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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谈艺术与人生：

丢丢掉掉传传统统文文化化，，
会会迷迷失失更更谈谈不不上上自自信信

文/片 本报记者 倪自放

高雅的文化
一直未曾远离

齐鲁晚报：您近期参加
了央视的《朗读者》受到大家
关注，您如何看待《朗读者》
等弘扬传统文化的综艺节目
在荧屏的火爆？

濮存昕：《朗读者》这个
节目是雅俗共赏的，它不是
做一期两期，而是要长期做
下去，我也不是只去这一
期，我们有规划，我还要参
加第二次、第三次。节目通
过思想、通过文学、通过人
的命运触动了观众的内心
世界。思想是高贵并且是有
价值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文
艺必须是娱乐的，我们这些
人也被归到娱乐界，我就是
娱乐界的，我没有去说我不
是娱乐界的 ,我很高雅，但
是我们在做更偏重文学方
面的文艺，我们必须有经典
作品，这些作品是和心灵接
通的。

至于这一类节目受到大
家的欢迎，我认为这是自然生
发的，是自己发芽的。我想强
调的是，高雅的文学、文化，一
直未曾远离我们，它就在某个
地儿等待着我们，好的有内涵
的东西，总会打动你的心弦。
我们的知识分子不是宗教的
信徒，但我们不是没有信仰，
对真善美的传播，是我们这些
文学青年、文学中年、文学老
年的共同爱好。

齐鲁晚报：我知道您的
“濮哥读美文”非常受关注，
您热爱朗读，也爱分享朗
读。您觉得朗读能给人带来
什么？

濮存昕：为什么要朗读？
因为内容美。朗读的过程就

是传播的过程，把美传播出
去。朗读也是学习的过程。中
国的文字和语言是中华文化
的基因，文化能传承下去，是
因为有文字和语言。不光要
会写，也要会说，用语言把中
国文化更好地展现出来，传
播得更广泛。

我小学六年级以后，就
没有上过一天学，平时能看
的书不多。如果有一本书，大
家都抢着看。阅读习惯应该
是从小就养成的。12岁小学
毕业，就应该阅读一些长篇
作品了。经常阅读的孩子，就
显得非常棒。平时我们教育
孩子的时候，想让孩子成为
会“说话”的人。其实学会“说
话”不光是孩子的事，更是所
有人的事。怎么做到这一点？
从阅读开始。阅读不只是看，
更要读出声音来。我上学时，
老师先让我们大声朗读，其
后把课本丢下，做到讲课文
而不是读课文。把文字的东
西变为自己理解的东西，穿
插自己的感情，这就是学“说
话”的过程。

舞台艺术
是最贵的文化消费

齐鲁晚报：不止一位优
秀的演员在接受采访时谈
到，重回话剧舞台演出，对于
他们而言就是“回炉”，您如
何定位自己？话剧演员？明
星？还是艺术家？

濮存昕：舞台艺术是最
贵的文化消费，与影视演出
不同，舞台演出，演员和观众
是同步的，演员在舞台上演
出是期待观众认可的，离开
了观众，你什么也不是。所以
话剧演出对于演员而言，是
鸟倦飞而知还，可以说是回
炉接受再教育。

演员是我永远的身份，

明星是别人对你通俗的认
可，艺术家定位更高些，艺术
家是不仅要自己好，还要对
观众有好的影响，引发别人
好的效仿。

齐鲁晚报：近期媒体曝
光了部分年轻偶像的种种劣
迹，包括演戏用替身、不背台
词、迟到早退现象严重、拿天
价片酬等。您对时下这些年
轻演员的大红怎么看待？

濮存昕：这个现象，是
行业内可以解决的问题，我
感觉没有必要成为公众话
题，年轻的演员身上有一些
不好的东西，他们需要引
导，我们的制作方、投资方，
不要放纵此类现象。我自己
本身没有助理，没有经纪公
司。我年轻时也是从浅显、
从青涩开始，我那时候演戏
多傻呀，慢慢学习。以前人
们叫我奶油小生，我不喜
欢，我就练块儿，但别人依
然叫你奶油小生，要想改变
别人对你的叫法，只有加强
自己的演技，慢慢地别人就
不这么叫了。

文化是眼对眼
话对话的传承

齐鲁晚报：您能从演员
的角度谈谈文化自信吗？

濮存昕：文化的自信，
首先得提下文化素质，这方
面，我们有滞后的忧虑，对
许多文化常识的普及教育
不够。

另外，对自己生活的自
信就属于文化自信。每个国
家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
惯和传统。不管做什么，不管
处于什么岗位，都能很快乐
地生活，这就是自信。而这种
自信就来源于所处大环境的
认同。比如我作为演员，只有
把自己做好了，才能吸引更

多的观众买票走进剧场。我
能被大家认可，这就是我的
自信。同时，我们自己要追求
文化自信。我们来自何方？我
们属于什么？这就又说到文
化基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我们家族代代相传的文
化，我们得信这个，一旦丢
了，就会迷失方向，更谈不上
自信。

齐鲁晚报：您的性格养
成是不是跟家族文化有关
呢？

濮存昕：所谓的家族文
化，我感觉包含两个方面：一
是留下一些家谱之类有文字
记述的东西。我的祖籍是江
苏溧水，但我父亲出生在济
南，我家也有家谱，里面名字
的排序是十六个字：“世守贤
良、思存方正、敬承德荫、克
振家声。”每个字都是有深刻
含义的。我家祖上还留有一
枚闲章，去年我父亲去世，现
在传到我这里，叫“清白吏子
孙”。不用给子孙留财富、留
官位，只留下清白的名声，这
是给后代留下的最好财富。
清清白白做人，这是祖上对
待名和利的态度。这五个字
也是我家的祖训，对我们家
族有很大的影响。

家族文化的另一方面是
在家庭生活中，无形中透露
出来的眼对眼、话对话的传
承。如果父母整天在搓麻，那
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如果父
母热爱读书，对孩子又有什
么影响？我还在黑龙江当知
青时给我父亲写信，我父亲
给我回信时，会把我写的错
别字用红笔圈出来，这也是
一种家族文化的传承。做出
好样子就是无形的教育，就
像阳光、空气，你平时不会注
意到它的存在，但它却养育
着你、滋润着你，这比刀劈斧
砍更有力量。

知识有价，对文化人来说无
疑是好消息。最近，一些网络平台
先后开设有偿问答和付费内容收
听的栏目，听上去都是为知识找
一个好平台，让知识的拥有者能
够获利更多。但不比不知道，一比
吓一跳。

网络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太
多便捷，它让知识的得到变得如
此触手可及，北岛、白先勇这些需
仰望的文化名人将他们几十年的
研究课程与大家分享，一节课也
不过才一两块钱。当你仔细听过
50首中外经典现代诗的解读后，
一定会开启一扇新的大门，在并
无诗意的现实生活中寻到一丝诗
意的慰藉。“豆瓣时间”邀来诗人、
译者为网友讲解50首中外经典现
代诗，还请来白先勇细说《红楼
梦》。这些课程令人感慨，生活中
的诗和远方，有时就在我们的手
机端。

便捷的网络通道降低了获取
知识的门槛，这一点对本身就占
据丰富文化资源的大城市的网友
来说，也许并不算特别大的利好
消息，但对远离核心文化区域、文
化水平不高的人群来说就显得尤
为可贵。然而，这样能够提供高质
量文化产品的渠道却显得太少
了，更多的网络平台以传播文化
的名义，行毁文化之实，向网络受
众倾销低俗文化。

同样是付费内容，同样是打
着名人的招牌，某知名社交平台
推出的付费问答则显得有些“辣
眼睛”，汇集了很多低俗提问。围
观者只能看到提问，要想看到回
答就得付费，“辣眼睛”的提问吸
引了不少人去付费围观。其实，名
人们的回答并不离谱，但该平台
以低俗问题吸引关注的目的昭然
若揭，让那些正常问答的含金量
也打了折扣。就像是当年的地摊
文学，总是用惊悚、血腥、色情的
封面来吸引读者。

网络世界，流量至上，以低俗
为噱头吸引流量是许多网络平台
的做法。不仅有“辣眼睛”的问答，
还有“辣眼睛”的网络文学、网剧。
为了流量，他们可以不断降低底
线，打着“擦边球”，迎合一些网络
受众对廉价刺激的追求。

作为一种现代科技手段，网
络出现的本质是为了带给人们更
好的生活，有责任引导人们享受
更高质量的文化生活，而不是比

“地摊文学”时代更加海量、更加
集中地去倾销文化垃圾。

北岛说过，伟大的诗歌如同
精神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
隆隆回声透过岁月迷雾够到我
们。在纷繁芜杂的今天，无论网络
还是现实都充斥着太多的迷雾，
我们更需要那些真正精华的知识
去指引方向，至于那些“辣眼睛”
的知识，就不要拿出来标价出售
了。 (牛春梅)

3月18日晚，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濮存昕做客山东工艺美院“青春大学堂”，与大
学生们纵谈艺术和人生，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濮存昕说，中国最终要传承发扬的是自己的
文化，不能到我们这一代断了。

““辣辣眼眼睛睛””的的内内容容

就就别别标标价价了了

葛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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