘长乐：我非常赞成反“三俗”，

在反“三俗”的问题上，我们更需要面

对或者警惕的是新闻的娱乐化，这个
问题在香港和台湾已经非常恶劣和

严重，新闻的娱乐化就是在内容上把

新闻娱乐化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

题。

再一个就是新闻观点的娱乐化，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更加需要警惕的。

从凤凰卫视角度来讲，我们也是

反“三俗”的一员。当然，我们也有做

得不妥当的地方，包括有的节目也有

需要改进的部分，我相信凤凰卫视的

从业人员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
在努力改进中。

听众：您既是传媒界的

精英，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您是如何利用传媒界的影

响力，推动参与一些社会事

务活动，促进社会进步的？

刘长乐：媒体如果能够

把社会活动和宣传、舆论结

合起来，可能发挥的作用更
大，这样它的作用就不是一
个加法了，有可能变成乘
法。我举个例子，今年3月

份，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

招待会上向大家讲了一个
关于《富春山居图》的事情，

这幅画一半在台北的故宫

博物院，另一半在浙江省博
物馆，总理非常希望有一天

可以合并展出，凤凰卫视也

一直在办这件事。

当时我第一次到台北

故宫博物院希望他们借展

给我们，或者合并展出，碰

了一个大钉子。即使这样，

我继续跟台北的博物院协

商，现在正式谈成了，22日

晚上在纽约，温总理单独跟
我见面的时候，专门问了我

这个情况，我也向温总理报

告，我说这个事情已经谈成
了。总理听了以后非常高
兴。

我们还非常希望在山

东的临沂——— 王羲之的故

乡，能够做一个关于《三希
堂法帖》的研讨会和笔会，

我们也希望这个能成为凤

凰卫视和山东合作的一个
开端，一个很好的接轨。

大讲坛开始不到一个小时，刘长乐的主题演讲结束了。他说，“我要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现场听众，满足更多听众提问的愿望。”

此话开启了齐鲁大讲坛的互动环节，听众的问题五花八门、包罗万

象，不乏尖锐之问，但刘长乐一一作答，其睿智，幽默，引起现场掌声不断。

>>我们的媒体走出去，任务艰巨

>>凭什么只看美国大片？

>>新闻娱乐化倾向非常恶劣

希望在临沂举办

《三希堂法帖》研讨会

刘长乐与听众畅谈热点话题

“西方媒体对中国
正面宣传很少少””
本报记者 郭静

刘长乐“粉丝”众多。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中国清代宫廷刻帖。

因帖中收有被当时乾隆帝
视为3件稀世墨宝的东晋

书迹，即王羲之的《快雪时
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

和王珣的《伯远帖》，而珍

藏这3件稀世珍宝的地方
又被称为三希堂，故法帖
取名《三希堂法帖》。其中，

《快雪时晴帖》收藏于台北
故宫，《中秋帖》、《伯远帖》

存放于北京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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