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跑偏到娱乐圈的文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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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跟做电视剧的导演聊天，他们说没办法，现在电视剧要做得质量好的话，反而收视率会下降。”著名旅日作作家萨苏说。在市
场经济冲击下，不少作品因为欲望、寻求刺激而盲目追求商业利益。

习近平也忍不住和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麦家“吐槽”，“我看过你的《暗算》、《风声》，你是谍战剧第一人，歌颂的的是爱国主义的精神，但
是现在也有不少谍战影视剧不尊重历史，给观众造成了不良影响。”

“徒手撕鬼子”、用手榴弹打落敌人飞机……抗战雷剧和各种毁三观的穿越剧、神话剧泛滥起来，轰炸着公众的视野。。
“空气有雾霾，精神也有雾霾，比看得见的雾霾还要可怕，它会渐渐把民族蚕食，如果不加以制止，甚至连精神健康都都失去了。”山东省

曲艺协会主席孙立生十分忧心，“很多小剧场自以为很聪明，赚取笑声，单纯刺激观众感官，滥造出很多庸俗、低俗的的作品。”他说，比如郭
德纲，他就是相声商人，相声的内容很低俗，而公共领域本该是引导公众的平台，现在成了他泄私愤的地方，给不了公公众正确的引导。

在孙立生看来，感官上的满足是最容易的，然而满足观众精神的需要，才可以称得上是作品。
跑偏的不只是剧目。“‘开卷有益’这个古老的成语，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嘲弄。”麦家说，在文学领域，有些些作品过于迷恋一己

之私，有些高举厚黑气质，有些打着励志的名义愚弄人，更有些大肆渲染色情、暴力、恶俗，给青少年读者造成了极大大的伤害。“这是最大的迷失。”
早在2010年，冯小刚在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访谈时说，自己再拍5部电影就退休，脱离这个行业。他说，当年那叫“文艺界”，多受尊

重，而今转叫“娱乐圈”，其实挺烂的。

●参会者本身就是道德标杆

最近，娱乐圈确实有些“烂”。文艺工作者吸毒、嫖娼事件频发。
“他是我的偶像，不管怎样都支持他。”一位明星因为吸毒入狱，不少粉丝在其微博如此留言。
“导向坏了。”孙立生说。
“底线没有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点评得更直白。许多百姓对小平同志的“黑

猫白猫”论印象深刻，但也有一些人把这个理论理解为，为了GDP或者成绩，可以抛开底线。“‘黑
猫白猫’是咱们国家的宏观决策，并不是要你去谋自己的私利，把它泛化之后，底线没有了。”

“社会环境中，文艺工作者忽略了知识分子承担着社会责任、社会良知的作用。现在良知失衡
了，文艺工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孙立生说，但是现在很多文艺工作者忽略职责，一切看钱。

“这次会议，请的都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正派、没有绯闻、没有污点。”没有张艺谋，没有赵本
山，孙立生认为，参会的艺术家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标杆，一个道德标杆。

●会议在解决文艺圈的社会问题

素来以社会冷观察著称的作家梁晓声说：“习主席在讲到文艺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文艺作品
的成败以金钱来衡量时，台下有一些耳语，大家都感觉到，主席讲出了一种现实，原来主席与我们
在座的这些人有同感。”

“原来我们演出，有多少能力就要多少钱，而不像现在，给多大价码才会演。”梁晓声说。
著名话剧、影视、朗诵表演艺术家薛中锐记得，前年在拍摄一部戏时，从早上六点一直等到次

日凌晨两点，自己已经累得头晕血压高，不少演员纷纷指责剧组怎么还不拍，制片人却让他们忍
耐一下，因为有个大腕一天要80万片酬，拍两天承担不起费用。“当时我心里真不知道什么滋味。”

“现在的文艺圈以钱为导向，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这
次会议实际是解决文艺圈内的社会问题。

文艺脱离人民，一切都和薛中锐年轻时大不一样了。“那时我发着39℃的高烧，到海岛上给战
士演出，战士流热泪，我们跟着流泪；到清洁工粪便晒干场，跟着他们一起劳动，一起扬粪；到农村
跟农民一起剥玉米，一起演出，非常痛快。”

从艺50多年，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刘兰芳很迷惑，现在
的广电口上，老一辈艺术家想要有所作为举步维艰，一些诞生于人民中间的草根艺术，也没能在
大众中间打上深刻的烙印，“我想现在正是需要正本清源的时候。”

●总书记说，文化化人

“习总书记说，娱乐不应成为人的唯一快乐，也不应成为人的最大快乐，这句话耐人寻味。”梁
晓声认为，这句话是针对创作者提出的，在娱乐至死的现实面前，创作者还应相信以文化人，并给
予大众除娱乐之外更多方面的快乐。

孙立生说，娱乐只是艺术的副属性。但是市场经济以后，很多文艺工作者忽略了艺术作品的
精神性，久而久之使娱乐变成了主要属性。

以当前的家庭剧为例，电视剧内容大都以斗为核心，没有提升，那就只是娱乐。“这类节目会
让人对亲情关系感到沮丧。”梁晓声说，这不该是文艺的作用。“总书记说，文化化人。我的想法是，
如何通过作品让年轻人变得阳光起来，中年人变得更成熟起来，老年人更加包容。”

梁晓声立即展开了行动。会后两天，他来到新闻电影制片厂，商讨电影、电视剧项目，大家都
谈到了同一个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做。

薛中锐也赶到山东省文化厅，与众多艺术家阐述座谈会的感受和建议。习主席的讲话，似乎
触动了文艺界每个人的心弦。

“接下来还要有一些政策，文艺工作者要努力配合政策。”薛中锐在讨论中提出，媒体应该刊
登相关演出广告，让大家知道本地都有怎样的演出。“周恩来就最喜欢看演出广告，这是国家文化
发展程度的一个证明。”

虽然过了两天，但总书记的话刘兰芳都记得很清楚。“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宣传爱国主义，多出
好作品，这才是方向，我现在也清醒多了，我要写新书，好书。”

年届七旬的她再次倾情演播，把百集广播评书《花果山传奇》带到听众身边。
“作为文艺工作者，就要用作品说话。俯下身子，走进人民大众中去，如此下去，将会回归艺术的本

质。”孙立生说，我们走远了，但是会回来，作品回归也许很快，但是精神的回归，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等了很久。”作家
梁晓声等待的，是一场座谈
会。

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文艺工作
座谈会，提出文艺不能当市
场的奴隶，沾满铜臭。这让
不少文艺工作者觉得像一
阵疾风吹过，精神的雾霾将
被吹散，跑偏了的文艺圈也
将回到正轨。

“我们走远了，但是很
快就会回来了。”孙立生说。

等等了了这这么么久久
文文艺艺要要回回来来了了

历历届届文文代代会会盘盘点点

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文艺工作座谈会。 新华社发

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
作座谈会。72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
会，确定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建国后，文艺界
政策的调整。主要通过历届文代会来进行。

噪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
表大会在北平举行，这就是第一届文代会。大会
主席郭沫若在会上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
文艺而奋斗》的报告，会后，“全国文联”和文学、
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的部门协会以及戏
曲改革协会、曲艺改进会等组织逐渐建立。

噪1953年9月，第二届文代会召开，周恩来总
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文艺工作任务的
政治报告，此次会议拟定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章程》、《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中国戏剧家
协会暂行章程》、《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等。

噪1960年7月，第三次文代会召开，周恩来总
理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大会认为，在为工农
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下实行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政策，是发展我
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最正确、最宽广、最富于创
造性的道路。

噪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经历过
“文革”后，会上重新提出要解放思想，发扬文艺
民主。邓小平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
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
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噪1988年11月8日至12日，第五次文代会召
开，会议修改了会章，改选了领导机构。

噪1996年12月，第六次文代会召开。江泽民
主席发表讲话，认为此次文代会是对此前《关于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
议》的贯彻和落实。

噪2001年12月，第七次文代会召开。江泽民
发表讲话，希望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牢记人民
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
这个真理，高度重视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工作。
特别对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坚持先进文化前进
方向、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提出了明确
要求和希望。

噪2006年11月，第八次文代会召开，胡锦涛
主席发表讲话，称要高扬先进文化旗帜,繁荣发
展文艺事业。会上提出，要切实增强品牌意识,不
断提高打造文艺精品工程的能力。

噪2011年11月，第九次文代会召开，胡锦涛
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
民放歌的历史责任。

本报记者 魏新丽 整理

本报记者 陈玮 张榕博 实习生 周一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