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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实主义精神复归

写评论 听民声
□ 丰 悦

近期，文化部全面清理整顿文艺评奖，

本着从严要求原则，取消一批、精简压缩一

批，各类全国性文艺奖项将削减六成以

上。精简奖项并不意味着艺术评价的削

弱，文化部相关领导表示，今后要充分发挥

包括理论评论、评奖、宣传推广、荣誉制度

等在内的各种艺术评价手段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要大力加强艺术评论。

文化部此次精简文艺评奖并非无的放

矢。一直以来，在我国许多领域，各种奖项

设置过多过滥、评奖过程存在猫腻等问题，

广遭社会诟病。这些问题，文艺工作中同

样存在，它消解了文艺奖项的“含金量”，助

长了文艺创作的浮躁风气，极易引发文艺

腐败。此次，文化部按照中央有关精神对

各类全国性文艺奖项认真梳理，对于一些

没必要设置的奖项予以清理，有利于正本

清源、堵塞漏洞。

文艺评奖减少了，与之对应的则是文

化部在艺术评论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加

大推进力度。据悉，文化部拟通过召开媒

体座谈会、创作热点研讨会、年度艺术形势

分析会，在相关报刊开设艺术评论专栏、提

高评论稿酬等措施，强化艺术评论效力。

如此一“减”一“加”，减的是小范围、小圈

子，“点”上的运作，加的是多渠道、多方式，

“面”上的发力，对之，若能妥善处置，不仅

不会削弱艺术评价，而且，可以扬长避短，

使艺术评价更好地服务于文艺工作。

以艺术评论促进艺术评价，固然需要

业内专家、学者多做工作，发挥主力军作

用，但也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意见。只有

注重倾听群众心声，满足群众诉求，才能吸

引群众广泛参与，集群众智慧，使艺术评论

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从而使之更好地“接

地气”，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目前来看，艺术评论距离普通群众还

有些远。一些文艺座谈会、研讨会，参会者

往往清一色的业内人士；一些报刊的艺术

评论栏目，更多地青睐于名家、聚焦于名

作；一些关涉艺术评论的教育培训，也常常

在自我圈子内按部就班进行⋯⋯艺术评论

与普通群众之间，似乎隔着一条无形的鸿

沟，纵然“鸡犬之声相闻”，然却“老死不相

往来”。由此带来的后果，艺术评论无论从

评价视野还是辐射范围上经常驻足于不大

的“一亩三分地”，沦为自言自语、自说自

听，普通群众关注较少，艺术评论的现实影

响力与持久生命力难以体现出来。

文艺服务于群众，艺术评论与群众“深

交”，把群众有益的意见与建议融入其中、

表达出来，以此促进文艺工作的不断改进，

实乃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文艺评论给人的

感觉是“高大上”，可如果它不注重联系群

众，不主动与群众交朋友，说到底也只能徒

具光鲜外表，难有坚实根基。

要将群众的意见与建议融入艺术评

论，一方面，必须积极给群众自己站出来说

话营造空间。这就需要相关机构在艺术评

论活动中为群众表达心声留出一席之地，

需要文化媒体在关注名家名作的同时也莫

忽视了基层群众有见地的声音，莫忽视了

名家目光之外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另一

方面，必须自觉为群众说出心里话给予帮

助。并非所有人皆善于自主表达观点，对

于他们中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业内

人士要注意以适当方式深入调研、及时收

集，继而形成汇聚民声的艺术评论。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以融入群众观

点的艺术评论推进艺术评价，艺术评价才

会改头换面，为奖项精简后的文艺发展提

供持续性的有力支撑。

2015 年恰逢世界电影诞生 120 周年，
中国电影诞生 110 周年。1905 年，北京丰
泰照相馆的创办人任景丰拍摄了第一部中
国电影《定军山》，开启了中国电影之旅。
而今，电影负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
和民族精神，它的思想艺术水平直接关系
到国家的文化实力。用电影传递出正能
量、诠释中国梦，所起作用值得重视。

呼唤现实

刚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同属现
实主义题材的墨西哥电影《暮年困境》和捷
克与斯洛伐克合拍的《孩子》成为主竞赛单
元“天坛奖”的最大赢家，这一出乎意料却
在情理之中的评选结果，对国内电影创作
也有着无法回避的参考意义。

对现实主义题材情有独钟的，并非只
有以吕克·贝松为主席的电影评委会。就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召开期间，第四代导演
吴天明的电影回顾展悄然在北京举行。作
为开幕影片，吴天明导演的遗作《百鸟朝
凤》感动无数观影者。影片最后李岷城饰
演的游天鸣为已逝的焦三爷吹奏《百鸟朝
凤》的场景更是催人泪下。影片动人之处，
除了细腻的表现形式和演员娴熟的演技。
更重要的是，其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反
映了时代的变迁与人民的心声。

纵观历史，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电影
主导性的创作观念之一。当下，中国影视
行业正迎来艺术生产的高峰期，涌现出如

《辛亥革命》《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钱学森》
等一批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作品。

近两年，现实题材和现实主题风格影
片的市场表现逐渐摆脱此前的低迷，不断
给人惊喜。《观音山》《桃姐》票房均过 7000
万元，《二次曝光》《白日焰火》票房超过 1
亿元，《归来》《亲爱的》则接近 3 亿元票房，
打破了“文艺影片不赚钱”的悖论，在获得
较高票房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
注，成为主流院线中的主流制作。

不仅如此，现实主义风格的导演群体
也在不断扩张。一些曾经转向风格化大片
的导演开始回归现实主义风格。2014 年，
张艺谋用充满寓意的电影名字《归来》，向
人们展示着他的重新“归来”。自香港北上
的导演陈可辛也接连创作出“接地气”的现
实主义风格作品《中国合伙人》《亲爱的》
等。此外，为数不少的作家群体、演员、摄
影家、美术家等跨界力量的加入，进一步丰
富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类型。即将在 5
月上映的戏剧电影《十二公民》，其导演就
是曾执导过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喜剧的忧
伤》的徐昂。这些都传递出了一个信号：电
影创作正在向现实主义精神复归。

寻找诗意

艺术与商业似乎一直是电影圈争论的
话题，毕竟电影产业因广阔市场而兴旺，也
需要保留中国电影的艺术标杆，加深对价
值观、艺术属性的表达。

2015 年一季度，中国电影票房仅用
94 天就突破百亿元大关，以几乎“一天一
亿元”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
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目前每年拍摄各
类影片接近 1000 部。无论是从电影的产
量、票房、影院等方面来看，都预示着中国
电影活跃的生产能力。

尽管电影市场一路飘红，但其中却依
然缺失于优秀的作品和成熟的产业逻辑。
刚刚结束的“五一”档电影票房报收 6.24
亿元，创造历年新高。不过，火爆的表象下
却是暗潮涌动，几部反映青春题材的国产
电影争议声不断，而两部口碑尚可的文艺
片《闯入者》与《念念》，又面临着排片比例
少、票房成绩差等问题。《闯入者》导演王小
帅更是直言，“这可能是商业电影最好的时
代，也可能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

文化产品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是否存在
矛盾？在文化学者张颐武看来，票房高低
不是衡量一部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同样，

搞笑、诙谐的情感传达也可以是主流价值
观的一部分。能够抓住当下这个转型时代
公众的情感变化，准确真实地表达他们的
所思所想，传达积极向上的情感，并为观众
喜闻乐见，这便是主流价值观的展示。张
颐武认为，对文艺作品精神价值与经济价
值的追求将为我国刚刚释放的文化消费市
场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实际上，理想的电影市场需要实现多
样化、多品种、多类型的共生共存。这就意
味着，既要有足够的满足观众娱乐需求的
产品，也要有满足观众诗意要求，甚至思想
深度的产品。从这个角度说，电影的文化
平衡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加强。总体来看，
我国电影产业，还在不断地提升中，摸索与
观众的匹配度和适应性，商业电影仍处于
成长期。如何在精神高度上弥补缺口，创
作出既有优良艺术品质又能传达时代价值
观的作品，用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梦想，也是
中国电影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个时代的观众需要什么，不是具体
到买什么票看什么电影，而是观众的内心
需求到底是怎样的。”《亲爱的》编剧张冀认
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既需要心灵上
的安慰，也需要快节奏和信息量的刺激，编
剧应该在这些需求的洞察下，写出观众内
心需要的东西。

讲好故事

中国电影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
战，如何增强以内容为王的核心竞争力，是
今后中国电影面临的首要任务。

《绣春刀》编剧陈舒表示，“接地气”不
意味着编剧在创作的原始期，就奔着票房
去，不能让所有的创作都以票房和观众作
为考量标准。编剧应该出于对这个故事的
热爱和负责来创作的。

众所周知，繁荣的电影市场，不仅能提
升中国电影的话语主导权，而且也利于增
强文化软实力。关键是要继续提升国产电

影质量，以现代电影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不
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当
前社会意识复杂多变，用电影传递出正能
量，诠释中国梦，显示出快捷而明确的思想
传播与普遍性的意旨，所起作用值得重视。

值得期盼的是，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
随着国内影视业不断发展，以及对讲好中
国故事的不断探索，我国电影市场依旧被
看好。业内预计，中国电影未来有望通过
资本、互联网经济和影视产业化布局等市
场力量，掀起影视产业链的新变革。

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周铁东认为，我国深厚的文化积淀，蕴藏着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资源，若辅之以
目前充沛的资金优势和市场优势，切实提
升“把好故事讲好”的人才优势，中国文化
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必成“新常态”。

电影语言怎样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
要面向市场、面向观众，电影创作需要打破
作者和观众之间的壁垒，在市场与观众中
挖掘生命力。这显然不能简单地迎合市
场，而要主动地分析市场的消费构成，准确
把握市场发展走向，以具备精神价值和商
业元素的优秀文化产品把握市场规律、引
导市场的方向。

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时，
全世界看待中国电影的目光也比较复杂。
当代中国电影如何追求创新实践，直面现
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值得思考。在复杂
的目光审视中，无论是“讲好”故事，还是讲

“好故事”，中国电影都需要保持文化定力，
融合互联网思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电
影创作之路，在融入全球电影语境的同时
保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

韩秉志

在位于陶行知先生的故乡安徽省歙县
老街上的陶行知纪念馆里，珍藏并陈列着
陶行知先生 1939年 12月 31日与吴树琴在
重庆结婚时的结婚证书。虽然距今已经七
十几度春秋，然而这件世间孤品“结婚证
书”文物却依然令人感动。

之所以说它是世间孤品，一来是因为
这件结婚证书上的所有文字，都是毛笔书
写而成的，并不是印刷出来的；二来这件结
婚证书中的文字内容是一首诗歌，并不像
一般结婚证书上的文字。结婚证书上的全
部文字如下：

结婚证书

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欢喜

你遇见了我，我也遇见了你。当时你心里

有了一个我，我心里有了一个你，从今后是

朝朝暮暮在一起。地久天长，同心比翼，相

敬相爱相扶持，偶然发脾气，也要规劝勉

励。在工作中学习，在服务中努力，追求真

理，抗战到底。为了大我忘小己，直等到最

后胜利。再生一两个孩子，一半儿像我，一

半儿像你。

文后列结婚人、主婚人、证婚人的姓名
及印章，以及结婚时间和结婚地点。

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
诗人，南京晓庄师范创办人。吴树琴是陶
行知的续弦夫人。她因崇敬陶行知的人格
与创业精神而与之相爱结婚。他们彼此相
爱、尊敬、支持，如同志、如战友、如师生。
陶行知为民主、为革命斗争胜利了，她祝
贺；受挫了，她心焦；陶行知生病了，她是特
别护士；陶行知饭凉、衣破了，她是贤内
助。而吴树琴所从事的制药工作，总能得
到陶行知的全力支持。陶行知去世后，50
年来吴树琴精心保存了丈夫的许多遗物书
籍、文物、资料、墨宝，为研究陶行知提供了
最有价值的第一手素材。

陶行知与吴树琴相差 24 岁，是同属
兔的徽州同乡。两人相爱的时间，研究者
根据陶行知的诗作、书信来推断，确定为
1935 年 7 月 17 日。到了 1939 年冬天，在
重庆，陶行知向吴树琴提出了结婚请求，并
共同择定于 1939 年 12 月 31 日举行婚礼。
这一天，两人简单而朴素的婚礼在火焰山
清凉亭如期举行。主婚人、证婚人悉数到
场，只是那张非常重要的结婚证书，却是由
新郎陶行知别出心裁地自己制作的“诗歌
证书”。他们的蜜月新房，就选定在重庆北
碚檀香山桥附近的一个二层旧碉堡里。到
底在这次婚礼上是否朗读过证书上的那首
诗尚不清楚，但是，婚礼举办的次日（1940
年元旦），陶氏夫妇来到重庆沈均儒家，参
加各界友人为他俩举办的庆贺茶会时，陶
行知当着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等 10 余
人的面确实是朗诵了这首诗，还引来了满
堂的掌声和笑声。据吴树琴回忆，自那以
后，每逢育才学校老师结婚，陶行知都要书
写结婚证书上的这首诗赠贺。

与这件结婚证书有关的，还有两件现
藏于南京陶行知纪念馆里的文物：一件是
吴树琴署名的《结婚通告》，内容如下：“前

世有缘，无法奈何，我也爱他，他也爱我。

教学相长，如切如磋，好来好往，朝朝暮暮，

万里长征，好事多磨，苦中有甜，彼唱此

和。国难当头，理宜节约，替代钻戒，丹心

一颗。不要媒公，不要媒婆，两厢情愿，终

身合作。主不请客，客不恭贺，敬告亲友，

大家呵呵”；另一件是陶行知创作的一首以
结婚为题材的歌词：“男先生，女先生，结了

婚，打日本。怎样打日本？团结去斗争；结

婚革了命，不再为自身；为民族，求生存，联

合起来誓不分”，均与结婚证书有异曲同工
之妙。

光影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