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谢幕的2011年，堪称中国的“文化大年”。这一年，中国社会的最高层和最基层都表达出了对文化的强烈
关注，无论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强音，还是借助微博等新兴媒体激荡起
的草根文化事件文化人物，都体现了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后、文化领域腾飞的外在需求和内在动
力。在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多年物质急速“膨胀”之后，更高层次的文化和精神需求已成为全民共识。

2011年，文化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关注之下也是成绩与问题并存——2011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超过
130亿，但90%的电影投资亏损；电视剧的售价几乎增长了一倍，但除了演员，产业的其他环节并没有太多收益；
网络音乐每年涌现数以十万计的歌曲，但华语音乐却只能依靠怀旧来维持；收藏进入了全民参与时代，赝品却
成了市场的主流；数字出版被追捧多年，但真正能赚钱的还是传统图书；作家们越来越远离公众，写作的人也越
来越像明星；微博为大家提供了新的表达途径，但是表达与发泄如何平衡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回顾2011，中国文化在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下高速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蛋糕越做越大；另一方面也不
断冒出泡沫。这是现阶段文化发展的全景图，也是我们走向文化强国路途中必须正视的一切。

（赵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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