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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管文化”的法律3部

●我国现有多少“管文化”的法律法规？文化部部长
雒树刚日前在全国文化法治工作会议上做了一番梳理，与
文化工作关系密切的文化法律有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著作权法3部。

——— 雒树刚介绍，目前我国在国家层面初步建立起了
覆盖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市场管理、知识
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除3部法律外，还包括
10多部行政法规，分别是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娱乐场
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文物保
护法实施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
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博物馆条例等。文化部现行有效的部门规章32个。

与此同时，各地文化行政部门根据国家的上位法，并
结合当地实际，推动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据
统计，与文化工作密切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有154部，地方
政府规章有138部，地方规范性文件达13000余件。全国地
方文化立法数量超过10部的有北京、河北、吉林、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四川、贵
州、云南等14个省市。

要理直气壮地做好主旋律片

●“中国动画片还需要在情感、情操、情怀三方面深
耕。不是只有搞笑、娱乐化才能博得收视率，一些时候，
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厚重感。”

——— 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副院长曹小卉说。
“很多媒体曾问我怎么看待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对境外动画
的限播、禁播，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在限播
之后用什么内容来代替。而从主旋律动画《翻开这一页》
的热播来看，在主旋律题材方面，我们还大有可为。其
实，日本、美国受欢迎的动画片也并没有回避主旋律、主
流价值观的传达。如果问喜欢日本动漫的观众，日漫哪一
点最吸引他，可能很多人都会回答热血。这个热血中就包
含着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等主流价值观，所以，观众并不
是不喜欢主旋律。而现在很多电视人对于这类题材的态度
并不是很正确，我认为，做这类片子就要理直气壮。”

收视率面前电视节目拒绝“思考”

●“按照收视率的逻辑，‘电视一思考，上帝就发
笑，观众就换台’，电视注定要热闹而拒绝思考吗？”

———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说。
“以中央电视台《开讲啦》、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为
代表的有一定思想性的电视节目，成为冲破收视率牢笼的
成功案例。有思想的节目不是艰涩的话语和生硬的表述，
有贴近性的语态才更容易让思想迸发巨大能量。中国电视
不能做收视率的奴隶。毫无思想性的节目好比得了软骨
症，我们要将更多有思想、有筋骨的电视节目呈献给观
众。”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6月1日，由文化部政策法规司主办，中
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和山东演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联合承办的“2015年第一期全国演艺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在山东济南开
班。此次培训班选聘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及演艺一线优秀的经营管理者亲临授课，以
解剖麻雀、案例教学、分组讨论的方式为来
自全国相关演艺单位的75名学员提供业务学
习和交流的机会。

如何管理和运营文化演艺剧场成为此次
培训班热议的主题。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剧
文学系副教授沈亮、香港教育学院艺术管理
教授郑新文和山东演艺联盟总经理林凡军等
演艺界专业人士，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给
出了各自的解答。在这些演艺界专业人士看
来，观众体验至上、追求文化价值的最大化
为各位管理者提供了耳目一新的思路和方
法，而演艺行业的“山东模式”则成为值得
借鉴的经验样本。

剧场运营应以观众体验至上

美国圣路易斯交响乐团在国际上屡获大
奖，然而还是没人来看。乐团进行市场研究
的结果表明，该乐团的声望反而造成了人们
的忧虑。

于是，乐团决定改变广告语。之前剧团
的广告语是“来到表演厅的都是专业的音乐
鉴赏家”，后来他们打出了这样一段话：
“当温顿在此表演时，即使是冷酷无情的杀
手也会为之动容落泪”和“不满意则可以退

款”，果然人气大增。
沈亮说，这个例子表明，“让人们远离

音乐大厅的原因不是古典音乐本身和门票的
价格因素，而是由于人们缺乏对此种经验本
身的亲切感。”

“观众缺乏对剧场的体验或者观众体验
不佳，就不会踏入或再次踏入剧场，这对剧
场的影响是最大的。”沈亮认为，“观众去
剧场观看一场演出有诸多环节，从‘决定
去、同意他人建议去、查看上演剧目、买
票、到剧院、到剧场、剧院现场、看演出、
吃饭、到家、决定再去看戏’是一个链条式
的反应，但如果某一环节的体验不好，就会
影响到整个观剧的体验。所以，剧场的经营
要格外重视每一个环节，不光要以优秀的演
出为卖点，更重要的要为观众提供一流体
验。”

在国内，剧场演出的时间一般在晚上七
点至八点，而这个时间正是上下班高峰时段
和晚餐时间，去观看演出就要经历堵车、挨
饿等。沈亮说：“如果能像国外的很多剧院
一样，将餐饮引入剧场周边，让观众在演出
前后有一餐美食的享受，我想会为整个观看
演出的体验加分的。”

要追求文化价值的最大化

“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远景是打造属
于‘每一个人的艺术中心’，担负着提供娱
乐、接触、教育、启发的使命；而中国国家
大剧院作为中国最高表演艺术中心，秉承人
民性、艺术性、国际性的宗旨，始终把追求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

时，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
一。”郑新文做了这样一个对比。郑新文表
示，曾经随机提问去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和
中国国家大剧院参加展演的学员们，这些学
员都能或多或少地说出二者在管理方面的一
些差异。

众所周知，剧院管理者要从事多种工
作，涵盖节目策划、艺术家管理、营销、观
众拓展、融资、设施管理、财务、人事、信
息管理等方面。“这就要求管理者追求艺术
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价值。在
我看来，所谓的文化价值就是这四种价值的
最大化。”郑新文说，“剧院经营者如何在
日常管理工作中平衡艺术、经济、社会和教
育价值，是一个剧院成功与否的关键。”

成功的剧院有哪些特点？结合香港西九
龙文化区表演艺术场地管治模式，郑新文认
为：“剧院管理首要的是追求文化价值的最
大化，其次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要重视剧院的
整体管理。”

“整体管理，就是要求剧院有清晰的使
命、宗旨，各部门有清晰的业务指标和工作
流程。在内部监察中采取表现评估和定期的
书面报告的形式来进行问责，决策上有效
率，内部流程尽量简单、无缝。”郑新文强
调，“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中国国家大剧
院、香港西九龙文化表演区的剧场管理模式
可能不适合于国内任何一个剧场完全照搬，
但是这些模式都会为管理者提供经验借
鉴。”

演艺行业的“山东模式”

“在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大背景
下，2013年3月8日，山东演艺集团联合全省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剧场、演出经纪机构等
共188家单位在济南成立山东演艺联盟。同
年10月，山东演艺联盟注册为法人公司实
体，成为全国演艺行业第一个注册成公司的
联盟组织。”林凡军说，“这种变革在演艺
行业尚未形成成熟的发展模式和有效的发展
路径、多数管理者和从业者缺乏演艺产业相
关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前
所未有的挑战。”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山东演艺联盟形成
了以山东演艺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山东剧场
院线、电子票务系统、联盟秘书处、山东演艺
产业孵化器和山东演艺联盟艺术培训中心为
支撑，集学术研究、项目运作、人才培养、票务
服务、版权交易、教育培训、企业孵化于一
体的全省演艺产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

如今，山东演艺联盟整合创作、院团、
剧场、经纪等演艺资源，集剧本创作、演出
策划、剧场经营、市场营销、演艺产品开发
等多个环节，打造了完整的演艺产业链条。
同时，山东演艺联盟担当起政府与成员单位
的中间组织，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政府决策参
考，为基层实践提供政策分析与业务支持；
参与和培育山东本土演艺产业发展，通过票
务系统、艺术教育、剧场院线等抓手参与市
场经营；与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深度
合作关系，共同培养各类演艺专业人才；整
合国内外学术资源，对山东省乃至全国演艺
产业发展作及时、深入、系统的研究。成为
“政产学研”一体的演艺产业发展综合服务
平台。

如何管理和运营文化演艺剧场

“山东模式”成为借鉴样本

□ 孙先凯

近日，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中国电影导
演侯孝贤摘得“最佳导演奖”的桂冠，再度
把国人关注的目光引向戛纳。70年前还只是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的戛纳城，如今已
经成为知名度仅次于巴黎的法国城市，很大
程度上，正是电影节成就了它今天的辉煌。
在笔者看来，以主办艺术节的方式来打造城
市品牌，不失为城市转型升级的突围战略。

纵观全球，还有很多城市因艺术节而受

益，如英国的爱丁堡、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
等。艺术节在这些城市落地生根，将“源于生
活又高于生活”的戏剧、音乐、舞蹈、电影的艺
术形式集中展示，给城市市民带来的是精神
的享受、情操的陶冶，同时也会直接与城市的
空间布局、基础建设乃至城市文化氛围形成
互动，沉淀成一个城市的品牌形象。

前些日子，成功打造世界一流文化艺术
节的阿德莱德节庆中心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总
监道格拉斯·顾提尔先生来到山东，分享了阿
德莱德举办艺术节在总体规划、项目、市场、
票务、融资、赞助等方面的经验。顾提尔表示，
如今，阿德莱德艺术节已经与城市文化产生
了“共鸣”。艺术节的成功举办，不仅提升了阿
德莱德这一城市的全球享誉度，而且培育、塑
造、发展了阿德莱德的城市文化，在市民心里
建立了一种根植于城市的归属感。

城市举办艺术节，能够在短时期内向市
民提供大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回想2013
年笔者在济南亲历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印象最深的是在山东博物馆举办的“2013欧
美经典美术大展”排队等候的场景，和观看京
剧《瑞蚨祥》所受到的震撼。在论及中国艺
术节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重要影响
时，有学者认为，“艺术节的作用一是改善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夯实文化发展的基础；
二是催生演艺精品，提高文化生产能力；三
是创新服务方式，让高雅艺术走进社区，群
艺精品进殿堂，促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四
是优化城市形象，增强国际竞争软实力。”
这些观点还是比较精当的。的确，艺术节的
举办除了带动城市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外，
最直接的就是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升。

举办艺术节，更能够激发城市的文化艺

术消费。从展示演出、节目组织、广告营销
等文化产品的消费到演艺经纪、衍生品开发
等文化相关产品的消费，艺术节带来的是全
民参与的文化消费“狂欢节”。

除了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消费之外，笔
者认为，艺术节给城市带来的形象提升是最
重要的。据悉，戛纳除举办电影节之外，还
吸引了国际电视节、国际唱片展、国际游艇
等300多个展会。

笔者了解到，第十届山东文化艺术节将
于2015年国庆节前后在济南举办。届时将举
行包括全省新创作优秀剧目展演、美术作品
展览在内的各类文化活动，让群众享受“艺
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在济南举办的山
东文化艺术节，对济南提升城市公共文化服
务，促进城市文化消费和提升城市品牌形象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艺术节也是城市的一个招牌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讯 5月27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

“传统的复活——— 中国当代艺术的另一条线索”画展，在
2015年纽约书展中国主宾国文化艺术展上开幕。此次展览
展出由潘鲁生、徐累、武艺、李津、冯海涛等十几位中国
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传统的复活”中国当代艺术系列展览始于2009年法
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至今已在法兰克福、伦敦、
北京、土耳其成功举办过四届。据介绍，近年来，对中国
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重新认识和评估，主动对接传统，从传
统中寻找灵感和资源，成为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共识。

“传统的复活”这个系列的艺术家们的创作，充分体
现和表达了这种复杂性，试图打破“东方”与“西方”，
“传统”与“当代”的二元对立，以自己独特而具体的创
作实践找到传统与当代的契合点。

在此次文化艺术展期间，还举办了泰山文交所推介
会、泰山文交所“金融与艺术的融合”座谈会等系列活
动，通过这些活动提升了泰山文交所在国际文化艺术产业
领域内的影响力。

中国当代艺术画展

在纽约举行

□ 王军

惠民县孙武街道武圣园景区，一个掩
映在绿树之中的展馆，最近成了人们眼中
的热点，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叽叽喳喳的
孩子，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就是鲁北民
俗博物馆。

鲁北民俗博物馆是由孙武街道房家村
村民房春生自己出资100多万元建设的，由
于他经常在外承揽一些建筑工程，不时会看
到一些散落和丢失的老物件，看着一些老物
件被丢掉，便觉得非常可惜。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今年清明节假
期，房春生的民俗博物馆正式免费开放，
当天就吸引了数百名群众前来参观。整个
展厅约1500平方米，由工业民俗类、商业
民俗类、文艺娱乐民俗类、民间工艺美术
类等7个展厅组成，共收集花轿、人力车、
食盒、水车、雕花木床、油灯、钱柜等各类
民俗物件2688件。

走进鲁北民俗博物馆，让人恍然有一种
“穿越”的感觉。在展馆东北角的显眼位置，
有一架织布机、一辆纺车，织布机上有半匹
布，梭子安静地躺在布匹上。“从小就穿着老
粗布长大，现在想想还是那种手工织的老粗
布穿在身上舒服。”房春生说，“织老粗布要
经过纺线、经线上浆、牵线、挽绉等七八道工
序，看到这辆纺车，就想起母亲在昏黄的油
灯下纺线织布的情景。”

在石磙、石磨、石撵和各种农具旁
边，房春生也是感慨不已。看着这些农
具，他好像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给牛
套上石磙后，一声吆喝，牛便在打麦场上
有规律地转起了圆圈。麦粒在“嘎吱嘎
吱”的石磙声中纷纷掉落在地上。“现在

收麦全是机械化了，地头上就能直接把小
麦卖掉，这些东西，现在的孩子们，和他
们说，他们也不清楚咋回事。”房春生
说，“下一步，我想在展厅外面建雕塑，
还原一些逝去的场景。”

惠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鲁北民俗
博物馆的展示内容之一，其中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惠民泥塑，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木板年画，手扎灯笼、牛皮鼓、武定
府小菜等。参观者可以了解惠民一些独有
的传统工艺和民风民俗。

“这个项目是纯公益的，将来也不会收
门票。”房春生笑着解释，“流传在近现代的
这些实物，过去我们在农村经常可以见到，

往往也就熟视无睹了，大量的民俗物件就这
样从我们眼皮底下流失了，如不采取措施保
护，将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损失和遗憾。”

目前，惠民县已经有两家由个人出资
建设的民俗博物馆，开馆以来，一直坚持
免费开放，每月都有千余人参观，附近县
市也有不少民俗爱好者前来参观摄影。

一农民出资百万收集2600多件老物件

留住乡村民俗记忆

□新华社发
5月30日，在意大利米兰世博园，演员表演中国原创

舞剧《马可·波罗》。当日，意大利米兰世博会开启“北
京活动周”，作为活动周主要内容之一，中国原创舞剧
《马可·波罗》在世博园上演。

鲁北民俗博物馆中展出各式石槽等老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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