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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7日 星期三 文化万象

“民族文
化与文化产业
互生共存，民
族文化是文化
产业的创意来
源，文化产业
是民族文化的
发 展 路 径 。”
我 国 幅 员 辽
阔，拥有丝路
文化等众多优
秀民族文化资
源。未来，我
们要将这种得
天独厚的资源
优势融入文化
产品，打造优
秀的文化资源
品牌，为中国
文化产业的国
际化发展注入
无限生机与活
力。

曹馨月

民
族
文
化
：

文化产业的创意源泉

自 2005 年湖南卫视播出第一场跨年晚
会后，各大卫视陆续参与竞争，开启了中国
电视荧屏长达 10 年的跨年收视大战。前几
年还曾有一晚上演16台晚会、烧掉2亿元人
民币的土豪之举。然而，跨年晚会虽多，却
大多以演唱会的形态出现，同质化竞争让不
少观众感到审美疲劳。如何让观众在欣赏歌
舞之余，还能看到更多精彩的跨年电视节
目？不少电视台打出差异牌，不仅在时间安
排上打时间差，在节目内容、互动形式等
方面，也独具一格，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
评。

为电视剧点赞

在跨年演唱会大行其道的今天，安徽卫
视《国剧盛典》显得独“剧”一格。

《国剧盛典》 作为中国电视剧行业最具
影响力的评选活动之一，每年由主办方依据
电视收视率、影响力以及观众美誉度及新媒
体热度等多项指标综合考量，评出奖项，堪
称目前中国最全面、覆盖范围最广的电视剧
评选活动之一。

连续播出 6 年的《国剧盛典》，自 2014 年
移出跨年档后，立刻取得了播出当天收视率、

收视份额双双第一的好成绩。今年，这个成
功经验也得到了延续。

在今年的国剧盛典舞台上，百位老中青
三代演员真情聚首，共同为观众奉献了一道
特别的新年大餐。镁光灯下，演绎了《一仆二
主》和《爷们儿》的张嘉译、阔别 11 年回归电
视剧重塑莫言经典《红高粱》的周迅分获年度
最佳男女演员，从艺30年的老戏骨李保田获
得终身成就奖，青年演员李易峰凭借75亿点
击量的《古剑奇谭》独揽三奖，在国剧盛典的
舞台上掀起了一阵青春风暴。

随着一道道奖项的颁出，观众们了解到很

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北平无战事》主创的
集体亮相，体现了优秀制作团队同心协力，互敬
互助，精益求精的团队精神。而《历史转折中的
邓小平》导演吴子牛回忆起男主角马少骅不顾
糖尿病发作、高烧不退、腿脚浮肿坚持拍戏的情
景，令现场观众无不动容。文艺工作者的精湛
演技和敬业精神赢得了比奖项更珍贵的尊重。
可想而知，那些伴随观众欢笑与泪水的故事背
后，包含了多少电视人辛勤努力与付出。

向经典致敬

“《北平无战事》、《红高粱》等剧组是大赢

国剧盛典：

日前，《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14 年度
十大语文差错”。据透露，一年中的绝大多数语
文差错来自于新闻热点事件，如马航失联事件报
道中的“通信”与“通讯”混淆；“单独二孩”误为

“单独二胎”；而在两会报道中常将“议案”与“提
案”混淆。此外，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热播电视
剧《红高粱》也“贡献”了一个差错，误将“鬆树”认
为是“松树”的繁体字写法。

《咬文嚼字》每年评选出的“十大语文差错”，
不仅权威，而且很有针对性。《咬文嚼字》评选年
度“十大语文差错”的目的，一是为了开设“语文
大课堂”，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减少语文差错；
二是为了唤醒社会对母语的敬畏之心，激发民众
准确、规范使用母语的意识。对《咬文嚼字》的这
番苦心，我们确实应该引起重视，规范用语，避免
不必要的错误。平时可能没注意，或根本就不在
乎，但看看《咬文嚼字》每年公布的“十大语文差
错”，却不能不感到汗颜，也不能再无动于衷。

很多用语错误，完全是常识性的错误，或
许根本就不该发生。比如今年的“十大语文差
错”之一，“单独二孩”误为“单独二胎”，便
被好多人忽视了。正如《咬文嚼字》所称，“二
孩”指两个孩子，“二胎”指两个胎次，如果生
育的是双胞胎，一胎已经有两个孩子，再允许
生“二胎”，就可能有三个或四个孩子。这可能
导致对计生新政的误读。因此，必须用“单独
二孩”，而不能用“单独二胎”。再比如“通
信”误为“通讯”，“拘留”误为“逮捕”，“碑
文”误为“墓志铭”，“折桂”误为“折桂冠”
等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只要平时稍加注
意，并非不可以避免。

近年来不少电视台推出了“汉字听写”、
“成语竞赛”等字词类节目，在传承文化，传播
知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很多观众、网
友便提出，这样的节目不能只为了眼前的收视
率竞争，而应长期办下去。可见，《咬文嚼字》
长期坚持评选年度“十大语文差错”的做法是
多么的有眼光，有毅力！

事实上，《咬文嚼字》通过每年公布“十大
语文差错”，达到了激发民众准确、规范使用母
语的意识，减少语文差错这样的目的。比如
2006 年发布的“十大差错”中有把“神舟六
号”误成“神州六号”一条，后来提到我国航
天飞船时，媒体基本上很少出现“神舟”误成

“神州”的差错了。具体到笔者个人，通过年年
阅读“十大语文差错”，更加深了对某些词语的
理解，也很少再说错、用错了。如果不是 《咬
文嚼字》 的引导，很多词语的含义、来历、用
法等，我们还真的是知之甚少，甚至稀里糊涂。

由此想到，作为各类媒体，在虚心接受
《咬文嚼字》每年公布的“十大语文差错”的同
时，能否也针对自身容易出现的用语差错，认
真进行“咬文嚼字”呢？如果能专门开辟“勘
误”栏目，长期坚持自我纠错，无疑就更好
了。多数媒体曾经都这么做过，对于读者指出
或自身发现的用语错误，会及时进行声明和纠
正。但现在少了。不过也并非没有，比如 《新
京报》、《现代快报》、《杂文报》 等，仍然会经
常性刊登“更正”、“说明”、“读者挑错”之类
的内容。如果各媒体都能这么做，经常性勘
误，那么，一定会大大减少用语错误。

咬住差错不放松咬住差错不放松
万阕歌万阕歌

文化产业瞄准国际化

2014 年 12 月 28 日，由中国传媒大学、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
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和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
六届中国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论坛”在京开幕。本届论坛全方位探讨
了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与方向。

民族文化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的民族民众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中
自发创造的，并为这个民族世世代代所喜爱和传承、凝聚着这个民
族的精神和智慧、承载着这个民族文化血脉和情感因素的文化形
态。中国民族文化包含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少数民族文化两方
面。

参 加 论 坛 的 专 家 们 指
出，“民族文化与文化产业
互生共存，民族文化是文化
产业的创意来源，文化产业
是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径。”
中华民族文化积淀深厚、丰
富多彩，是当今文化产业发
展的土壤和根基，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熊出没》 这部融入了
民族传统文化的三维动画
片，自2012年首播以来，在
获得国内多个播放平台收视
率第一的同时，也以强势的
姿态走出国门。不仅在俄罗
斯、伊朗等多国电视台热
播，还与迪士尼签约海外版
权。

专家们认为，“聚合民
族文化，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文化要素，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引
领文化产业朝向国际发展的根本动力。民族文化国际传播、文化产
业全球推广，有利于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有利于提高国家软
实力，提升国家话语权。

民族文化亟待品牌化

论坛发布的信息显示， 2013年中国出口文化产品总额91.9亿
美元，同比增长10.8%。但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院长、区域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谢伦灿指出：“当今时代，我
国民族文化产业占到我国国际传播内容的比重甚少。”

针对这种发展现状，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宫
玉选指出，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没有专门针对国外市场需求
来进行产品开发；第二，出口产品缺少原创性，没有充分展示
民族文化的吸引力；第三，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只是片面
化、零碎化地开发，没有体现民族文化的文化价值。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周庆山说，“我国有必
要进一步加强民族文化资源的品牌化包装及国际营销，从国
际传播受众效果角度进行建设，从而创造出国际消费者喜
闻乐见的民族文化产品。”

当前，在众多出口文化产品中，网络游戏出口产品处
于领先地位。完美世界 （北京）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战略研
究中心主任肖延栋在接受采访时说，完美公

司在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创作出众多优秀武侠作品的同时，与多
元文明互融互通，引进国外优秀作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充
分尊重当地人民的文化和宗教习俗，让本地区的开发者参与其中，
对当地的文化、服饰、语言，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留，让产品本地
化。可见，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并针对不同客户
需求，尽量与当地多元文化相融合，是中国文化产业打开国外市场
大门的关键。

文化交流趋向多元化

我国幅员辽阔，拥有丝路文化等众多优秀民族文化资源，未
来，在引领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我国民族文化又怎样更好
地对外交流融合呢？多元交流融合是最有效的途径。

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秘书长、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忱
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笔者，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要在做好护根工作的
基础上，通过“帮扶计划”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提炼民族文化精髓，
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打造优秀的民族文化品牌。同时，还要充分把握
当前众多产业跨界融合的机遇，发挥科技、金融等行业对民族文化

发展的推动作用。此外，对
优秀人才的培养也是至关重
要的，特别是对双语人才的
培养和利用。

陈忱秘书长说，“交流
不仅仅是走出去和引进来这
么简单。交流本身是相互
的，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
要将民族文化中的正能量通
过文化创意产业与国外的文
化相融合。”

未来，我国民族文化产
业的国际化发展要着力寻找
对外交流的切入点，构建对
外沟通合作的桥梁。正如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基于民族、历
史、文化、语言等因素的差
异性，中国民族文化在对外
交流融合过程中也必定有损

耗。对此，陈忱指出，在全媒体时代，要采取尊重对方，让对方接
受的交流形式。但是无论传播方式如何改变，建立在人文关怀基础
上文化传递和交流的正能量不能被削弱的。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
播，更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能迁就国外的曲解。

“感受文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精神目标，“创造财富”是文化
产业发展的物质目标。精神与物质的双丰收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良
性运行轨迹。最后，陈忱说：“民族文化元素的独特魅力，是中国
文化产业发展与众不同的本源。”融入了优秀民族文化的文化资源
品牌终将引领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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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2014 年他们从家庭伦理、宫斗和
抗日雷剧扎推中突围而出，说明观众也
需要有大情怀的戏！”今年的国剧盛典
播出后，主持人杨澜在她的微博中这样
写道。

的确，国剧盛典正是通过向经典致
敬来完成文化传承。作家莫言凭借经
典作品《红高粱》等曾经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而张艺谋改编的电影版曾经拿下
柏林金熊奖。在向经典致敬的同时，资
深导演郑晓龙和他的团队完成了对这
个发生在山东高密用生命谱写传奇史
诗的重塑。在他30年电视剧创作历程

中，这一部《红高粱》，也与《渴望》、《北
京人在纽约》、《金婚》、《甄嬛传》并列成
为跨越时代的经典。无独有偶，历史学
者、国家一级编剧刘和平历时 7 年，闭
关9月写成的《北平无战事》，则以经济
战线作为切入点，以全新方式深入刻画
出我党地下战线的英雄群像，赢得了广
大观众的情感共鸣和一致好评。

致敬经典，还体现为对老一代表演
艺术家的尊重。历届国剧盛典，都设
有终身成就奖，这是国剧盛典最厚
重、最具有分量的奖项之一。李保
田、斯琴高娃等多位老艺术家都获得

过这一奖项。这个奖项的设置，既是
对老艺术家成就的肯定，更是对年轻
演员的一种鼓励。

把颁奖变得更好玩

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今年的
《国剧盛典》大胆创新跨屏互动方式，设
立特色奖项，让观众、粉丝深度参与，实
现了从传统的看电视向多屏的玩电视
的转变，同时也体现了节目团队不断创
新、实现自我超越的旺盛活力。

今年的国剧盛典，和新媒体在推
广、奖项设置、明星邀约、红毯直播设计

等多个维度深度合作，并首次尝试在开
播大电影的直播中加入弹幕互动功能，
引发网友强烈反响。此外，今年的国剧
盛典首次设立最具新媒体影响力演员、
最佳网剧奖项，体现了传统电视媒体对
于网络社交媒体的包容性和延展性。

在观众追剧的平台日趋多元化的
今天，国剧盛典拥抱新媒体的做法收
到了有目共睹的良好效果。数据显
示，国剧盛典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 20
亿，网络视频播放量超过 4000 万次。
这些数据均位居跨年晚会的新媒体互
动数据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