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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令”下，晚会“凉办”
苗 春

/月，中宣部等 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

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此后，各地各部门积极响应，

一批文艺晚会及文艺活动紧急叫停或纷纷“瘦身”，力戒

奢侈之后的晚会，不拼明星、不比阔气，节俭清新之风

拂面而来，观众对此纷纷叫好。

那么，观众的喝彩声究竟因何而来，我想，其中的

原因大约有三。

其一，原先一些晚会和文艺庆典日渐隆重，奢侈浪

费令人生厌。办晚会嘛，究其初衷，当是为传统节日和

重大活动期间活跃气氛，丰富大众文化生活而举办，理

应是一道惠民文化大餐。但是，不知从何时起，有的晚

会变了味，泛滥成灾，一些地方动不动就大搞节庆、大

办晚会，不惜重金置办舞美、服装、道具等，怎么奢华

怎么来，只要“明星”、“大腕”出场就算成功，剥去华

美的外衣，内容空洞，缺乏创新，容易引起审美疲劳，

加之严重脱离了民众生活实际，有违党的群众路线。长

此以往，这样的“大手笔”，不仅助长攀比风、影响文艺

界的正常秩序，进而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而细读五部

门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

艺人员，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

腕”，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向下级事业单位、企业以及个人

摊派所需经费，这些规定之明确具体，无疑给那些豪华

晚会迎头浇了一瓢凉水，来了个釜底抽薪，充分体现了

全社

会痛恨奢

靡、崇尚节俭

的普遍共识。

其二，“瘦身”

后的晚会可以更多地为普

通民众搭建各类便于参与的平

台，使晚会变得更加亲民。对于一

台好的晚会来说，豪华的舞台、“明星”

“大腕”来了多少不是成功的必然因素，只

有丰富思想内涵、让观众能在快乐中受到艺术熏

陶，才能获得更多的喝彩。晚会“瘦”了，“瘦”掉

的都是那些过度的排场和明星，把更多的舞台留给那些能

“原汁原味”反映民众日常生活、真正体现百姓需求的节

目，也许场地、道具会简单一些，本土演员、本地新人会

多一些，但更有贴近性，更加接地气，演的就是身边事，

唱的都是身边人，这样的晚会，经济实惠又亲切，观众又

怎么会不买账呢？更何况，文化艺术来源于生活，植根于

生活，让更多来自民间的艺术人才走上舞台展示才能，有

助于破除文化领域的浮躁之气、奢华之风，增强文化底

蕴，形成贴近民众、服务大众的文化导向，这本身与文化

发展的规律也是相适应的。

第三，晚会“瘦身”后省下的钱可以用于唱好更多的

“民生大戏”。节俭办晚会的各项举措，一方面能让那些比

拼奢华的晚会重回艺术规律本身，另一方面也可以省下更

多的资金用于惠及民生、贴近民众的活动上。我国还有

+.)/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 123 在世界排名还

很靠后，在经济增速放缓、民生改善需求不减的形势下，

各级政府更应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地方发展、民生改善等

最需要的地方，用在公共文化、社会保障、扶贫开发等

“刀刃”上，真正把“民生大戏”唱好唱响。

事实上，近期不少晚会的“瘦身”实践，也得到了良

好的反馈。比如第十二届全运会的开幕式 )4 年来再度改

为白天举办，不燃放焰火，不办大型文艺演出，改为全民

健身展示，不但没流失观众，反而获得了很好的收视率。

所以，也许去掉华丽外衣的晚会看上去不那么气派，却能

以质朴动人赢得观众发自内心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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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晚会令行禁止

“全民看晚会，全民办晚会”；“晚会前
千呼万唤，晚会后拼命吐槽”；“看见明星好
像很激动，看完觉得实在很无聊”……这些
都是我们的观众对奢华文艺晚会和大型节庆
活动的代表性反应。近年来，我国文艺晚会
包括节庆演出过多过滥，存在一味追求大明
星、大场面、大舞美、大制作，奢华浪费、
竞相攀比等不良现象，特别是财政出资或摊
派资金举办的晚会，更容易助长不正之风。

/ 月 +) 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
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
《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
知》，与去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改进工
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和今年 !

月中央出台的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
“六项禁令”一脉相承。

“节俭令”一出，各有关单位纷纷响应。
第十二届全运会开幕式一改惯例，在下

午举办，不放烟花、不搞大型演出、不请明
星大腕；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宣布将取消开幕
式大型文艺演出，代之以 +4分钟的开场仪式
和在剧院演出一台艺术节重点剧目；中国舞
蹈家协会取消“淮南国际少儿艺术节”、“龙
船调艺术节”、“中国花鼓灯艺术节”等节庆
晚会演出；中国视协决定第八届全国德艺双
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颁奖活动将以获奖者
“送欢乐、下基层”慰问的方式取代颁奖晚
会。

更为一般观众所熟悉的是电视台播
出的晚会。这其中，中央电视台的

举动无疑最令人关注。央视负
责人日前表示，今年 5

月至 +) 月将减少播
出 +6项晚会类

节目，占
原 计

划 0*7左右；明年减少播出 04

项晚会类节目，占以往播出量
的 4*7左右。各地方卫视也有
明显举动：安徽卫视的“)*+8

亚洲偶像盛典”压缩时长、延
期播出，而且改掉“盛典”的主题；浙江卫
视的改版 0 周年庆典停办；北京电视台取消
重阳节晚会，中秋节改为“特别节目”。

除了文体活动，有关部委也行动起来。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中央有关
精神，今年教育部不再专门举办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颁奖晚会，也就是说，教师节晚
会停办。

根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文化部、教育部、
公安部、农业部等各大部委在内，近期合计
将减少晚会和大型颁奖、庆祝活动等 4* 余
台。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和以前比，政
府晚会少了近 /*7，演出市场已经整体下降
至少三成。

这么多晚会停办，能省下多少钱？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答案是 0*** 多万。

其官方网站显示，原计划的开幕式大型文艺
演出需开支 0//+ 万元，取而代之的 +4 分钟
开场仪式总投资不足 +**万元。

至于电视晚会，今年初，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叶惠贤抨击电视台春
晚成本太高时，曾算了一笔账：从元旦前后
到元宵节，“上星”的晚会有 9*多台，一台
晚会最低成本 +*** 万元，总共成本达 0 亿
元。今后，这类钱能省下不少。

晚会市场大洗牌

首先被洗牌的是大小明星。当下，港台
一线明星出场费大约 +** 万元，内地一线明
星大约 /* 万元到 +** 万元，二线艺人 0* 万
元到 6*万元，久未露面的二三线歌手，报价
也在三四十万元，国际知名歌星可达 8** 万
元至 0** 万元。大型演出的急剧减少，导致
他们收入减少是理所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
已经转投影视行当。

其次是演出商。全国每年举办的投资超
过千万元的晚会超过千场，这些大型晚会中，
绝大多数都有地方财政或者国有资产的影子，
也不乏“公款追星”的地方领导。一台成

本几百万元的晚会，演出的中间商
伸手索要上千万元不稀奇，如

今，演出商断了“财路”。
灯光舞美服装化
妆伴舞等行业目

前也有人在
想 改

弦更张的事。打造豪华场面，他们曾经是
“主力军”，但现在赚钱没那么容易了。

令记者稍感意外的是，采访中，大多数
电视台都表示“节俭令”对自家影响不大，
而且出于“节俭令”有可能压低明星身价的
原因，他们对“节俭令”非常欢迎。

北京电视台文艺中心宋毅说，迷信明星
是电影和电视行业一个通病，结果造成电视
台做节目越来越受制于明星。事实上，除极
个别电视台，国内大部分卫视每年办春晚都
是入不敷出，除明星外，观众、广告商和电
视台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

江苏卫视品牌推广部刘宇哲说，现在
“节俭令”通行全国，有利于通过市场反应压
低明星大腕出场价。他认为，湖南卫视、江
苏卫视已经成功打造了跨年晚会的品牌，冠
名价格始终会保持在原来水准上，即使节俭
办晚会，节目成本有所降低，但与二三线卫
视相比，对广告商而言，性价比仍然是最高

的。
《北京晨报》 发表郁晓东
的文章认为，在执

行“节俭

令”的过程中，尽管文艺晚会类演出这一细
分行业受到打击，甚至连一些国有专业演出
团体的效益都将大幅度下降，但对于我们整
体的文化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文艺
晚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畸形的行业，不论是
否在电视台播出，其中大多数并不是以正常
的商业模式在自我循环，而是靠了很多非市
场化行为———有些甚至是非法行为———在支
撑着，必须调整。

让大型活动和艺术回归本原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办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颁奖晚会，但教育部委托首都
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高级研
修班”，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为
这些楷模教师的专业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同
时，将部署在教育战线开展向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学习的活动，充分运用微博、微信、微
视频等新媒体展示他们的先进事迹，进一步
加大对楷模的宣传力度。

十艺节喊出“简约而不简单，节俭不失
精彩”的口号。参加十艺节的百余部艺术精
品普遍回归艺术本体，呈现清新自然、淳朴
简约之风。开闭幕式节省下来的资金将用于
推动艺术事业和文化惠民，拟建立山东舞台
艺术持续发展“9:+工程”。
“不拼明星就要拼创意！”有的电

视业内人士甚至感到一丝高兴：
大家在“节俭令”后，再
一次站到了同一起跑
线上。

文化评论
人韩浩月认为，
不拼明星，晚会一
样可以好看，电视
人完全可以把精力转
移到晚会创意方面的工
作上来。比如，突破晚会
就是“唱歌、跳舞、魔术、
小品”的概念，为晚会融入
一些更新鲜、更时尚的元素。
如果非得请明星，也不用死盯着
一线明星，二三线明星也有一定的
观众认知度，其他公共领域的名人也
可以请到晚会中来。此外，电视台可
以自制“节日剧”、购买国外节日娱乐
节目的版权来填充节日荧屏。
“越早意识到晚会局限性并
且作出改变的卫视，就
越能在未来的荧屏
竞争中占取先
机。”他
说。

宋毅认为，大型晚会应该回归到它多年
来脱离的本质意义上来，“就像春节联欢晚
会被简称为‘春晚’，丢掉的是关键的‘联
欢’二字，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毕竟，实
现与电视机前数以亿计观众的集体联欢，才
是大型晚会的终极目的，必须加强互动，增
强与老百姓的交流，让普通观众可以跟着演、
跟着唱、跟着舞，最终从被动的欣赏者转变
为主动的参与者。

宋毅将今年北京电视台的中秋特别节目
称为一种“浓缩”。节目总导演秦峥表示，
“虽然今年经费只占去年的 )*7，舞美、视频
都‘打折’了，但最终呈现的效果丝毫不会
‘打折’。因为大有大的好，小有小的精巧，
跟文学的道理类似：长篇小说和散文都可以
很好看。”秦峥说，今年节目就主打“大联
欢”的概念，不再铺排大场面，进行宏大叙
事，抒发冷月千秋、家国情怀，而是更加充
分地展现普通百姓的才艺人生。

所以，“节俭令”对电视台的近期影响
主要在内容构成上，但远期影响还需要时间
进行进一步的观
察和证明。

来源：人民图片

山东：
开展制止豪华铺张办晚会

专项整顿行动

山东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
省文化厅、省审计厅、省广播电视
局出台实施意见，严格审批备案制
度，坚决制止各种豪华铺张文艺晚
会和节庆演出活动。凡使用财政资
金和国有企业资金举办的、不符合
实际、只追求奢华形式不注重实际
效果、花大钱盲目追星捧星的晚会
和节庆演出都要坚决制止、杜绝和
禁止。加强对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
的审批和监督检查，对确实需要保
留的晚会要重新登记，并对晚会的
名称、内容、形式、资金投入、实
际用途等做出明确规定。

山西：
调整取消花费较大的演出

项目

对花费较大的开幕式文艺演出
等项目做了调整或取消。山西卫视
决定取消“)*+9 新年跨年晚会”、
原定于 5 月 8 日在武乡县举办的
“第三届八路军文化旅游节”开幕

式演出、5 月 )8 日在运城举办的
“山西运城第二十四届关公文化旅
游节”歌舞晚会等。

黑龙江：
党政机关带头严格控制举

办晚会

黑龙江电视台决定调整 )*+9

年春节联欢晚会草案，打造“平民
春晚”。原定于 5 月举办的黑龙江
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闭幕式及
相关活动全部取消。

重庆：
对拟组织承办的节庆活动

全面摸底调查

重庆市文广局对今年拟组织承
办的节庆活动进行全面摸底调查，
通过征求专家意见、预算活动成
本、讨论活动方案等方式分别论证
活动的必要性。经过论证，取消了
第四届中国重庆文化艺术节中原定

需重金邀请明星大腕
出场的 9 项子活动；
第九届全国杂技 （魔术） 比赛与第
四届重庆文化艺术节同期举办。

四川：
财政拨款举办的演出费用

大幅下降

全省举办的专题性文艺演出场
次大幅压缩，财政拨款举办的专题
性文艺演出费用同比下降 /*"。今
年 4 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成都国际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将往届在开幕式
举行的大巡游调整为在主会场设立
中心舞台，持续举行展演活动。四
川人民艺术剧院改变传统的“会议
加祝贺演出”庆典形式，以演出季
的方式纪念四川人艺建院 4* 周年，
0 部近年新创的精品话剧将轮番上
演，通过低价票吸引群众。

来源：人民网

来 源 ：
中国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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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网友 ++0：雾霾天气这么厉害，大放焰火污染空气，禁放我支持；人工景观灯少了，

省电。

网友馒头：倡导节俭，这是个好事情。也可以理解成务实的第一步，这样就可以看出

来积极的意义了。

网友极地寒光：省点钱干实事，好！

网友剑楠畅：其实我觉得咱们真要做那个晚会的话，并不一定要政府拨款。首先赞助

广告费、电视转播费、门票费如果做得好的话，应该是一项财政收入。

网友飞大：我感觉如果各个地方政府都积极响应了，肯定会有一定的效果，反正省下

的钱能给地方民政上带来很多实惠吧。节俭全运 引领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