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中国画：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山水画教学研
讨会暨教师、学生作品展览”日前在中央美术学
院开幕。

据介绍，为了总结新时期山水画教学的经验，
深入探讨山水画教学目前面临的新形势，中央美
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邀请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

研究院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十所院校
的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此
次全国山水画教学研讨会暨师生作品展。

此次作品展邀请的 !"位专家和专业教师包括
陈平、崔晓东等。教师展将持续到 !月 #$日，学
生展到 !月 %&日。 （赵晓霞）

北京将通过多种措施促进市民文化消

费水平。北京市文资办透露，年内有

望向市民发放“文化消费激励卡”，

持卡市民可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到折扣优惠。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日前发布了关于“居
民文化消费与需求状况”的问卷调查结果。该
调查显示，当前文化消费在我国居民心目中占
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并呈现出一系列新趋
势、新动向；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还
存在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居民文化消费能力总
体偏低等问题。

以北京为例，人均 '() 已经达到 %!***

多元，但文化消费水平人均才 &**多元，还有
很大的潜力。针对这个现状，北京市正在寻求
各种措施促进文化消费。近日，北京市国有文
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简称：北京市文资
办）就邀请了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文化创意
企业代表等就北京市文化消费现状进行研讨。

据文资办主任周茂非介绍，近几年由于房
地产、汽车消费受到政策限制，消费水平维持
现状甚至有所降低。过去北京宾馆和饭店消费
占的比重很大，中央八项政策出来之后，仅春
节期间北京大的饭店、宾馆和酒店平均营业额
下降 +*,以上，有的还达到了 -*,和 &*,。

而另一方面，近几年北京文化消费的增长
速度在逐年增加，据文资办的调研显示，.*%#

年北京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0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
企业中书报杂志类实现零售额 %#+1$亿元，增
长 #-,；体育娱乐用品类实现零售额 0$1# 亿
元，增长 %&1$,。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金元浦看来，“北京文化消费市场正在迎来一个拐点，一个新的爆发期即
将开始。”

金元浦和同事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发现，“0*后”和“$*后”已经成
为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关注文化感受，
关注生命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文化消费已经逐步开始增长
了，而且“0*后”和“$*后”开始带动“-* 后”、“2* 后”、“+* 后”，
使得更大一批人的消费开始从传统消费向更高层面的消费提升。”

为了调动市民消费的积极性，北京市文资办正在调研，准备年内向市
民发放“文化消费激励卡”。文资办党委书记张慧光介绍，激励卡类似商
场的会员卡，用于文化领域消费，包括购书、看电影、观赏演出等消费的
优惠打折。如果居民人均文化消费达到 %***元以上，还将通过抽奖方式
对他们进行奖励。北京市文资办希望用这样一种激励措施，鼓励消费者有
效消费。

此外，北京市今年还将举办文化消费节，搭建供需平台，通过消费节
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有什么样的文化艺术品，文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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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棉花胡同最近人头攒
头。又是一年艺考季。中央戏剧学
院门口，人进人出，没有了往常的
安静。

文化产业兴起 幕后专业升温

来自东北的高三学生小蒋，
今年报考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影
视制片专业，该专业今年计划招
生 +* 人，但报名人数多达 .0**

余人。
影视制片专业主要学习的是针

对影视剧的策划、生产和销售的全
部过程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属于幕
后专业。.*%.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
达到 %&*1&! 亿元，随着中国电影
产业的持续繁荣，电影产业链上的
院线管理、影视制片、数字电影技
术等专业技术岗位人才的需求也高
速增长。
“虽然竞争很激烈，不过我觉

得电影的幕后专业日后大有作为！”
小蒋不无担忧，但仍然冲劲十足。
据她了解的信息，今年除了以往较
热门的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许
多幕后专业都竞争激烈。

如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报
名人数就下降了，而从事幕后行
业的导演、文学、摄影等专业报
名人数大幅上升。在报名的 %1-

万余名考生中，除了 +2-$ 名报考
表演学院的考生外，另外约 %1%

万名考生选择了报考电影幕后专
业，占此次报考总人数的 &%!。
导演系报考人数达到 %0.* 人，比
去年增长了 2%!。

在各招考专业中，摄影系成
为今年报名人数涨幅最大的专业。
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摄影越来越成为一种业余
爱好和时尚潮流融入人们的文化生
活中来。另一个原因是，摄影系毕
业生的就业状况普遍非常好，并且
能够在毕业之后很快投入创作中。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随着
数字技术的发展，理科学生报考艺
术类专业的人数逐年增多，数字后
期制作、调光调色、院线管理等专
业吸引了大量理科学生。

文化分提高，更重综合素质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在
今年 %月份就开通了网上报名，在
.月份开始考试之前，给考生留下
充足的时间考虑是否报考。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
院李洪岩副院长介绍说：“从今年
播音主持专业报名情况来看，大部
分考生报考是理性的。他们当中大
多数人是喜爱播音主持这一专业，并
且以后希望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热爱
与天赋，是我们在考试时特别关注的
地方。”

对于近年来国内艺考热的状态，
李洪岩表示，艺考热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国民对艺术的需求有很大的上升空
间。只是艺考会越来越难，对考生的
要求会更高，考生们不能够把艺考当
作通往大学的一条捷径，鼓励真正热
爱艺术的同学理性报考。

笔者就发现，与往年相比，各高

校艺术类专业高考文化课分数线提高
已成为普遍趋势。未来，对艺考生而
言，除了对专业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
之外，文化素质的考察将加大权重。
“艺术素养和文化能力同等重要，

考生不能顾此失彼，两者兼顾的考生

才能符合专业要求。”李洪岩说。
而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文化产业链
的发展升级，新岗位对艺术人才的
综合素质要求日渐提高。

一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认为，
提高艺考文化课分数线这一措施有
利于提高艺术类人才的综合素质，
但不一定实用。高校招收艺术类学
生更看重的是考生的艺术素养、潜
质等，只文化课好但出不来好作
品，根本没有用处。但大家基本都
认同的是，提高文化素质的确有利
于艺术人才综合素质的提升和他们
的长期发展。

国内竞争激烈，催生艺

术留学风

吕晓恩是上海市延安高级中学
的一名高二学生，热爱游戏的他对
韩国弘益大学的游戏设计专业向往
已久。他说：“国内本科没有游戏
设计的相关专业，而且国内美术艺
考竞争压力太大，申请留学成功的
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随着国内艺考竞争压力越来越
大，像吕晓恩这样对艺术留学心生
向往的学生并不在少数。据了解，
每年从山东济南走出去的留学生，
艺术类学生已占 %2,，并呈逐年递
增趋势。

对于海外艺考现象，李洪岩分
析，出国读艺术类本科的考生，大
多数是一直对某种艺术类专业十分
喜爱的。像美术、设计、音乐这些
有国际通行艺术标准的专业，留学
不失为增长艺术见识的一个好方
法。
“国外的艺考绝大多数是以兴

趣出发，没有层层面试选拔，多数
学校更重视学生的专业作品，申请
方法较为简单。并且国外艺术名校
多，申请成功几率较大，竞争压
力比国内小许多，这些都一定程
度上催生了艺术留学风。”澳际教
育集团副总裁吴珺说。

虽然出国留学成本较高，但
是许多考生家长仍然对孩子出国
留学十分支持。对此，中国戏曲
学院京剧系主任张尧解释说：
“多数家长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因
为国内教育竞争较大，高校门槛
较高，留学经历可以提升孩子的
区分度，在今后的就业方面可以
获得一定的优势。”

百年艺术名校积淀、世界级别
的大师资源、轻松自由的艺术环
境、多元的文化背景，在吴珺看
来，这些因素也是国内刮起艺术留
学风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国际
市场的进入，“本地化”人才的需
求也不断增加。据统计，在上海，

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
例还不到千分之一，而纽约的这一比
例为 %.,，伦敦为 %+,，东京为 %2,。
获得更被世界认可的文凭，适应社会
竞争和社会需求成了考生们海外艺考
的重要驱动力。

去年，我们国家的文艺创作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莫言获诺贝尔文学

奖，国产小成本电影《人再囧途之泰

囧》创下中国影史多项新纪录，《中

国好声音》改变了国内千篇一律的选

秀文化模式，电视剧《甄嬛传》在海

外掀起中国影视剧的新“华流”……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文

化发展、文艺发展，存在的问题却仍

然突出，亟待解决。这些问题是，文

化的原创力不足，商业功利主义气息

太浓，把文化、文艺只当作赚钱的产

品来做，真正体现文化、文艺的精神

本质，体现文化、文艺的正能量和接

地气的作品太少……

本次两会期间，文化发展再次成

为热点议题，参加两会的一些文化

界、文艺界的人士，都谈到了文化接

地气、文艺接地气的这个问题。

近日， !* 集电视剧 《劝和小

组》，在中央电视台 33456%黄金时

段播出。一些文艺评论界人士对《劝

和小组》给予高度评价：该剧是一部

反映中国老百姓的情感与生活的民生

大剧，它还原当代老百姓的真实情

感，展现中国式的人文关怀，提倡积

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和谐社

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管理创

新提供了有益启示和精神动力。该剧

用平实感人的故事讲述老百姓的生

活，成功凸显了浓厚的时代感与生活

气息，是一部展现真善美、传递正能

量、非常接地气的平民剧作。

最 新 拍 摄 的 电 影 《雷 锋 在

%$2$》，近日上映。%$2$ 年，雷锋响

应号召，来到辽阳弓长岭参加焦化厂

建设，度过了一生中最为重要、最富

感情的 %+.天，电影 《雷锋在 %$2$》

即由这段历史改编。这部影片，填补

了雷锋题材文艺作品的一个空白，它

通过扶贫认义父、冒雨抢水泥、风雪

送大娘等几个故事，还原了一个真实

的、有情有爱的青年雷锋形象。许多

观众赞扬这部电影十分“接地气”，

不再简单地反映雷锋做好人好事，而

增加了内心情感的表达，尤其是爱情

的萌动更是让人回味，符合当代观众

的审美需求。

这使人想到冯小刚回答他如何做

电影的一番话，他自己之所以能够被

广大观众认可和接受，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接地气”。文艺要“接地气”，

这不仅是冯小刚的创作体会，更是一

切优秀的文艺作品产生的规律，是文

艺作品获得长久生命力的源泉。

文化上的“接地气”，或说文艺上

的“接地气”，就是我们需要树立这样

的一种文化观念，一种文艺理念。我们

的文化趣味、文艺趣味，不能只专注在

那些流行的、猎奇的、戏剧化的、光鲜

亮丽的东西上面，不能忽略眼前实实

在在的人民大众，应该让人们看到和

听到文化的“底层叙事”，社会下层的

文化发声，大众草根的文化诉求。我们

的文化、我们的文艺需要承担起更多

的责任来，需要充满更多的对社会现

实的热情，和人文精神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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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北京朝阳区文化馆挑出 +***余件文化生活老物件，以“勤俭持家”为主题在

广场展出。

本次展览的展品涵盖工具、橱具、灯具、家电、农具、衣帽、办公用品、玩具等 .*多个

种类。展出的老物件多数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有些是从收破烂的手里买的，也有老街坊们捐献

的。其中比较有趣的如：已故的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国学家张中行先生穿过的皮鞋、使用过

的炉子、练功用的木棒；上世纪 -*年代老照相馆的立式照相机；上世纪 &*年代松花江牌烧炭

精棒的老电影放映机；上世纪 0*年代流行的哈蟆镜、羊剪绒帽子……通过讲述每个老物件背

后的故事，重新唤起老辈人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

据介绍，这些老物件从 %$$-年就开始收集了，曾在首博、首体、香港历史博物院等很多

地方展出过。

老物件展
图为朝阳文化馆广场举办的展览 程 功摄

图为旧理发馆 本报记者 郑 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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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术艺考 徐速绘摄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复试 李方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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