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北京市“国粹传承”
首届评剧电视邀请赛启动。比赛
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国粹艺术传
承促进会主办，北京电视台、中天
盛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目
前选手正在报名，! 月 " 日至 #

月 $日将在京进行初赛、复赛和
决赛。

评剧艺术家王冠丽说：“希望
通过这次比赛能够满足观众观赏
评剧的需求，也希望年轻的评剧
演员能够珍惜这次比赛机会，表
现自己、提升自己。”（高晓远）

鲍蕙荞任中国国际钢琴比赛评委会主席
我国举办的代表钢琴演奏艺术最高水平的赛

事———中国钢琴比赛，每 %年举办一届，今年将在厦
门市举办第六届。比赛总体方案、比赛章程、赛事日
程安排及比赛场地等均已确定，评委会已经成立，中
国著名钢琴家鲍蕙荞女士将担任评委会主席。

本届比赛邀请了 &% 位国内外著名音乐家担任
评委，还邀请中国著名音乐家吴祖强担任艺术总监，
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教育家周广仁担任艺术顾问。
目前，选手报名工作已全面展开，参赛者年龄规定为
&$ 至 %' 周岁。今年 " 月将举行预赛，&& 月举行初
赛、半决赛和决赛。 （马 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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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好久没有推出重量级的说书人了。虽然标榜“架起

专家和百姓的桥梁”，可实际上，栏目秉承的仍是勾栏、瓦肆、天桥、

茶馆的路子，架起的是百姓和历史故事的桥梁，换汤不换药。

过去的百家讲坛，还讲些蝴蝶啦、黑洞啦，结果收视率垫底。

好，那就讲皇帝，讲“三国”，讲 《论语》，结果大受欢迎。看来，

“赛先生”不太受中国人民待见，要把“万恶的收视率”提上去还是

得靠老祖宗。

有人说，中国人喜欢历史。不对，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应该爱

看 《三国志》 而不是 《三国演义》。确切说，中国人喜欢历史故事。

这一点，陆游早就看出来了：“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经济学讲理性不讲道德，如果需求低俗，那么供给也就不用高

尚。既然需求方爱听历史故事，那么供给方自然就要变着法生产了。

最常见的生产方式就是像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各种讲堂、论坛，

“请”专家学者出来，把文言翻译成白话，把《二十四史》 讲成 《故

事会》。

这样一来，国学火了，讲国学的专家也火了。古时说书说得好

的，柳敬亭，“一日说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

空。”（据张岱《陶庵梦忆》）今天说书说得好的，于丹，066$年版税就过

千万元，频繁奔波于各种活动中。中华书局也靠着出“于丹鸡汤”而一举

扭亏为盈。

可作为接受方的读者、观众，成就了别人的辉煌后，自己得到了

什么呢？当时于丹刚讲《论语》时，有人说，就算她讲得不对，起码

让百姓对经典著作产生了兴趣。几年下来了，于丹的书还是卖得好，

可公认的好注本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还是没人买。老百姓对经典

著作还是没兴趣，还是喜欢拾人牙慧。

这说明，国学之火太虚。国学本不需要火，只要你愿意，有光、

有空、有书，就可以学国学了。闷声发大财可以，闷声学国学也可

以。

国学太长吗？《老子》不过五千言。国学难懂吗？《悯农》唱诵

至今。国学没用吗？对了，这大概是说到了症结上。看一遍《荀子》

能让我赚钱？读一通《诗经》能让我升官？如今流行的是：学《孙子

兵法》要与商战联系，看《三十六计》要与经营挂钩。

中国人的阅读率一直不高，偌大的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南、华

东，放不下几个平静的读书人。在高铁上、飞机里、排队时，大部分人都

是呆着，要么枯坐，要么拿手机玩。极少有人看书，有几个看杂志的就不

错了。虽然移动终端也可以看书，可一个平时爱看《读者》、八卦的人，难

道换了高档的智能手机就会去看《史记》、《汉书》吗？

清代学者最看不上明代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认为明亡就亡在没

人扎实求学，全被浮躁的气氛笼罩住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

当社会浮躁时，需要的不是推波助澜之辈，而是启蒙清源之士。

从这个角度说， 《百家讲坛》 应该向林怀民学习，不要去迎合观众

了，该去培养观众了。林怀民的云门舞集在演出前首先申明，演出中

不许拍照。这不是跟观众对着干吗？人家花钱来了，拍个照都不行？

真不行，只要有人拍照，林怀民马上停止演出。一来二去，观众逐渐

不在演出中拍照了，开始认认真真、专心致志欣赏演出了，从而完成

审美过程，提升自己。

林怀民能这么干，是因为在他这儿是卖方市场，只此一家，别无分

店。《百家讲坛》过去影响力不够，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名牌栏目了，具有

一定话语权了，应该洗脚上岸、提升档次了，别再迎合国人不求进步的

喜好了。

好的音乐，能在你孩提时感动你，能在你成人后感
动你，亦能在你老年时感动你。

数学上多维空间的存在早就不用争议，而小虫的这
张新音乐专辑 《有你真好》 就是一个独特的异域空间。
我是那只一不小心掉进去的虫粉。

在音乐界，小虫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流行巨星，也为无
数优秀影视作品配过乐，为之添翼点睛。打开电视，拆开
78，到处都是他的音乐，就像有虫子的地方就有他。

我自认是一个理性的聆听者，从没特意找过小虫。
我从来只买自己觉得好听的专辑，但是每当我听到一
首首喜欢的歌，低头寻找词曲作者时，总会发现小虫这
两个字。所以，我感到不是我在找小虫，而是小虫在找
我。

这几年，我来到德国求学，耳畔流转的都是西洋音
乐，很美，可我总还怀念着什么。偶然间在微博上得
知，今年 0 月底，小虫出了一张新专辑 《有你真好》，
真是欣喜若狂，因为我从没听过小虫本人唱的歌。在
国内朋友的帮忙下，我得到了这张特别的专辑。专辑的
歌曲都是小虫曾经为顶级实力派巨星量身打造的，它们
早就成了经典，比如潘越云的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
人》，梅艳芳的 《亲密爱人》，任贤齐的《心太软》 等。
我非常好奇小虫如何重新诠释自己的作品。

听完了整张专辑，我发现小虫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
去唱的，轻轻柔柔，像夏夜的轻风在你耳边低语，没有

命令，没有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叫喊。所以，我根
本无法去比较，到底是那些歌星还是小虫本人唱得更
好。也许这正是小虫的本意，不要比较，只要用心去聆
听。正如他自己所说，有的歌他是带着私心去写的，是
想借着歌手去表达自己，但歌手有自己的特色，他无法
要求歌手完全变成自己，所以，这张专辑里的歌，就是
他自己重新演绎出他心灵深处对歌的理解和真正的意
义。

这张专辑另一个特别之处是配有一本书，书里详细
介绍了每一首歌的创作背景。其实这是一本小虫的哲学
书，透过一个又一个小故事，告诉听众一些人生的道理
与感悟。整本书的主题是爱，有朋友之爱，有亲人之
爱，有初恋之爱，有热恋之爱，有分手之爱，有离别之
爱……小虫在他的微博中说，他爱音乐这行 %6 年了，
就是这爱支撑着他继续做着音乐。终于明白，他为什么
能屡屡为别人创造辉煌后，自己却甘愿躲在幕后，那么
地寂寞又那么地执着，这就是爱。专辑里的很多故事，
我经历过的类似的没几个，可是跟着小虫的音乐与歌
声，我仿佛身临其境，故事一一上演，而我就是那个主
角。静静的夜里，一个人，循环播放着他的歌，怎么听也听
不腻，这就是小虫的异域空间，时间停止，唯我独尊。这么
多年来，在我的心里，他是没有性别，没有年龄，没有外
貌，没有声音的“灵”。现在我看到，他是一个人，爱着我们
的人，甚至愿化作卑微的小虫来接近我们的心……

一日之计在于晨，夜晚是大多数人休息的时间，但也有少数人
在晚间走上岗位，勤恳工作。央视综合频道《生活早参考》栏目日
前播出 9集系列节目“夜·行者”中，将镜头对准了夜晚工作的普
通百姓，向观众讲述了夜间劳作者鲜为人知的故事。

镜头中记录了高铁运营维护工作者、急诊重症监护室护士、夜
间代驾、夜巡警察、机场夜间调度人、马戏团驯兽师、野生动物保
护者等岗位人员的夜晚工作状态。在谈到为什么做这个选题时，
《生活早参考》 制片人陈铭告诉笔者，每个人都渴望正常的生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你希望夜晚急病却无处可医吗？你不
渴望深夜遇到危险时，有巡警尽快赶到吗？当你聚会畅饮后无法开
车时，你不希望有个代驾司机送你安全回家？“为了保持我们的生
活正常，就必须有人过着日夜颠倒的日子。我们做这个系列节目，
是想让观众看到一群真实的夜行者，理解他们的梦想和现实。”

节目中触动陈铭最深的是一位来自长春的夜班巡警。“在看节
目前，我真的不知道一个佩戴着真枪实弹出发的威风警察，接到的
都是那样的任务：帮忙去推陷在雪地里的车，帮吵架的邻居劝架，
接流浪汉到救助站过夜……”陈铭说，“导演告诉我，不管夜多
深，这些夜班巡警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到、必须管。”他们无缘
白天的繁华喧嚣，甘守黑夜的寂寞，是这个社会繁华背后沉默的脊
梁。

尽管“夜·行者”没有教我们具体的生活技巧，但是正如陈铭
说的：“这些你我身边的平凡人，用真实的行动告诉我们：人应该
怎样面对生活，即使你面对的是黑色的夜。”

繁华背后 沉默的脊梁

央视关注“夜行者”
马 翀

发生四大变化 亟待加强立法

我国文化产业进入拐点
苗 春

国学本就不该火
熊 建

小虫的异域空间
———《有你真好》

顾 颖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06&0!06&%）》 （以下简称《报告》）。这一《报告》被业内外视为“文化产

业蓝皮书”。《报告》称，我国文化产业在经历了 &6年“热运行”后，已

经到了“拐点”。总体来看，06&0年，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着产业外部宏观

经济形势下行的压力，以及产业内部政策效应衰减的影响，增长速度在

06&&年的基础上继续减缓，而这种增速减缓应该被看做回归常态。

国务院将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组建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日前，央视主持人们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

总局”的牌子合影留念 《法制晚报》官方微博

文化市场从总体“短缺”转向“短缺”

与“过剩”并存

“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过去我们耳
熟能详的一个论断。 《报告》 指出，目前“我们已
经进入一个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
的文化消费需求的阶段”。当下的文化市场已经从总
体“短缺”转向“短缺”与“过剩”并存，将迎来
大规模洗牌和兼并重组浪潮。

总课题组专家张晓明、王家新、章建刚认为，
近年来，大量公共和私人资金投入文化领域，文化
产业的产能快速提升，大量文化产品被企事业单位
快速生产出来；而且由于移动互联网和宽带技术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文化消费者也参加到内容生
产中来，供给短缺的局面极大缓解。可以说，经过
前一个 &6年的高速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投资高峰期
已过，发展方式将从数量规模型走向质量效益型，

大规模洗牌和兼并重组不可避免。

文化产业从“分业发展”走向融合发展

总课题组专家张晓明、王家新、章建刚认为，
本轮全球性文化产业发展兴起于 06 世纪 96 年代以
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以数字化信息技术为基础，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传媒汇流”、“混业经营”和
“融合发展”。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始终强调要实现
“跨行业”、“跨地区”、“跨媒体”、“跨所有制”
的融合发展，但是由于原体制“行业主管主办”格
局难以突破，进展艰难。随着“事转企”改革的完
成，国有文化企业与主管部门逐步脱钩，成为独立
的市场主体，必将在文化市场各显其能，推动大规
模的混业经营和跨界发展。

地方政府本位的发展模式将改变

专家们认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出
台了千篇一律的“文化产业规划”，不少文化产业园
区挂着来自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甚至
科技部等的“集聚区”、“示范区”、“实验区”牌

子，却缺少真正具有原创能力的企
业。这充分说明，经过了前一个 &6

年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积累，国家层
面文化产业发展目标日益清晰，地方
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开始显示出大量
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泡沫化的不良倾
向，越来越难以持续。动漫产业更是
最明显的例子。我国全年动漫产量已
达 0: 万分钟，大大超过了全球动漫
大国日本，但是真正有市场品牌号召
力，有持续盈利能力的产品却不多，
原创能力不足问题凸显。在某种程度
上，从中央到各地方，种类繁多而且
过于宽松的财政支持降低了动漫产业
的生产者对高质量作品的追求动力，
助长了厂商对消费者需求的漠视。

文化管理体制将走向面向

市场的综合性大部制管理

日前，国务院将新闻出版总署、
广电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这一新机构已经挂牌。

专家们认为，无论是融合发展趋势还是建立统
一市场体系的要求，都呼唤着传统文化管理体制从
行政性的“行业分层管理”走向面向统一市场的综
合性大部制管理模式，解决文化行政管理体系中条
块分割、职能交叉、效率低下的问题。

这些趋势都有可能影响我国文化产业今后 ;!26

年的走向。 《报告》 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加快
文化产业立法进程。早在 066!年就已列入中宣部文
化立法 26 年规划的 《文化产业促进法》，在 《国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被正式列为要
抓紧研究制定的一部重要文化法律，其间，全国人
大和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对此多次进
行了立法调研，不少代表和委员也呼
吁加快该法立法进程，但迄今这
部改名为 《文化产业振兴
法》 的法律却仍然停留
在研究论证阶段，可
见其难度还是
很高的。

小虫的专辑《有你真好》

马戏团驯兽师刘进城和伴随他

多年的大象常年在西安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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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普通文化消费者借助

移动互联网和宽带技术参与文化内容

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