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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牵引经济布局

文化产业布局谋变，既是经济布局的结构转型，又是文化产
业的向外延伸，也是文化内涵对外输出的新方向。陆青峰表示，
自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文化产业首次上升到国家
战略产业层面，到2011年“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推动文化产业
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再到近期发布的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
发展的意见，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
型的重要推手。

国家之所以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文
化创意产业正好符合产业升级的要求，“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创业
产业转移，必须加强工业设计”，陆青峰认为，在产业转型升级和
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国家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充足
的政策保证。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文化贸易提供了发展动力。文化作为以
创意为源头、以内容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具有产业带动效益强、
资源消耗低、劳动密集型等特点。”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巡视员施
俊玲表示，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为文化贸易的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媒体评论员张玉玲指出：仔细研读两个意见，文化产业发展
的新布局跃然纸上，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也清晰可见。文化产
业跳出影视、出版、演艺等传统领域，融入国民经济的“大循
环”中，为文化产业开辟了新天地。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将深度
融合到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建筑业、信息业、旅游业、农
业和体育七大产业，放大文化的“溢出”效应，提升文化的附加
值，文化也将像科技一样，成为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文化产品深度输出

韩流风靡全球，《来自星星的你》 大热，让中国各大网络社区、街头巷尾“到处都教
授，满目千颂伊”。韩国打造的文化产品既能漂洋过海“走出去”，又能折服人心“走进
去”，值得国人借鉴。

文化产品的出口，输出的是文化思想、精神符号和生活方式，关乎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
力、价值观与认同度。由此可见，能否打出响亮的文化牌是文化产业布局谋变中的重要一环。

“我们需要加强内容的建设，增强影视及其他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内容是文化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通过我们的作品更清晰有效地传播中国文

化的价值，应不断提高科技含
量，使创作生产适应数字化、
网络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国际合作司司长马黎对文化
产业走出去充满期待，也对此
提出优化措施。

“创意好，文化产品才有感
染力，才能吸引人；创意好，
才 能 让 我 们 的 文 化 产 品 走 出
去，向世界辐射。”全国政协委
员徐利明引娱乐节目 《爸爸去
哪儿》 为例：该节目在中国引
起 了 轰 动 ， 但 版 权 却 是 韩 国
的。“不是原创，就只能跟在人
家后面模仿，这是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和文化走出去的短腿”。

针对如何利用文化产品输
出，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
长陈少峰表示，政府部门要从
之前的事业单位眼光转变为产
业眼光，不再局限于普通的文
化交流，而是要形成有品牌的
文 化 产 品 ， 鼓 励 文 化 产 业 竞
争，包括影视、游戏、音乐等
方面，推动原创的、高附加值
的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媒体评论员李思辉指出，
文化不分国界，好的文化产品能启迪人、陶冶人，给人向善向好向美的力量。“民族的就是
世界的。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有足够多的积淀和底气。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打破许
多不必要的思维局限，以放眼世界的姿态输出中国文化、发出中国声音。”

面对扑面而来的重磅文化产业政策，文化产业界人士信心满怀地说“又一个春天来
了”。哲学大师冯友兰曾发愿，希望“中国文化像女排那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今日中
国越发重视文化出口，在谋求文化产业新布局的同时，推进中国文化播撒到世界各国，让
世界真正读懂中国。“国际文化市场上的走俏作品，大多并不片面强调政治化，而是强调人
性和娱乐，像韩剧本身就不涉及政治敏感话题。文化产品在制作之初就要考虑国际市场，
目前可在制作水平、产品设计方面多下力气。”陈少峰说。

大银幕歌剧讲述“中国故事”

这部由意大利歌剧大师贾科莫·普契尼创作的巅峰之
作，是在世界舞台上上演最多、也是“最中国”的一部西洋
经典歌剧。该剧讲述了中国公主图兰朵为报祖先之仇，给所
有前来求婚的异国王子都出了三道谜语，王子若全部猜中便
可迎娶公主，若猜不中则被处死。流亡中国的鞑靼王子卡拉
夫猜中所有谜底，公主却拒绝认输，但卡拉夫最终凭借勇气
和炽热的爱情，以第四道谜语“融化”了图兰朵冰封的心。

“无论是东方题材的故事本身，还是贯穿整剧的民歌
《茉莉花》曲调，《图兰朵》都散发着浓浓的中国魅力，其中
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更是广为传唱，可以说是中
国观众不能不看的一部歌剧。”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新闻发
言人邓一江介绍。

首映上， 著名歌唱家戴玉强第一次尝试坐在台下观看
自己的演出。既是台上的演员，又是台下的观众，双重身份
的观演体验让他感触良多，“我唱了一辈子歌剧，可以说歌
剧是我的生命，但我越唱越觉得‘难’。国内的歌剧行业因
为国家大剧院等众多艺术机构的推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整
体文化氛围还是不够，进剧场欣赏歌剧的人还是少数。歌剧
能滋养人的灵魂，但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舞台艺术要怎么
发展？因此，大剧院拍摄歌剧电影很有远见，能让更多人了解
歌剧，我对歌剧电影的上映以及其影响充满期待。”首次观看
的普通观众们则表示，观看歌剧电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数字高清”填补国内歌剧技术空白

歌剧被称为“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集文学、戏
剧、美术、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门类于一体，因此想要在
银幕上完美展现歌剧艺术的魅力并非易事。为呈现出最完美
的舞台效果，摄制团队启动了 8至 9台高清摄影机进行现场
拍摄，覆盖舞台正前方、上方、侧面等角落。不同于普通演
出录制中的边录边切镜头，歌剧电影拍摄是对所有机位的演
出内容进行拍摄，最后根据舞台表演、音乐演绎的需要来进
行剪辑。想要拍摄到舞台上所有的精彩瞬间，工作必须细微
到每一台设备的放置和每一个镜头的调动。摄制团队通过前
期彩排、灯光合成等各阶段，对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并做出
详细到每一秒的分镜头脚本，最终达到“一段咏叹调，从远
景推近到最后定格在歌唱家特写，恰好音符正好完结”的精
准效果，摄影师介绍到。

与现场演出不同，歌剧电影屏幕下方
中文字幕的配置更符合观众的观演习惯，
能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并且，在歌剧电
影中，除了能欣赏到整部演出，还有额外的
惊喜，包括彩排、场外取景、后台花絮、主创
人员采访等内容，这些丰富的内容都是观
众在剧场欣赏歌剧演出所看不到的。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说：“因为镜头的捕
捉，观众能更清楚地观察到演员生动的表
情，从而更深层次地融入表演之中”。中央
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认为，“这样的
方式使得演员和观众更近了，即使坐在剧院后方也能看清每
一幕，而音响跟现场看歌剧一样”。曾看过国外歌剧电影的中
国广播艺术团作曲家刘莫凡、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则都表示，

“与他们相比，中国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电影毫不逊色。”

院线公映助力艺术普及

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皮特·盖尔博曾介绍，歌剧的高清
转播为大都会歌剧院带来的效益远高于预期，买票进影院的
全球观演人数也比项目启动初期增加了4倍，观众的平均年
龄更从 65岁降至 59岁。而在英国，通过影院放映的芭蕾舞
剧《爱丽丝梦游仙境》吸引4万观众，歌剧《纳布科》吸引
了 3.5 万观众，芭蕾舞剧 《胡桃夹子》 更超越 《007 天幕危
机》 位居全英票房第二位，仅次于 《霍比特人》。并且，电
影放映也并未影响舞台演出的票房收入，据英国《舞台》杂
志报道，电影《悲惨世界》的广获好评反而带动了剧院同名
剧目的票房销售，激发出年轻观众对于剧场演出的兴趣。

“歌剧电影为那些没有机会进入一流剧院的观众创造了
机会，此前他们或因经济条件或因地域条件而受限。此外，
歌剧电影把小众艺术拉进大众传播通道，有可能拓展歌剧观
众群。”谷国庆说。

另外，歌剧电影相对商业大片而言，具有“成本低、风
险小”的特点，这也是电影发行公司看重的优势。歌剧电影
让歌剧不再受到舞台场次、演出成本等限制，一方面丰富影
院观众的选择，另一方面推动观众了解作品，进而了解艺术
家、经典唱段甚至幕后故事、时代内涵，让他们理解和喜爱
上这门艺术，“促进歌剧艺术传播同时收获更多未来的观
众。我们希望能在歌剧和电影之间搭一座桥，相互借力，扩
大传播影响力。” 谷国庆说。

央视二套正在播 《是真的吗》 是一
档大型互动求证节目，近期热火荧屏。
该节目看上去不温不火，实际上却又不
能不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各种声
音不断，观众们好评如潮。业界人士也
以半信半疑的态度给予了关注。

记者就此做了观众采访，归纳总结
出三种最强音：

强音一：这个节目带给人们生活启
迪。该节目通过各大新媒体共同互动求
真，对网络传闻进行专业验证与权威实
验，为我们探求真相。其中很多传闻，
经验证属实后，往往能带给我们宝贵的
生活启迪。比如本月的一期节目，连续
验证了“用蛋壳能轻松去除蛋液中的蛋
壳”等多条网络传闻，不仅传授了生活
常识，还很有警示意义。对“安检机会
夹伤小孩的手？”的验证告诉我们，安检
机的传送带确实能夹伤小孩子的手，因
此有必要提醒家长们在安检机前要注意
看管好孩子，不能让其乱碰乱摸。对

“装过免洗消毒液的‘空’水桶也能喷出
火焰？”的验证则告诉我们，空酒瓶子、
空酒精瓶子、装过免洗消毒液的空水桶
等，只要遇到明火，都可能喷出火焰，
误伤孩子。对“大货车转弯内侧有两米
宽的‘死亡区域’？”的验证，更让我们
对大货车转弯的安全隐患及其危害性有
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今后再遇到大货车
转弯，可得远远地躲着。

强音二：它的风格轻松活泼。该节
目虽然针对网络传闻进行求真验证，具
有新闻调查、科普宣传的色彩，却并不
拘泥于就事论事，而是融入了娱乐成
分，使得观众看起来很轻松。每期节目
都由脱口秀、真相视频调查、现场真假
实验、嘉宾猜真假游戏环节等构成，用
幽默的语言讲述严肃的事件，这种寓教
于乐的节目形式非常切合当今观众的收
视需求。娱乐节目需要传递正能量，传
递正能量的节目也非不能娱乐，该节目
便在这之间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强音三：嘉宾表现出色。有时候，
观众看节目也会受主持人、嘉宾的影
响。该节目每期都会邀请两位女嘉宾参
与猜真假游戏环节，猜对了能获得观众
掌声，猜错了，则要被翻座椅，逗观众
乐。有一期的嘉宾是方龄和张蔷，一位
是当红女主播，一位是中国内地流行音
乐第一代天后，都是很有拥趸的。看她
们亦庄亦谐地猜网络流传闻的真假，别
有一番风趣。而嘉宾主持黄西，更是节
目的一大亮点，他时不时就来点“黄西
有说法”之类的冷幽默，令观众忍俊不
禁。正因为有了被美国人称为“喜剧界
的姚明”的黄西的加盟，该节目才看上
去不温不火，实际上却又不能不看。而
当今之荧屏，像这种不求轰动，但求自
我体现的节目，并不多见。

2014艺术教育高峰论坛举办

由国际艺术教育联合会主办，上海
音协、四川音协、山东音协、中国合唱
协会等协办的“2014 艺术教育高峰论
坛”日前在京举行。

艺术教育培训行业作为教育培训业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领域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未来 5 至 10
年，艺术教育市场将发展到上千亿元的
规模。然而在现阶段，相对于其它已经
逐渐走向扩张和整合的培训领域，艺术
培训行业还显得落后稚嫩很多，呈现缺
少品牌、缺乏规模的特点。对于艺术培
训领域的众多机构而言，很多机构存在
着管理水平低，发展模式不清晰，教学
质量难以保证的问题。

为此，国际艺术教育联合会邀请钢
琴大师刘诗昆，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音乐学家杨燕迪，中国音协管乐学会副
主席姜斯文，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艺
术管理教研室主任宗晓军，北京国际音
乐比赛执行总监张勇等艺术教育行业权
威专家，在高峰论坛上发表了演讲，并
与众多艺术教育机构进行高端对话。

不求轰动
但求自我

众话综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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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内，国务院连续下发两
个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3
月 14 日，国务院发布 《推进文
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3 月 17
日，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发
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文化
产业从狭义文化推广至广义文
化 ， 给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创 新 模
式 、 拓 宽 领 域 创 造 了 新 的 机
遇，“推进文化创意”任重道
远。

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秘
书长陆青峰表示，文化创意产
业过去一直没有国家层面的政
策。这是国务院第一次鲜明提
出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在整
个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
构调整大环境下，“国务院政策
出台使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迎来新的契机”。

走 进影院看歌剧
宋 冰

歌剧电影《图兰朵》日
前举行了全球首映。近千市
民、学生和艺术家一起先睹
为快，观看了中国首部西洋
歌剧电影。该片首映后，将
于 4 月 16 日登陆全国院线，
还将参加 2014 年北京国际
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展映。

“ 《图兰朵》，不仅将
歌剧节的足迹从舞台延伸到
了大银幕上，更让舞台表演
艺术牵手数字传播技术，展
现了中国表演艺术创新的生
机与活力。”中国电影发行放
映协会、中国电影制片人协
会副会长谷国庆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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