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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审美能力和需求的提升，将倒逼文化产业迎来“井喷期”

☞ 不管对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国家来讲，高辨识度的原创精品的培育，与居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消费意愿的提升都是呈正相关的

中国文学从未停止过为中国人

提供心灵指引的步履，一直都在丰

富着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壮大着

新的文学创作自信

周末看电影或带孩子听场音乐会，是不少人的生
活方式。但你计算过一年肯花多少钱在文化消费上
吗？近日，来自2017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下称“文交
会”）上的一组数据令人吃惊：在广州，2016年城市家庭
人均文化娱乐消费高达4991元，占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的13.1%，位列全国第一。

12月11日至24日历时两周的文交会，成了广州人
的一场“文化狂欢节”：纪录片“通宵场”场场爆满，铁杆

“纪录片迷”们一夜看完六部片仍意犹未尽；电影胶片
收藏家王道坤带来胶片时代的电影，令年轻人竞相去
体验在星空下用大幕布看电影的心跳感；故宫博物院

“朕的心意”点心等“网红”文博创意精品在博览会上一
露脸就大受欢迎；而自称“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不下
30遍”的观众，终于逮住“在家门口遇见大师”的机会，
拉着该片导演萧寒“一诉衷肠”……

在广州，演出市场生机勃勃，没有“淡季”。广州大
剧院 7 年接待 200 万人次，跻身“世界十大歌剧院”行
列。2015年世界音乐剧王子布拉德·里特尔携《剧院魅
影》来中国巡演，在广州大剧院连演40场，引发观剧狂
潮，里特尔至今还在感慨：“广州观众太热情了！每次
来都有回家的感觉。”

在倡导“文化自信”的今天，广州市政府究竟从何
处着手，让市民甘愿花大钱为文化买单？这值得探究。

高平台，不能曲“高”和寡

广州现有9项全国性、国际性的高端文化活动平
台，包括中国音乐金钟奖、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中
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广州）国际演艺交
易会、羊城国际粤剧节等。这些平台的打造，不但为
广州博得了全球粤剧中心、音乐名城、纪录片之都等
盛誉，更做大了文化产业蛋糕，2016年广州文化产品
进出口总额达130亿美元，居全国前列。目前，广州
正进一步谋求具有更高影响力的大平台——在整合9
项平台的基础上打造文交会，向文化“广交会”的目
标迈进。

高平台，谁都想拥有，但不少城市的尝试却落得曲
“高”和寡、“高”处不胜寒。广州打造一个个平台都获
成功，秘诀何在？就在于不光着眼“高端”，更着眼于

“高参与性”，即亲民性。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所呈现的

“爆发力”。纪录片节诞生于2003年，那是纪录片在中
国绝对属于冷门片种的时期。纪录片节秘书长刘军回
忆，一开始的展映环节观者寥寥，大费周章最后才来了

两个人。
怎么办？他们决定从免费放映入手，先把市场

培育起来。于是，广州市民每周日都能在广州图书
馆免费观看纪录片，一年 365 天都有展映。慢慢地，
市场发展起来了。2017 年，广州图书馆展映厅的上
座率已达 90%。广州被公认为“最懂纪录片的地
方”。据爱奇艺统计显示，2016年广州观众观看纪录
片总时长超过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一。有了这样
的市场沃土，广州纪录片节得以释放巨大的国际影
响力。2017 年展会，有 113 个国家和地区携 4239
部/集作品参展，加拿大、波兰、德国、意大利等国
纷纷组团赶来“淘宝”。

机会来自受众，否则再高端的平台也只是空中楼
阁。广州文交会上，很多专家都表达了类似观点。“我
们将迎来怎样的机会？就是‘想象力经济’。消费升级
并不代表着消费者有钱了，而是他们的想象力升级
了。”中国著名设计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研
究员贾伟说。很多专家都认为，市民审美能力和需求
的提升，将倒逼文化产业迎来“井喷期”。

广州的成功，就在于扎实迈出了“亲民”这一步。
二沙岛上有19年历史的星海音乐厅，最初是第一代观
众带着第二代观众前去听，如今已迎来了大批第三代
观众。多位来广州演出的艺术家盛赞，观众的文明程
度是和国际接轨的。

事实上，广州的经验也是与国际接轨的。享誉世
界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副总监保罗·宏登，在谈到广
州戏剧节的成长时表示：“阿维尼翁戏剧节的预算有五
成来自政府的支持，之所以能得到政府支持，与政府给
戏剧节的使命有关。政府就是希望戏剧走下‘神坛’，
让更多的人能走进剧场。在广州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
办戏剧节并不容易。可喜的是，广州已经有了培育市
场、培养观众的意识。”

立足本土，用“情”打开钱包

广州市民愿意为文化买单，除了文化触手可及，还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对本土文化的欣赏和
自信。

“广州建城 2230 多年，南洋文化、海丝文化、岭南
文化交相辉映，城市文化的特色鲜明。近年来，我们尤
其注重立足岭南文化精粹，去培育本土文艺精品和文
艺人才，用广州故事去唤起广州人特有的文化情感记
忆。”广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任天华表示。

正是在此思路下，广州文艺精品不断，人才辈出，

本土文化产品在市民中的认可度渐高。广州歌舞剧院
创演的音乐剧《西关小姐》，用浓郁的广府风情迷醉了
一批又一批观众；粤剧《碉楼》创作至今演出逾百场，吸
引的不仅是老粤剧爱好者，更赢得了年轻人的心；许鸿
飞雕塑世界巡展在11个国家成功举办，向各国民众传
递了岭南的艺术风姿和文化自信……

“广州发展文化产业，一定要依托本土文化，打造
不可取代的个性化产品。”在广州文交会上，正威文化
集团总裁陈鹤平表示。可为印证的是，从文交会上所
展示的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化产品来看，最受欢迎的并
不是所谓的“国际化经典”，反而是那些地方风格浓郁、
具有高辨识度的原创作品。

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是，在广州国际演艺交易会的
现场推介环节，广东本土剧院为世界各地的嘉宾们展
演了一批岭南特色剧目。国外嘉宾真的能看懂吗？中
国台湾广艺基金会执行长杨忠衡出于好奇，问了好几
个外宾。“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赞叹，表示文化不会
因差异而产生隔阂，反而会带来好奇和兴趣。”杨忠
衡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联会秘书长伊黛
娅·奥泰古伊，在看了广东省木偶艺术剧院最新创作
的岭南特色木偶剧后赞叹：“简直精彩绝伦！这是我
看过的最棒的现代木偶剧之一，完全可以走上更广阔
的世界舞台。”而演交会总监徐彬透露，演交会上交
易的热门就是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本地剧目。

“人家来不会买古典芭蕾，但是会买现代芭蕾，比如
广芭的《化蝶》。”

国外的经验同样如此。BBC在去年春节期间播放
的重点节目《中国新年》火遍全英国。节目为什么会成
功？BBC环球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新年》的主创代
表游达仁在文交会上分享说，把故事讲好一直是BBC
的强项。BBC的内容团队从中华文化中挖掘出了很多
能引起共鸣的小故事，把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作为每
一个故事的中心点，从而引起了英国网民的情感共
鸣。节目播出时，有英国观众说，明年春节一定要去中
国，体验一下春节的快乐。

可见，不管对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国家来讲，高辨
识度的原创精品的培育，与居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消
费意愿的提升都是呈正相关的。正如广州的探索，只
有源源不断的岭南文化精品才能打开人们的钱包，令
广府文化的魅力得到市民认可，也得到世界认可。

现年已67岁的胡光荣，是湖北应城市三合镇伍山村人，一个人守着伍家

山上的老土窑。

胡光荣和他的土窑颇有些旧时隐者的风范，窑棚用渣块土壁一分为二，一

边是操作间，另一边则是小库房。操作间是主要的工作场所，用以盘泥、拉坯、

晾坯。墙角一边散堆着自山间取来的泥土，这些泥土经过耙细、筛渣、润湿，然

后在另一边的工作台上反复揉捏，直至泥土细润柔滑后才能用于拉坯。

窑炉就在门首正对面，那是一座传统的“通风扯火窑”。窑炉为陀螺状，下

大上小，取窑口在炉顶，揭开铺设其上的油毡布，探头看去，一窑烧好的土茶壶

挤挤挨挨在圆鼓状的窑腔里排放着，待冷却后，便用长长的钩杆，将它们一一

钩出窑炉。 郑 毅图/文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著名学者费孝通认为，文化依赖象征体
系和个人记忆维持着国家与民族的共同经验。文学作为这个

“象征体系”与“个人记忆”中最具感染力和生命力的部
分，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国民认识自己、确证自己和壮大自己
的精神养分。中国文学从未停止过为中国人提供心灵指引的
步履，一直都在丰富着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壮大着新的文
学创作自信。

诗性或诗意被作为文学和艺术最高境界之一，衡量着创
作的品格与水平。诗性与文化自信有天然性联系，在于文化
关乎人类精神世界的成长。文化自信是最根本、最基础、最
深厚的自信，反映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
积极践行，体现了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诗性作
为对本民族文化积淀的升华，说到底是文化的厚积薄发，是
对本民族文化高度信念和信心的坚守。越有文化自信，就越
有勃发与增强诗性的自觉。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活动，需要文化底蕴的支
撑，需要有对生活、世界与人的充分认识与感悟。这些感性
体悟的积累，有助于文化自知之明的获得，有助于自己民族
及文化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特色和发展趋向的清楚认
识。而自知之明是提高文化创造、转型、革新自主能力，增
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强大自觉，有助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开拓更大的精神自主疆域。

有学者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个中国人，只要学会中
文，能够使用一两百个成语，他就会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
比如与人为善、自食其力、推己及人、同舟共济等等。就是
因为中文是中国人历史文化的承载，这些成语也好，语言表
述方式也罢，是文化积累，是文化自信自豪的底气。我们国
家丰厚的文化积淀是当代文学表达的坚实前提，可以极大拓
展表达的疆域，助推作家思想、声音、态度的自由飞升。

诗性是作家的独特领地，作家作为一个民族的感觉器
官、思维神经与智慧的瞳孔，从情感、感觉、思想、灵魂等
方面守护所属民族的精神成长。诗性意味着立足于现实且对
现实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做的就是升华的工作，不是
直接描摹克隆，更非现实翻版。诗人艾青说过：“作家并不是
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
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去
写一篇东西，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
事物，去批判事物。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
感，因为不这样，他的作品就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好
的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作家的“心象”，是对现实的超验。过度
的和绝对的“写实”，过分注重所谓故事如何吸引人，注重情
节的狗血，缺乏或者忽略将作品进行艺术的提纯，将现实化
为艺术，搭建不起现实通往艺术的桥梁，作品则只能沦为
平庸。

诗意或诗性意味着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意味着创作者找
到了进入生活的通道，以自己的创作安放了自己的声音、色
泽和语调。即使再活生生的生活，再为大众所关注的社会现
象、轰动性新闻，假如离开了作家的独特视角、处理方法，
离开了那些吸引他创作的生活在头脑中的反复发酵、充分吸
纳，也无法化为富有个性、可被接纳的艺术化现实。诗性化
追求就是化生活为个性化表达，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意蕴。
如果偏执地沉溺于故事情节，迎合大众浅表化的猎艳猎奇，
文学蕴涵和诗性品格必然丧失。

有抱负的作家关心人的精神层面，要为人类的未来考虑
问题，以文学为人们仰望星空提供一些参考或者动力。文学
创作涉及人的精神安顿和灵魂幸福，以庄重的榜样预示未
来，避免由于我们不对未来有所设想，不超越当下具体的利
益，而造成眼光的短视，以及精神的枯萎与封闭。鲁迅所主
张的疗救人的灵魂，他所说的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人们到光
明的地方去，就是要让人们获得摆脱卑琐、奴性和目光短浅
的勇气。巴金以自己的创作叙说信仰的力量，讴歌理想、赞
美未来，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太阳、星光、明灯、圣火等充
满光与热，能给人带来信心与力量的形象，就在于他对人类
有大爱，对世界有大悲悯，他永远有滚烫的诗心。

好的文学永远不陷入从生活中所见即所得的狭隘，不陷
入粗俗化的鄙陋。不失去诗意的色彩，才能够发挥文学滋养
人精神的作用。以欣赏的眼光、陶醉的心态去表现“恶”和

“丑”，只会使人心生厌恶，不可能使人感悟到“美”和“诗
意”。从生活出发、脚踏实地，立足自己国家、地区、乡村
面临的现实是重要的前提，把实实在在的中国经验、中国故
事讲述出来，同时也需要强调，一定要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
向瞩目，向世界贡献独特的声音和色彩，给人以理想的烛
照，给人以希望与信心。文化自信正是这些声响和色彩的强
大依托。 （作者系《文艺报》总编辑）

文化自信

与诗性表达

梁鸿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