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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四个版的名家说，吃点清粥小菜如何？我们采访了20多位普通读者，有学生有老师，有
跳广场舞的大爷，也有从农村来到济南的老阿姨，正急切地想融入这座城市。

我们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2015，您想要什么样的文化？”

青年：

“做戏的能不能
做得真一点儿”

1、吕倩岚(24岁，研究生)：我有三个新年愿望，就
以微博的形式直接@相关部门/人吧：

1 .@唐七，《四幕戏》写完了没？几时出版？别四
处晃悠了，快！码！字！

2 .@山东大学图书馆，该买的书都买全了吧，尤
其是好些书只有各学院自藏，其他学院师生都没法
借阅呢，校馆君辛苦补齐馆藏吧。

3 .@电视剧界，雷剧能少拍几部么亲？审丑也会
疲劳好么？赔名声赚吆喝和钱不是可持续发展呐，
这！不！科！学！编剧大人，古装正剧台词为神马这么
现代化这么与时俱进？演员们，乃们都是跟着提词
机念稿的么？演技情感拿出来啦。

2、陈宠 (26岁，上班
族)：2015年，我想于正不
要再出来为祸人间，净
做些哗众取宠的影视作
品，除了抄袭就是博眼
球，与观众无益，小孩子
看了更会受到不好的影
响，幸好这次琼瑶胜诉，
还社会一个正义；我想
中国当代作家能多出一
些深入浅出的书，作家
们不要总是将自己的灵
魂与作品束之高阁，和
我们普通大众划界限，
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应该
分 阳 春 白 雪 和 下 里 巴
人，真正伟大的作家应
该走入民间，像陶渊明、
白居易一样，起到感染
大众、使整个国民素质
得到提高的作用。你问90

后，他们知道的作家可能就是韩寒或者郭敬明，那
些所谓的当代著名作家又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写
的书打算给谁看？最后就是，我希望网络小说能够
在新的一年里有所进步，能够在质量上有所提高，
不仅要追求速度，还要追求质量和创新，开拓出更
宽的领域。

3、黄云(24岁，研究生)：201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许鞍华的《黄金时代》，令我对萧红的悲凉人生心生
怜悯；宁浩的《心花路放》是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一次
远足，在心花路放之中有几分失意者的苦涩；克里
斯多夫·诺兰的《星际穿越》将神秘宇宙变得美轮美
奂，即使世界末日人类也能寻到希望。2014年过去
了，2015年我们要过得比2014年更加美好，尤其是对
电影我充满了期待。我想2015年出现一部能像《甜蜜
蜜》那样让我愿意反复品味的爱情电影，我想2015年
中国也能拍出一部媲美《星际穿越》的科幻大片，我
想2015年姜文能拍出一部比《让子弹飞》还要好的商
业片，我想2015年中国拥有自己的“好莱坞”。

4、刘娇娇(25岁，研究生)：说起文化，我第一个念
头就想到了最近被炒到风口浪尖的赵本山。现在的
他在我眼里，就是个老人。我不愿意去了解他是否
在东北占山为王、挥金如土、享尽奢华，看到那篇

“买完飞机，赵本山后悔了”后，我就知道这个老人
开始反思了。也许像好多人说的那样，他是低俗的 ,

他的背景是复杂的，但我的确是看着他的小品长大
的。小时候还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姑爷第一次去老
丈人家拜年，因为说了一句“赵本山的小品太低俗”
而被老丈人赶出家门。赵本山凭借一个“俗”字，火
了这么多年，他一直是俗的，但为什么从今年开始，
所有人都开始倒戈相向了呢？以前，赵本山是“大树
好乘凉”，现在是“树倒猢狲散”。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针对赵本山一个人，而是应该反
思一下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5、王悦(25岁，公务员)：2014极度片荒，烂片层出
不穷，青春电影一律打胎，奇才导演新片差评一片，
电视剧名导首次大银幕作品在舞蹈中爆发荷尔蒙，国
产鬼片“81号”三流惊悚大尺度，超长版综艺节目当电
影上映圈钱，新版小龙女酷似小笼包子，收视高涨的
武媚娘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你懂得！文学性急剧
下降，哗众取宠作品大面积出现，想好好看电视电
影只能淘经典老片。2015年，给我们点“新经典”。

6、刘师哲(25岁，教师)：作为一名诗歌爱好者，我
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再无
一位新兴诗人出现，而中国的诗歌地位也只是北岛、
西川等前辈们苦苦支撑着。并非诗人已死，诗歌已
亡，而是因为缺乏了一份适合诗歌生长的沃土。余以
为，每一个文人之初，皆有一份诗歌的爱好或者信
念。而如今，这种“最初”已经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中
淡化了，无人言诗，无人论诗，因为没有人可以寻到
一个权威的诗歌标准，所以诸如梨花体之类的东西
开始趁机走红。但需知道，诗歌不需要话题，诗歌不
是走秀，诗歌是诗人眼中的世界和心灵的寄居。诚望
新的一年中，诗歌可以觅得自己的希望，因为它已经
脆弱，再经不起破伤。

7、李丹青(研究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现在
众多文学奖混乱厮杀，作家跨界拼票房，各大卫视更
是为了收视率上演娃娃大戏和明星真人翻脸……本
应理性沉静的文化圈，日渐充斥着铜臭味；本应铁肩
担道义的一些人，为了名望变得利欲熏心忘乎所以。
有一些东西，或许能短暂地娱乐和麻痹，以逃避现
实，但时过境迁之后才会发现，还是回归理性，才能
涤荡心灵、发人深省。

8、李晓阳(学生)：展望2015新生活，盼望咱谁都
别上火：唱响祖国的赞歌，八卦丑闻少点吧；经济再
上一层楼，惠民政策要更多；文化生活多繁荣，尊重
历史多揣摩；文风朴实要接地气儿，省得不懂还啰
嗦；国家主权不能让，钓鱼岛永远属于咱中国！

9、商林远(学生)：又一年了，导演和编剧们都走
点心吧，说好听了也是文艺工作者，服务大众的态度
还是要有的，别忽视了作品对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潜
移默化的影响。广电总局也给点力，唯唯诺诺地让社
会影响文化，文化却失去影响社会的作用，这才是

“文艺工作者”们的悲哀。期待他们能找到突破口，大
胆闯出一片新天地，羊年不要再让我看喜羊羊了好
吗？

中年：

“两三年前
我就说赵本山变了”

10、张丽丹(学生)：2014，太多不该出现的错别字
就这么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政策也有错别字，当网友
爆出“小蔡不哭，政治家也有玩不好的‘文字游戏’”，
法律政策因此不再威严；新闻报道中也有错别字，

“香消玉殒”也被损；大学生400字简历出现24个错别
字直接被Pass……这些事实就这么直直地刺入我们
的眼球，汉字危机已岌岌可危。希望2015年增长的不
仅是时间，跪求把我们的汉字中规中矩地表达出来。
传统汉字不是束缚我们发展的顽固派，希望能给我
们书面环境一片更为舒适的天空。2014我们的眼球
已被扎到，2015我们的汉字需要重新被认证！

11、张馨(学生)：2015年，我希望王菲与谢霆锋不
要再上头条，明星与明星之间的故事不要弄得沸沸
扬扬，你们过什么样的日子与我们无关。2015年，我
希望电视剧能尊重历史，不要像《武媚娘传奇》那样
大手笔的投资演员、服装，反而使观众雾里看花，忘
了历史的原貌。演员、导演也好，编剧也罢，你们放过
我们吧！虽说你们是做“戏”的，但能不能把这些“戏”
做得真实一点。

1、李国兵(36岁，济南槐荫区城管)：对于现在的文
化圈，我意见颇深。很多作品的制造者就纯粹是商人，
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就像《小时代》，这部电影除了钱
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小时代》出来之后韩寒就坐不
住了，出了个《后会无期》，还标榜“你连世界都没观过，
哪来的世界观”？导致好多青少年花着父母的钱到处挥
霍、到处旅游，其实我想说“你连人都没生过，哪来的人
生”？

我最有感触的是《乡村爱情故事》，第一部出来的
时候还挺有看头，两个农村青年回村创业，但是后来变
成什么了呢？赵本山演的那个董事长，完全就是鼻孔朝
上啊，我两三年前就说过“赵本山变了”。

我的专业，也是我的主要文化生活。新的一年希望多
一点更好、更经典的电影，现在的电影看起来都勉勉
强强。

4、刘静(上班族)：最近一两年电视荧屏被抗日神
剧霸占，听说2015年还有多部抗战剧即将上映，单不
说其中的雷人之处，一部接一部的抗战片，实在是审
美疲劳。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早已深入中国人的骨
髓，即使没有这些抗战剧在提醒，也不会忘记。

2015年，我想看到推理片，能动脑子思索。每天
被这些没有营养的电视剧或电影充斥，观众们的脑
袋就要锈住了，着实拉低了智商。而放松的时候看综
艺节目，也全是复制外国的创意，没有丝毫新鲜感。
另外，与其抱怨无法同步看到国外的各种节目，为什
么不自己拍摄呢？中国人需要更多有营养的电视剧
和节目，多一些内涵，多一些推理，多一些教导和知
识。如果本土能推出更多大片，我想崇洋媚外的国人
也许会少一些。

5、朴德范(52岁，朝鲜族)：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
化风气反而不如以前好了，现在在火车上或者地铁
上，大家空闲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在看手机，很少有
人看书。科技发达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读书文化带
来了冲击。我家的小孩也是，现在上中学，看书的时
间也非常少，一有空就去上网玩游戏，看的书都是网
络小说，这些书，我看到书名就觉得没有营养，不愿
意看。也可能是我老了，对这些事物存在偏见，但是
我真的很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看的那些
书，现在想起来都回味无穷，是永远的经典，可是现
在的书呢，大部分都是流行的，看过之后就随手扔
了，留不下任何印象。我不知道自己这算不算怀旧情
结，但还是希望新的一年，我们的文化风气能有所改
善，大家能静下心来多读几本经典，市场上能多一些
有利于下一代教育和历史传承的书。

6、李晓莹(54岁)：我的文化生活，电视剧占据着
很重要的部分。我喜欢看那些接地气的，或者是有悬
疑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我就特别喜欢《潜伏》。还有
一些喜剧，寓教于乐，不仅能得到快乐，还能从中受
到生活的启示。但是那些太高大上的、不接地气的电
视剧我就不喜欢，就比如说《妻子的秘密》，青年才
俊、美丽小姐，大权在握，你说这可能吗？根本就不现
实。还有就是那些被翻拍了好多次的古装剧，像小龙
女、武则天这些，既然以前已经拍过了那么多版，已
经有被大家认同的经典，又何必费时费力一遍遍地
再去拍呢？浪费那么多钱不说，关键是这些古装剧加
入的现代装饰太多，看着很扎眼，怎么看怎么不像，
不逼真。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综艺节目应该注意
一下，作为综艺节目，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在看，他们
有的时候语言太过粗鄙、一些行为也不恰当，容易给
青少年带来不好的影响。总之呢，希望在新的一年，
文化圈能多出一些通俗但不低俗的作品。

其实我说这些人都是“文化投机客”，是相对来
说比较庸俗的，但是那些专业文化团体又怎么样呢？
他们只顾着“端架子”，拿腔拿调的，弄出来的作品，
老百姓根本就不喜欢看，但是人家就觉得自己专业、
高雅，管你老百姓看不看、懂不懂呢，你看不懂说明
你没文化。

我们老百姓作为观众是很无奈的，新的一年，我
们想看的，是既能反映老百姓真实内心期盼需求，又
能给老百姓美好未来生活愿景的文艺作品。不耍花
架子，不无病呻吟，真实的影视作品，比如《马向阳下
乡记》。

2、李友震(律师)：我觉得
文化主要就是要接地气，别
弄那些虚的东西，要反映老
百姓的真实生活，同时又能
给我们留下些值得思考的东
西。文化只有贴近老百姓的
生活了，才能对大家的生活
有所补充，我们要吃饭，也需
要这样的精神食粮。我最近
听到一些关于赵本山的传
闻，说他脱离了主流文化，如
果打着文化的名义，干一些
不正当的事这也不对。我作
为一名律师，觉得法律也是

一种文化，我想在未来的几年，能够让法律文化化，
使法律更加普及。

3、徐进(上班族)：文化方面，我觉得微信这个新
媒体挺好，它丰富了我的文化生活，平时看新闻只是
有针对性地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时事，但是微信就
不一样，它的内容很丰富，通过它，我能够获得一些
原来不知道的文化知识，也能够拉近我和朋友们的
距离。我平时主要看一些心理、教育方面的书，这是

1、董正端(78岁)：退休后，我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
年轻的时候需要听从各种支配，老了我就喜欢过自己
喜欢的生活，闲云野鹤的日子挺好。我生活中与文化有
关的，比如看看综艺节目，山东娱乐、中央电视台这些，
但是我不喜欢看电视剧，那里面的喜怒哀乐容易对我
的情绪产生影响，我觉得这样对身体不好。就像现在这
样，我随身带着录音机，听听自己喜欢的老歌、戏曲、相
声，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享
受，所以我希望新的一年还能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就满
足了。

2、张福安(66岁)：对我来说，跳广场舞就是我最主
要的文化生活。跳广场舞不仅能锻炼身体，而且还能给
他人带来乐趣，也使我们退休后的生活更有意义。我是
一名退休工人，我已经坚持跳了四五年，我还想多参加
一些社会活动，尤其是那些和文化有关的公益活动。

5、王瑞香(68岁,退休职工)：我们普通老百姓生
活中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像和高雅的文化不大
沾边，但是我们现在过得确实挺幸福，比过去的地主
都幸福。我们家离植物园、博物馆都很近，晚上吃完
饭我们好多老年人都去那跳舞，都可高兴了。我家老
头爱看“海峡两岸”、“今日关注”这些新闻，我就爱看
那些文艺节目，像“黄金100秒”，我虽然老了，反而爱
看那些年轻人，看着他们为梦想奋斗，还真挺感动的
呢。

电视剧我就喜欢看和我们老百姓生活贴近的，
像《老农民》、《勇敢的心》就挺好，莫言的《红高粱》就
感觉有点太仓促了。那些抗战剧我们也很爱看。我觉
得我们现在的文化就挺好了，有待提高的就是道德
文化建设，像老人倒了扶不扶这些问题，真是需要好
好宣传一下社会正能量，新的一年，道德文化能够更
好，这就是我最想看到的。

6、吕厚臣(59岁，保安)：山东是孔子的故乡，我作
为一个山东人，很自豪。我觉得我现在的文化生活就
很丰富，我平时会看一些有关孔子、孟子的书，孔子
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
活了72岁，他门下有72个贤人。孟母劝子的故事、弟
子规，这些我都知道。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山东人，
就应该知道这些文化知识。

我还喜欢看电视，现在播出的那个《花红花火》
我就很喜欢看，里面演的抗战英雄太好了，有时我还
会陪我的小孙子看“光头强”，那个也有意思。我现在
的文化生活就挺好，但是2015年我想多学习一些太
极拳、广场舞啊，现在周围有人组织这些活动，但就
是没人教，看着别人参加这些活动很眼馋，新的一年
也想要参加。

7、沈培臣(58岁)：我并不盼望出现多少新鲜的事
物，文化也是这样，如果一切能保持原样，平平淡淡
的就好。我现在的文化生活基本就是每天看看新闻，
关心一下国家大事。写写字，陶冶一下情操，同时也
沉淀一下自己的心情。喜欢看一些历史方面的书，比
如拿破仑的故事。我觉得如今国家的文化氛围就挺
好，就这样健康顺利地发展下去，是我最大的心愿。

本报实习生 刘娇娇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采访整理

3、刘淑英(76岁)：对于文化，我觉得咱济南的文
化就搞得特别好，市民的文化层次高是一方面，政府
组织的这些民俗活动、文化活动都很好。我的文化生
活就很丰富，练练太极拳、太极剑，现在生活条件好
了，健康、快乐是第一位。

我喜欢看文艺节目，喜欢那些农村里凭真本事
获奖的人，他们能走出农村不容易，像大衣哥、草帽
姐这些人，多亏了星光大道这样的百姓舞台。我虽然
不是很喜欢赵本山的小品，但是我觉得他是个人物，
他的那些徒弟，用我们济南话来说就是“尿憋子永远
上不了跳山几”，但是赵本山作为师傅，让他们都上
了电视，这是很大的本事。2015年我希望星光大道这
样的平台能再多一些，让农村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
都发挥出来。希望能多拍一些真实的历史剧，以前好
多电视剧都没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还有那些表扬好
人好事、尊老爱幼的故事，要多播一些，这样能树立
好的社会风气。

4、张桂兰(68岁)：我家是农村的，去年没了老伴，
今年才来济南。我虽然不识字，不懂文化，觉得文化
离我很远，但是我觉得文化太重要了。我连自己名字
到底怎么写都不知道，走在马路上就是一个睁眼瞎。
在村里还可以和熟人拉呱，现在的年轻人谁还愿意
和我这个老太婆聊天呢？眼睛也不好使，看电视看不
清，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就是睡觉，要不就找点家务拖
时间。所以我想，2015年我也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和
这些城市的老太太们多接触一下，让自己也活泛起
来。真希望自己能多认识几个字，不寂寞。

老年：

“让农村里的
本事人走出来”

王悦
陈宠

▲李丹青

黄云

▲刘师哲

▲吕倩岚

▲吕厚臣

刘静

▲沈培臣

刘淑英

▲张桂兰

▲张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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