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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公布，引起海内

外的极大关注。《决定》共 !#个部分，其中第 !!部分谈到文化；总共 $万多字的《决定》里，共有 %&''

余字涉及文化。我们邀请有关专家就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部分进行解读，提出相关建议，以飨读者。

范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
长、教授）：《决定》共 !"小节，专门谈文化的是第 #$、#%、

&"、&'小节，从比重来看，占的确实不大，可谓对文化着墨不多。但
是，《决定》对文化的许多描述澄清了我们过去思想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可谓

富有新意。
比如，我们过去抓文化事业的时候就忽略了产业的发展，抓文化产业的时候强调了

倍速增长，觉得文化既然是产业就应该按照市场需求来进行，这两种倾向在一段时期里各有
侧重。《决定》提出文化要在惠民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协调发

展，没有单独强调文化产业的产业性质，而是讲“建立多层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比文化产
业更全面，更系统；讲公共文化建设的时候，把它排在文化市场建设的前面，这些表述显
示，《决定》的指向性非常强，就是说，大的方向不能变，底线不能突破。这些提法和
过去相比是很新的。从 ("")年以来，文化发展总体而言比较平稳，《决定》明
确告诉全党，文化的一切都要围绕核心价值建设、理想信念建设，不

要把文化产业当成一个挣钱的工具，当成增加 *+,数字
的来源。

《决定》对文化着墨不多，但富有新意

李 小 牧

（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副校长、教

授）： 《决定》 最大的
亮点是指出市场在配置资
源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尽
管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但
这一点在文化产业领域也是适用
的。我认为，文化产业政策需要
与文化市场有效对接，一方面，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
一方面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在下
一阶段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关键是要

建设统一开放的文化大市场。
拿北京为例，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对已经改制的文化国企，要鼓励民企参与
下一步文化国企的改制、转制，引入民营资
本组建股份制公司，激活文化国企，不能
“扶上马送一程”，然后“送了一程又一
程”，仿佛没有尽头；对于民企，要大范围
地推动政府采购，包括文化服务的采
购、“三下乡”等国家文化惠民的一些措
施，都应该平等对待民企。这些年，左
一轮右一轮的西方古典乐团和各类
国外演出项目都到北京来淘金，原
因是国外的文化产业主体都经过
市场磨练，只要你把市场建好
了，它自然就会来。现在北京
应该加强的，是对国内其他
省市文化产业主体的开
放，做全国的文化贸
易节点和市场中
心。

祝东力 （中
国艺术研究院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所长）：
把“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作为 《决定》 中单独的一条，比
较引人注意。网上有人表示忧虑，
我不这样看。在经济全球化、产业全
球分工，资本、产品、信息、人员全球
流动的大趋势大环境中，全球文化的交

流、交融、交锋不可避免。面对世界大势，抱
残守缺的、封闭的、鸵鸟式的态度和做法不可
能持续。面对有其自身历史传承的、成熟的西
方文化，中国不可能将其拒之门外，但是，
简单地开放，又可能造成西方文化所向披
靡———很多前殖民地国家都是这种情况，
只是因为历史传统的惯性而保留了自身文
化的若干特色而已。因此，中国需要有
一套足以平衡、消化或整合对方文化的
文化。具体地说，中国这样体量和块
头的文明体或巨型国家，必须成为
一个“文化强国”，才能在全球
文化大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而我们距离真正的“文化
强国”还比较远。

李国新 （国家公
共文化体系建设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三中全会
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将公共文化纳入
基本文化服务，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中，公

共文化是基础工程，是基本任务。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现
代化国家治理能力所必需的要素。公共文化基本上属
于市场失灵的领域，因此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但政

府主导不排斥采用开放、竞争的市场化手段。
根据世界银行的调研，中宣部、文化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都有一竿子插到底的项目，所
以，目前必须协调、整合文化系统以及工青妇科
教等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比如苏州市已经将
农家书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党员现代远程教育中心、乡村图书室整
合为“四位一体”，实现农村公共
信息服务的全覆盖和普遍均
等。

最大亮点是指出
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
起决定作用，文化产
业同样适用

《决定》 把“提
高文化开放水平”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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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任务之一，
引人注意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是全新概念，
也是时代任务

日前，安徽卫视推出一档明星慈善类综艺节目
《全星全益》，并非最热门的周四档，却取得了不错的
收视成绩。节目中不折不扣的正能量不禁让众多将
公益和主流价值视为收视禁区的电视人感到惊奇，
而电视观众们也从这些节目当中收获了诸多感动。

眼下，明星参与公益事业已经不足为奇，但是把
“大明星”帮助“小人物”的故事搬上挑战的舞台，让
明星们为了“平民英雄”的梦想而战，将公益性与观
赏性融合得较为理想的，《全星全益》做得比较出色。
在这个舞台上，奥运冠军、大牌明星其实是真正的配
角，他们帮助的“草根英雄”才是节目的主角。“草根”
当中，有为了圆母亲梦想，自制“房车”带母亲全国旅

游的孝子；有用双脚丈量山坡、用双手带来绿意的盲
人兄弟；有无偿为路人提供茶水的 $-岁阿婆……每
一个人都在书写着另一种美丽人生，“爱”是他们带
给这个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又何尝不是新时代电
视综艺节目所应该担负的职责和传播的重点？正是
意识到了强势新闻媒体所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安
徽卫视不回避“大公益”所带来的大收视风险，通过
更加优化的节目创意、环节设置、制作手段来平抑风
险，以满足观众日益上升的欣赏口味。

似乎从“秀”被定义为表演那一刻起，各种“做
秀”的责难就开始不绝于耳。明星恋爱是做秀，分手
也是做秀；曝个照片是做秀，遮遮掩掩也是做秀。作
为一档以明星做公益为主的综艺节目，引来争议也
是不可避免的；明星高调做慈善，到底是好还是坏，
至今也是争议不断。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意见领袖，明
星的慈善之举会直接影响到粉丝乃至普通观众的态
度和举动。中国自古有云：“助人为快乐之本。”在数
字化时代沟通和交流都越来越间接的当下，《全星全
益》用综艺与平民生活紧密结合的形式将“公益秀”
搬上荧屏，伸出温暖的手帮助身边每一个带着“平
凡而伟大”的梦想坚定前行的人，应该会让更大范
围的人感觉到温暖。

明星高调做慈善，是好是坏
郭志凯

莫言在亚洲文化论坛

上与大家见面

《全星全益》节目录制现场

彩云追梦 亚洲和风
———记第十三届亚洲艺术节

刘蓝忆文并摄影

范周：文化这
方面所有改革的总阀

门是文化体制改革，现在表
述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这
不仅是字眼的转变，而是从一般性
的文化体制改革，到经常性的整个文
化的管理。改革就是要建立长效机制，
不是一阵子，而是要管很久。

("") 年到 ("') 年是摸着石头过河，把
文化体制改革做到今天这个程度，再深一步改
革，体制机制问题就出现了，比如民营和国有
资本的问题，准入率“放”的问题。改革中要把
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两者结合好。

《决定》很明确地提出，不管怎么改革，文化
的属性、意识形态的属性是不能动摇的底线。有
一段时间，有些人觉得，抓文化产业发展可以完
全按照市场机制来做，强调文化的市场性。实
际上，市场性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其核心的意
识形态性也是很强的，包括美国、日本韩国
都有自己的准入、管理。我认为，我们不
是不应该管，是管得不够，不会管，滥
管，其实管到位了就好了。欧美二十
几个国家的文化管制条例我都曾经
“捋了一遍”，他们管得很多，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拿文件来
说，差距就在于我们文
化法制不健全。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是
文化体制改革的新说法，
但又不仅是字眼的转变

正如主题为“魅力亚洲、文化中国、七彩云南、美丽春城”的标语一
样，''月 '$日至 ((日，初冬的春城昆明以春天般的热情姿态和崭新面貌
迎接来自亚洲各国的艺术团，云南人民的爽朗更是为第十三届亚洲艺术节增
添了人性的关怀。本届亚洲艺术节的活动可谓形式多样、精彩纷呈。

“无眼男”的悬案

在本届“四海一家———驻华使馆馆藏精品展”上，笔者见不少
人围着一个半身雕像发出疑问，连忙上前探个究竟。原来，这座名
为《娜芙提提半身像》的雕像，看似普通的埃及半身人物像，仔细
一看，却发现雕像的左眼没有眼球，而且这并不像是因年久日深而
脱落，倒像是作者原本就如此设计。这引发众多观众联想：“会不会是被女巫下毒了？”“难道是触犯
了什么刑法？”还有观众风趣地说：“回家问百度吧！”众人便在意犹未尽中去浏览下一个作品。在这个
展览中，经常有不少观众围着某部作品进行讨论，眼中闪着好奇的、探求未知的光芒。最神秘的或许是
《神秘的狮子》，最高贵的当属《手杖》，最复杂的应该是《亚美尼亚字母表》，最令人纠结的是巴布亚传
统木屋模型。

(.个国家的驻华使馆选送的 (/-件艺术藏品参展，很多是大使亲自为展览挑选的最能代表本国艺
术特点的藏品。正是如此丰富多元的作品，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碰撞的魅力，也增强了观
众认知更多文化的可能性。

“掀起你的盖头来”

如果只是单纯聆听，观众很难发现《好日子》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竟是由两位朝鲜歌手演唱的。吴
香美、朴银珠开口的刹那，便让无数观众惊讶她们中文咬字的准确，引来热烈的欢呼和阵阵掌声，也让
观众感受到朝鲜平壤艺术团带来的浓厚的诚意。随后，舞蹈《在泉边》展现了朝鲜女性的活泼灵巧，她
们在泉水旁梳妆打扮时的愉悦感染了现场的观众；《猎手舞》了朝鲜人民积极的生活状态，传统的打猎
方式带给观众朝鲜男子的活力与激情；《小鼓舞》抒发了朝鲜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色彩鲜艳的传统
服饰加上演员们从容优雅的舞蹈动作，传递给观众传统文化的厚重。歌手朴银珠在演唱经典名作《卖花
姑娘》时，为了增进与观众的互动，走下舞台把鲜花献给第一排的观众，得到了热烈回应，甚至有第二
排的观众主动索要鲜花。要说最受欢迎的节目，莫过于《长鼓舞》，当朝鲜姑娘们伴着鼓点节奏翩翩起
舞时，整齐划一的动作，婉约明媚的神情，把晚会的氛围推向了高潮，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整场演
出气氛热烈，为昆明观众带来了一场原汁原味的朝鲜民族歌舞秀，也为中国观众拨开了朝鲜的神秘面
纱，“我现在才感受到朝鲜文化原来是这样丰富。”一位观众如此评价。

领略生命的过程

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响起，新加坡舞蹈演员们为观众带来了她们的节目 《创世纪———生命的意义》，
讲述伴随着婴儿的成长，母亲心理活动的变化。饰演母亲的演员们小心翼翼地仿佛抱着一个婴儿，那温
柔的神情，轻缓的动作，让人不禁忘记这是在表演，仿佛她们真的抱着哄着自己的小孩，这份浓浓的母
爱从她们并不繁复的舞蹈动作中传递给现场的观众，正如节目的名字一样，那一刻生命的意义显得如此
深刻而美丽。亚洲艺术家“走进人民”巡演带来的表演除“新生”外，还有人生中许多重要的事情：由
菲律宾艺术团带来的舞蹈《婚礼》，描述了菲律宾北部山区部落“伊芙高”的婚礼场景；由印度尼西亚
艺术家表演的《星星索》也得到观众热烈的回应，有人兴奋地谈到：“没想到在家门口能听到原汁原味
的《星星索》，唤起了很多尘封的回忆。”在此次巡演中，观众不住惊叹这些外国文化艺术团演员长相俊
俏、动作优美、服饰漂亮，让自己不仅体验了多国风情、多元文化，也饱了眼福。

带给春城人民丰富文化体验的，还有探求亚洲文化新道路的第二届亚洲文化论坛，探索图书馆现状
与未来的首届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齐聚云南民族村
的各国艺术家大联欢，展现中国戏曲大奖“梅花奖”
获奖演员水准的滇剧《京娘》……走过十余载的亚洲

艺术节，搭起的不仅是文化交流的舞
台，更是传递友谊、增进互信共识的平
台。本届亚洲艺术节让云南人民领略了
亚洲各国丰富的文化，真正接触到不算
陌生却又遥远的国度，也让世界感受到
云南的多样性和云南人的热情慷慨。正
如马来西亚一舞者所言，“我很高兴能
来到云南，参加这次亚洲艺术节，也很
骄傲能带来自己国家的文化，我想这也
不会是我最后一次来云南。”

朝鲜演员表演舞蹈《在泉边》

印度舞者在“走进人民”巡演中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