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站首页 ·《文学遗产通讯》 ·博士后园地 ·学界要闻 ·学术会议 ·学人访谈 ·学者风采 ·学术团体 ·学术期刊 ·学术争鸣

·文学所简介 ·虚拟文学博物馆 ·研究生教育 ·汉学园地 ·当代文坛 ·书目文献 ·诗文鉴赏 ·论著评介 ·专题研究 ·古籍整理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术会议 

历史见证时代先声——“改革开放30年与文艺创作高端论坛”在
沪召开

【作者】金莹

    10月17日，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市文艺创作中心承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与文艺创作高端论

坛”在沪召开，五位专家学者分别就文学、影视、戏曲在30年里的观念、形式、体制等转变的发展历

程作主题发言，一直活跃于上海文艺实践、评论和理论方面的专家50余人也出席论坛，展开研讨。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上海的文艺创作是和全国同步的。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戏剧、电影、电

视剧创作，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杨益萍表示。 

    文学:忧喜参半三十年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学从清算“四人帮”，使文学回归到现实主义轨道上，到引进西方的文

学思潮文艺观念，开始注重形式实验；从呼吁文学走出实验室，返回现实主义的潮流，到商业化大潮

大众文化兴盛，文学创作走向日常化世俗化，中国文学30年的发展与嬗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关

联。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剑龙从散文、小说、诗歌各个领域梳理了从新时期之初到如今的文学观念和

文学创作的嬗变，而这些变化可说忧喜参半:30年来，文学已摆脱政治工具的身份，日益成为反映生

活、记录人生、抒发情感的语言艺术。“虽然文学并不能绝对远离政治，但是文学当政治的‘小媳

妇’的时代已过去，注重文学本身的独立性，关注文学本身的特性，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

一种倾向。”文学创作更加贴近读者、生活和市场:“长期以来强调文学的启蒙与教育，而忽视文学的

消遣与娱乐，使作家与读者始终处于启蒙与被启蒙、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在文学完成了伤痕、改革

等历史使命后，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中，文学的商品性得到了强化，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获得了认

同，文学不再是简单的教科书，文学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读者与市场日益受到重视。” 

    但中国文学每个阶段的发展之后似乎都有新的忧虑出现。如1985年至1989年间，中国文化总体上

形成了以西方文化为旨归的现象。“由于西方思想与理论的介绍与借鉴大都以中国知识界的召唤与行

动为前提，追慕新奇排斥平实、推崇经典关注精致，使国内此时期的文化表现出一种精英文化的意

味，文学创作也形成了一种追求倾向:以域外文化为模本，在模仿借鉴中解构传统；以探索创新为目

的，在求新求变中超越世俗；以形式的实验为主，在走向世界中追求个性。”但也是在这一时期，由

于过度热衷于形式的实验，一些作家因此而忽视文学的内容，以至于使文学创作成为了一种技巧的玩

弄，使文学逐渐脱离了读者。杨剑龙引用评论家白烨谈新世纪文学时的评价:“进入新世纪后，文学一

直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以亦喜亦忧的方式呈现着:各种写法多了，佳作力构少了；作品

种数与印数增了，艺术质量与分量却减了；小说改编影视的多了，经得起阅读的却少了；期刊的时尚

味浓了，文学味却淡了；作家比过去多了，影响却比过去小了；获奖的作者多了，能留下来作品却少

了。”杨剑龙提出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某些隐忧: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在努力走向世界赢得世界认可的心

态中，中国作家们往往更关注西方文学传统，而忽略中国文学经验，常常以先锋姿态、现代面目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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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而忽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文学传统。在关注日常生活、世俗人生的叙写中，中国作家们往往忽

视甚至鄙视崇高，在对于庸常人生的描写中忽视崇高精神的追求，以迎合市场与读者。在文学市场化

的语境中，中国作家往往过多关注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寓教于乐的功能，以降低文

学的品格迎合市场，使文学创作呈现出量多质量次的现象。 

    影视:曾是半壁江山 

    “‘文革’后，中国社会经历第一次大转型，上海电视剧迅速跟上时代，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

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历第二次转型，此时的上海电视剧却从顶峰跌落，基本上没有产生轰动全国

的作品。而北京电视剧则继续保持了上一时期的领军地位。为什么天生具有商业潜质、对市场敏感的

上海电视剧反而会落伍，值得我们反思。”论坛上，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助理陈梁和上海戏剧

学院教授吴保和都提出这样的问题。 

    陈梁介绍，上海电视剧在一开始就显示出如同“电影之半壁江山”的势头，不仅产量多，还在连

续剧、单本剧、儿童剧、戏曲片等方面全方位开拓，这是连北京和广州都无法企及的。粉碎“四人

帮”后，上海快速出击的电视剧作品《永不凋谢的红花》、《玫瑰香奇案》、《法网》等轰动全国；

从1983年到1987年举行的第一至第五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来看，上海电视剧创作全面丰收，每届均有斩

获。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有全国影响的上海电视剧作品有《围城》、《上海的早晨》、《孽

债》、《儿女情长》等八部作品。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真正属于上海电视剧，并勉强称得上有全国性

影响的作品，只有《红色康乃馨》和《诺尔曼·白求恩》。 

    “上海不缺时代赋予的大背景与环境、不缺本土题材和故事；上海有海派文化的百年积淀，有上

影集团这样的老基地，上海电视剧也不缺文化积淀与艺术传统；上海电视剧的收购价格高于其他省级

电视台，投资电视剧的资金充裕，上海电视剧更不缺资金、不缺领导支持与政策扶持。但近年来上海

电视剧的表现却很难令人满意！”吴保和感慨。 

    对此，他提出上海电视剧的三大缺失:缺乏明确的文化追求与创作理念，导致经常跟在别人后面

走；缺少具有品牌效应的创作团队，这导致上海电视剧缺乏支撑作品，无法产生全国性的传播效应；

缺乏有效的本地人才培养聚合机制，导致优秀创作人才散失。“上海不少制作机构的心态是将电视剧

更多视为文化商品，满足于挣点小钱过安稳日子，寻求比较安稳安全的做法，其后果就是一味跟风

走。对于通过电视剧表达文化追求没有自觉意识，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都比上世纪90年代降低许多，

而精神的委琐是无法生产出代表海派文化的精品电视剧的。”“市场化过度产生的本地优秀人才缺少

用武之地。上海电视剧有钱，但有钱买不到文化基因，因为文化基因体现在人的身上，而海派文化基

因是要靠多年积累在特定的创作者身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用钱买到的。其次，有些地方的优秀创作

人才虽然可以为上海所用，但一旦那些地方对本地优秀人才、特别是编剧实行限制的时候，上海人才

不足的困境顿时就会影响电视剧的创作。” 

    “上海电视剧要认清自己的文化基因、发扬自己的传统优势，积聚大批优秀人才，尊重电视剧创

作与传播规律，走体制创新之路，方能重现上海电视剧的辉煌。”吴保和说。 

    而在上海大学副教授石川看来，美学革命和制度创新则是贯穿中国电影30年发展始终的两大基本

走向。在经历了从政治美学到市场美学的美学革命，以及从外延扩张到内涵发展的制度创新后，还在

摸索发展。“事实上，电影艺术质量的提高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归根结底还有赖于整个电影产业走

上一条内涵化发展的正路。这大概正是中国电影产业今后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改革发展的目

标之一。” 

    戏曲:脱胎换骨的生存突围 

    改革开放30年给传统戏曲带来重生:“十年浩劫”曾使中国的许多地方戏曲剧种处在瀕于灭绝的边

缘。改革开放初始至1980年短短的二三年时间里，传统戏曲就迅速恢复了200多个戏曲剧种，全国2000

多个戏曲剧团得到重建，10余万艺人重返戏曲舞台，1000多出传统剧目重与观众见面。传统戏曲在剧

目创作，戏曲各类人才的培育和戏曲艺术上的探索革新都有了辉煌成果。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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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文华奖，以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奖项也从不同的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戏曲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仍有许多不足与困惑。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其影响所及，传统戏曲的改革特别是改革的阵痛也是从

市场对其的影响与介入开始发生的。”上海大学教授蓝凡用“生存和突围”来概括中国传统戏曲在面

对市场生存时进行着的“脱胎换骨”的改造:“30年戏曲改革的前20年，主要解决的是作为文化事业的

戏曲内部的剧目问题，即依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繁荣戏曲剧目；后10年中，由于部分

戏曲院团的体制转轨，才发生了戏曲院团的生存问题。换句话说，前20年，戏曲主要解决的是服务问

题，后10年解决的却是生存与服务问题，”而对有些剧种讲，“更重要的是生存问题”。 

    市场快速导入引发了戏曲院团体制上的嬗变，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的。蓝凡表示:体制上

的转轨，改变了戏曲生存的基础——从事业转向企业，一下子将戏曲推向市场，抽掉了作为事业的戏

曲生存的经济依存。在这之前，戏的演出好坏，上座率的高低，仅是个工作态度和状态问题，但这以

后，一下子就成了戏曲自身的生存问题，而在这一方面，传统戏剧自身显然是估计不足和准备不够，

只能靠外力进行。”甚至可以这样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进行的国家全额拨款表演院

团的筛选(抓大放小)和笼统地要求戏曲院团靠市场来求生存，在节奏上和力度上缺乏更科学的评估和

实施计划，客观上加大了戏曲院团在经济上的无力感，“这就造成了人的生存困境大于艺术创造的困

境”。此外，戏曲艺术自身的复杂性(表演程式、唱腔设置、布景装置等)，给艺术上的革新创造和高

质量新剧目的创作增加了难度；抢救和整理传统剧目的急迫性，弱化了戏曲现代题材剧目创作的迫切

性和必要性；影视与现代社会娱乐活动的增长，挤压了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锤炼空间与时间…… 

    但蓝凡同时表示，我们也不能轻易地在舆论上鼓动“戏曲危机”，以至于把一些戏曲发展过程中

正常的现象和状态都一概说成是“危机”: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传统戏曲已经是“病入膏肓”的“植

物人”，在经济政策上对地方小戏加以扶持就是“输液维持生命”，地方戏曲剧团的减少也不能简单

地与戏曲(剧种)的消亡划等号，“只有区别对待，才能对症下药”。 

    戏曲在新时代继续探索，寻找适合的生存之道:戏曲剧团的民营化是一条出路，剧目数字化/网络

化是一条出路，资源共享和重组是一条出路。据悉，青春越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还将网络文学引

进戏曲表演，戏曲界与其他领域的互动联姻，也将为戏曲的当代转型和新形态的发生，提供尽可能多

的选择。 

    “无可怀疑，新世纪的中国戏曲文化将是极其灿烂的，它将以极开放的态度重现自己的民间精

神，以极宽容的品格同化世界戏剧的精髓，并经过整合转型而将自身的发展推向极致。”蓝凡表示。 

【原载】 《文学报》20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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