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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山西煤商合作拍的电影

至今没上映

熟悉黄宏的一位曲艺界人士告诉记者，指责
黄宏没有下工夫认真对待今天的院线市场，其实
有些偏颇。因为一向敬业的黄宏为了市场，已开了
许多次“小差”，甚至告别了老本行。

2013年初，黄宏与兄弟单位共同推出被称作
电影春晚、明星班底堪比《建国大业》的贺岁片《越
来越好之村晚》。为了电影《越来越好》的档期，黄
宏缺席了蛇年春晚小品《越来越好》，这成了他连
续参加23届央视春晚后，第一次开了“小差”。

但几十年积攒的舞台表演经验并没有被黄宏
如愿复制到银幕上，这部电影被观众吐槽为“不说
人话的农村电影”。

这部堪称大制作的影片，首周全国票房成绩
仅有800多万，仅仅是同档期周星驰《西游·降魔
篇》票房8540万的十分之一。在当年贺岁档云集了

《一九四二》、《一代宗师》、《十二生肖》、《人再囧途
之泰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影片中，《越
来越好》甚至在电影市场统计中消失。

2014年，黄宏又婉拒了哈文的邀请，还是没有
出现在春晚舞台上。为黄宏创作小品的“御用”编
剧张振彬也闲了下来，忙着为其他表演艺术家创
作作品。

“他一直很纠结，如果他是一个演员，他当然
还是特别想上春晚，但是作为一个厂长，他应该把
重点放在如何提高厂里的工作、创作上，厂里方方
面面的事情上。”郁钧剑曾这样评价。

但黄宏的一位朋友透露，因为连连出不了好
作品，黄宏干厂长干得很焦虑，心思早已不在小品
上了。

“艺术是张扬自我，而领导需要牺牲个性，包
容共性。”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孙立生说。

2013年3月14日，全国两会期间，由山西省委
宣传部出面，晋煤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全

国人大代表刘建中，与全国政协委员黄宏在两会
外坐到了一起，商讨晋商电影《风雨日昇昌》的合
作事宜。

对于商业片、宣传片的“鸡蛋”，黄宏没有拒
绝，甚至非常高兴。他当场表示，一定会组织精兵
强将，把这部作品拍成一部精品，为山西的文化产
业发展尽心尽力。参与单位之一的北京司麦奥公
司知情人士尹先生告诉记者，这一影片前期投资
约在5000万元以上。但黄宏争取来的并不是整部
影片的拍摄，而仅仅是使用八一厂的编剧。

在黄宏卸任前，反腐风暴先刮向了山西，刘建
中被罢免了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同时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这部电影也至今没有
公映。

据统计，黄宏来到八一厂后，陆续出品过十一
部电影，但大多数电影都没有他以前演的小品出
名。

有一次，黄宏曾激动地说，他一直喜欢八一
厂，喜欢这个品牌，这个团队。后来，他最害怕听到
的一句话是，“我是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

“好像戴上了面具，

干得很累”

多年前，与黄宏一同合作小品的黄晓娟也曾
在巅峰时期淡出，参加成人高考，求学于辽宁省文
化艺术大学，为日后从政铺平了道路。对此，黄晓
娟没有后悔。

但从两会会场匆匆赶回八一厂接受卸任通知
的黄宏，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在有关黄宏去向的各种传言疯传期间，歌手
韩红也被传出申请辞去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
一职的消息，但随后被证实“不属实”。

专栏作家阎兆伟发现，曾经与黄宏大约同时
期从政的军队演员们，如今已有多人受军中“文艺
新风”和“打虎”的牵连。但“这些传闻，现在已经真
假难辨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军事法学专家丛玉胜说，
如果是军人违纪，便交由军纪委处理，如果涉嫌违
法，则国家法律同样适用于军人。

“不过，军纪委调查的一些案件，经过核实，不
构成犯罪的，便不向检察机关移交，只进行军纪处
分，或撤职，或降级。”丛玉胜说。

对于好友刘斌被查的传闻，黄宏曾向一位友
人提及，“听口气，黄宏的情绪很低落，只说了一
句：‘刘斌不干了’。”这位友人说。

如今，传闻轮到了黄宏，许多与他熟识的朋友
只能是猜测和担心。

孙立生对此十分惋惜，他说，黄宏在台下是一
个很矜持的人，在台上却能放开自己。但如今感觉
他像是戴上了“面具”，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干得很累。

而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认为，文化圈内
有些艺术家当了干部，忘了业务，离开群众越来越
远。“你作为一个业务干部，干不过那些搞理论、搞政
治的干部。习总书记说，要我们‘回归自然，要接地
气’，就是要我们记住，别忘了本职！”刘兰芳说。

其实，早在1946年，科学家华罗庚就曾说过相
似的话：“在中国，科学与政治无法分开，但中国科
学家一定要努力将科学与政治分开，否则难有成
就。”

对于这些，黄宏在卸任前似乎已有所悟。
在赵本山声称“我就是一个演员”后不久，3月

5日，黄宏最后一次公开受访时曾坦言，他当兵43

年，现在还在唱，还在写，还在演。他双眼含泪时并
非当上厂长的瞬间，而是1998年站在决口堤坝的
前线。

黄宏承认，宣扬主旋律也有不好的作品，征服
不了人的。“从艺术上谈，不能用生硬的概念化的
东西代替主旋律，而是要‘润物细无声’。”

或许只有那时，钉鞋的大爷、擦皮鞋的保姆、
拿着奥运门票的老农、背着“海南岛”和“少林寺”
的孩他爹等角色，才能胜过“打鸣下蛋”的院线大
片。

现在圈内人要“紧跟”要“听话”

赵本山在经历了前一阵的传闻风波后，一下子
瘦了30斤，他现在自称“我就是一个演员”，他还教导
弟子，不要去想名利那些事。最近，赵本山一直呆在
沈阳的家中，哪儿也没去，啥也没干。

“他很累，在休息。”本山传媒副总刘辉表示，今
年他可能不会接什么戏，也不会投拍新的影视剧。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这几个月正忙于
《姜昆“说”相声》的全国巡演。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之
后，姜昆又尝试着回归本行，做一名“马季”、“侯宝
林”式的传统相声演员，他还与张振彬等国内知名
编剧合作，希望在几个月内创作出好作品来。

在多位知名演员传闻被查后，其他圈内人士都
低调了许多，特别是几名有职位与身份的书法家和
画家，也不再频频出现在活动现场和媒体上了。在
最近北京一家媒体举办的书画展览会上，当代名家
的字画不再被市场趋之若鹜地追捧，甚至有传闻
称，还有书画家谢绝参加展览。

一位参展人士透露，以往有些人买艺术品不是
看艺术品本身价值，而是看艺术品的作者是谁，“所
以现在大家都很谨慎，如果作者一被查，他的字画
就不值钱了。”

而在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界领导异口同声的
口头语换成了两个：一个叫“紧跟”，一个叫“听话”。

“要一些有官气的艺术家马上‘回归’到本行上
来，或许还需要一个过程。但很多人还没来得及转
回来，反腐就跟上来了，他们只能揣摩上层的动静，
战战兢兢等待，或是急忙拿出成绩，表现自己。”这
位圈内人士说。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则继续在家里“彩
排”自己的新书《玉堂春秋园》与《姚母大传》。

她略带怒气地说，文艺圈里的腐败，她不想说，
都是负能量。

反腐题材作家梁晓声安心在家养病。今年全国
两会之后，梁晓声便感冒了。他不上网，不玩微信，
对文艺界里的“风声”自称不了解。这期间，他只参
加了一场会议，就是关于反腐。“会上，我耳闻过，贪
腐和文艺界确有一些关系和牵连。”梁晓声说。

梁晓声说，他个人不会猜测谁是“大老虎”，更
不知道朋友们私下做了什么事。但他比较相信中纪
委，相信文艺界现在有问题。

一些当代书画家作品比齐白石的还贵

一位曲艺界人士在行内行走江湖多年，他感
觉，在“著名书法家和音乐家等文艺圈人员被划入
调查对象”后，很多人睡不好了。

“很多人可能没有直接去腐败，但都在灰色地
带‘膨胀’过。”这位人士表示。

这几年，书画界“膨胀”过的一些当代书画家的
作品价格，甚至高于齐白石、张大千的作品。

一位相声演员曾调侃一位书画家，“你现在的
画，卖到70万一平尺，你觉得很贵么？那说明你现在
还不是个艺术家呢，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艺术是
无价的。”

“这些书画，普通百姓是买不起的，甚至欣赏不
到，持有者们大都是掌握权力与资本的人，他们同
时也是最有声音、最有发言权的，他们不会让书画
的价格掉下来。”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艺术市场飙高的售价，书法家欧阳中石先
生曾经有过些许不淡定，因为他不是专职的书法
家，而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的字，根本不值那么多钱，我受不了。”欧阳
中石曾私下对一位熟识的记者说。

但很快有人圆场说了相似的话：“先生，您的画
值那么多钱，因为文化是无价的”。

（上接A08版）

反腐下的文化界众生态：

“膨胀”过的
这些天都睡不好了
上万家演出公司倒闭或停业

文艺界也曾“膨胀”过，在深受观众喜爱的笑
星黄宏、黄晓娟、姜昆等多位艺术家从政后，人们
便很少看到他们的新作了。正军级歌手阎维文没
有从政，而是当上了北京某演艺公司的艺术总
监，还有一些部队文艺工作者，在网上有经纪公
司与出场费。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位刚刚取得行政头衔
的曲艺界演员在北京某知名饭店开了一家艺术
工作室，工作室内挂着多幅名家字画，还有许多
机关按钮，打开按钮，隔墙或屏风一转，才能看到
他与高层亲属合影的照片。

“挂这种东西与自己本行的艺术有关系么？”
这位业内人士表示，一个艺术家，可以把自己全
部的内心向观众敞开。但如果艺术家没有真材实
料，那就只能依靠炒作，或是攀附权力。

据报道，去年12月张曙光情妇罗菲受贿198万

余元被判5年，而罗菲正是铁路文工团的一名女
歌唱演员。富豪张新明为巴结原太原市委书记申
维辰，曾斥资500万赞助与申关系暧昧的女歌手演
唱会。

相传多年前，侯耀文曾带领中国铁路文工团
去某市走穴，刚开始市场化运作，商谈的是如果
郭德纲参加，文工团演出市场价格为25万。但后
来通过权力渠道，郭德纲没来，文工团的演出价
格反而多了10万元。

而在文艺界反腐风暴悄然启动后，许多非市
场化演出需求骤然减少。据统计，国内数十万家
演出公司，已有上万家因此倒闭或者停业。

“现在他们的心态有一点像房地产商，不知
方向往哪里走，他们也不知道，中纪委或者王岐
山会从哪里杀出来，抓住他们小尾巴。”一位圈内
人士说。

而孙立生认为，不管反腐还是文艺新风，“习
近平总书记其实就是强调文艺工作者们做到两
个字：回归。”

以往有些人买艺术品不是看本身价值，而是看艺术品的作者是谁。（资料片）

最近，一则“中纪委扩大调查范围，将著名书法家和音乐家等文化圈人员也划入了调查
对象”的消息盛传于民间与圈内。一时间，谁会“中枪”的猜测，让曾经喧嚣的文化圈一下安
静下来，仿佛所有人都在等待“利剑”落下，心里的“石头”方能落地。

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孙立生说，如果不让一些人战战兢兢，他们就不会节制，就不会知
道，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自己是谁。

本报记者 张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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