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筹会给文艺生产带来什么
□张慧瑜

近期国产 3D 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获

全胜，不仅超过好莱坞动画电影《功夫熊猫 2》，创造了

内地动画电影票房的新纪录，而且口碑等社会效益也

不错，显示了国产动画电影制作水平的提升。这部电影

除了在叙事上实现了中国故事与好莱坞超级英雄的融

合，还采用了文化众筹的方式来融资。这不得不引起我

们的关注：这种借助互联网平台出现的众筹融资模式，

是一种新的文艺生产方式。

一个项目策划、一个文化创意，在专业的众筹网站

上一经发布，就有可能吸引网友的筹资，从而获得启动

资金。对于那些刚刚创业的人们来说，众筹确实提供了

一种把梦想、创意变成现实的机会。作为互联网行业的

新生力量，众筹既是一种融资渠道，又代表着一种新的

商业文化精神。相比一般的商业模式，众筹最鲜明的特

色就是一个“众”字，也就是大众性和公共性。众筹的初

衷是给没有资金的个人或团队提供项目展示的平台。

众筹之“众”不仅体现在生产者一方，对于消费者来说，

众筹也提供了一种普通人都可以参与的投资模式。由

于众筹项目一般不设定金额数量，所以普通消费者只

要根据是否对产品感兴趣就可以投资，消费者最终收

获的不只是产品，还包括一种“投资”的快乐和参与感。

与其他文化投资不同，众筹是一种非营利性投资，

这主要体现在投资人的回报形式不是分红和利润，而

是一种产品分享或非物质性的特殊服务。这种非盈利

性投资和回报模式，体现了一种互联网时代的互助精

神和共享意识，也改变了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动力的

现代商品经济。这也使得一些公益项目适合用众筹的

方式来推广和融资，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美好目标。当然，也正是这种非盈利的融资模式，使得

众筹项目的资金规模不可能太大。从一些众筹成功的

项目来看，几十万元以下的项目更容易成功，这也使得

众筹还不可能取代主流商业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众

筹没有未来前景。

对于融资难、回报慢的文化产品来说，众筹不失为

一种正常商业模式之外的补充形式。据说世界上第一

家众筹网站的灵感就来自于为音乐会正常演出而筹集

资金。对于一部小说的出版、一部戏剧的演出以及一场

电影的拍摄等一次性文化产品的生产来说，众筹有其

自身的优势。只要有足够好的创意和策划，就会吸引消

费者的关注，而文化产品的回报也比较容易实现，投资

人可以成为享有“某种特权”的读者或观众。

文化产业的特点是投资风险大、时间长、回报率

低，这就造成文化投资往往比较保守，籍籍无名的文化

生产者纵使有好的创意也很难获得启动资金。比如电

影行业的惯例是，一位导演能否获得投资的参照是其

上一部电影的市场表现，这对于很多新导演来说能否

获得第一部电影的拍摄机会是最难的，众筹恰好可以

成为艺术产品的试金石，起码能够看出这个艺术创意

是否带来“人气”，已经有“不缺钱”的电影项目也通过

众筹来提前宣传和预购。

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市场的消费主体是青年人，不

管是网络游戏，还是电影、小剧场话剧，都市白领阶层

都是绝对的主体，而能够接受众筹这种比较新的商业

模式的也是同一个群体，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艺术产品

相对比较容易获得众筹成功。

众筹也可以服务于公共艺术基金。据统计，自2011

年起韩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众筹项目达57项，募集资金达

2.16亿韩元，众筹已成为韩国政府吸引民间捐赠的重要

模式，这对中国艺术基金的可

持续发展也有参考价值。目前

国内许多众筹网站纷纷打出

“梦想成真”、“实现梦想”的口

号，这确实契合当下“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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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是有生命的学问
——访评论家肖云儒 □本报记者 行 超

“真理越辩越明”本应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之

间良性循环的应有形态，但不可否认，近年来，文学评

论界有时也会呈现为“一团和气”的状态。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引用鲁迅的话，提醒文艺工

作者不仅要发现“好苹果”，更要做“剜烂苹果”的工

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这引起了文艺工

作者的共鸣。1940年出生的肖云儒从事文学评论50

余年，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评论是有生命的学

问”，“评论家人格的提升是最关键的”。

记 者：在去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对我们的

文艺批评也有很好的启示意义。最近，中央提出要加

强文艺批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要光说好话，要有

好说好、有坏说坏，鼓励文学批评要敢于批评等等，这

些对我们的文学批评都起到了指导作用。您是有几十

年经验的文学批评工作者，您觉得现在我们的文学批

评出现了什么问题？

肖云儒：当下的文学批评当然有很好的一面，但

它的主要问题我想用8个字来概括：“外围沦陷，主体

内闭”。所谓“外围沦陷”，因为我们的文艺批评话语在

最近10多年到20多年的时间里是被市场的需求、读

者的需求所包围的，这就使得主体话语难免会被碎片

化、边缘化，那样，文艺批评就失去民众对它的信任。

这其中有很复杂的原因，文艺批评家如果跟当下鲜活

的文学现象无法交流，就会形成“主体内闭”的局面。

现在的青年人、网络作家以及广大读者的趣味、心理，

很多批评家是不清楚的，所以跟他们无法交流。这样

就使得文学批评成了自言自语、自说自话，不可能对

当下生活有针对性。

作为一个老评论工作者，我觉得文学界现在要认

真思考当下的文艺评论体系，要思考构建文艺评论的

中国体系。我们古代文艺评论是东方审美体系的，五

四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界开始大量

借鉴西方思潮，这让我们的批评反而没有体系了，把

传统东西丢了，又没有很好地糅合西方的体系。现在

要认真构建文艺评论的当代中国的体系，这就需要我

们在现代语境下恢复东方审美传统，打通传统跟现代

的关系。同时还要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所

谓主旋律不是指社会主旋律，而是文学主旋律。文学

主旋律是真善美，而真善美的表现方式是多样化的。

所以这两者是不矛盾的，要在不同中找到和谐的部

分。其次还要处理好精英批评和公众批评的关系。评

论必须是面向大众、面向读者的，是要跟民间话语能

够接通的。还有就是要跟作家、读者有心灵的交流，发

掘作者的内心世界、读者的内心世界，评论文章才能

有生命的温度。

记 者：那么您认为，文学批评到底应该怎样引

领创作，引领阅读？

肖云儒：我们当下的评论对公众的引领是不够

的。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文学评论家的理论

素养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考能力有待提高。评

论家人格的提升是最关键的，评论家必须有非常成熟

的人格，有充盈的生命激情、丰富的人生经验。从这

个角度来看，评论家跟作家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

不一样，作家是用形象去表达，评论家是用理性话语

来表达。

理论是可以学科化的，而评论不能学科化，评论

从来都是生命化的，评论是有生命的学问。要解决这

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构评论家的主体性，这里

面除了理论建构、价值建构、文体建构等等之外，最重

要的就是内心的建构、人格的建构、人生体验的提炼

和升华，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以一种充满激情的审

美姿态投入到欣赏和解读过程中去，才可能感动作

者、感动读者。

目前的文艺评论需要一批懂得生活的人，要一代

一代地培养懂得时代变迁、生活变化的作家，评论家

也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审美，年龄差距过大的评论家和作家之间一定是有隔

膜的，这个不能苛求。所以我们目前需要培养年轻的

评论家，他们更了解最新的生活，了解民众情绪、

时代情绪，更能与读者和作者产生经验的共鸣、生

命的感应。

记 者：您提到了要加强青年评论家的队伍建

设，这个问题现在很重要。事实上，现在的年轻人与您

和其他老一辈评论家相比，享受的是好得多的条件，

平台也更大了，应该说，他们具有很好的理论修养和

学术背景，但似乎与老一辈评论家相比，他们真正的

“批判”精神变得微弱了，让人觉得刚出生就已经老

了。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肖云儒：现在很多青年评论家都是从高校走出来

的，生活经历比较简单，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原因其

实跟评论家的人格建构有关。评论家首先要防止各种

社会无良精神的腐蚀，不能只是为市场服务、为大众

传媒服务、为某个小圈子服务，评论家的人格力量应

该足以震慑住各种各样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

对于文学评论来说，发现缺点跟发现优点一样困

难，甚至于更困难。我认为，评论家要想做到“有好说

好，有坏说坏”，就必须尊重自己的第一感觉。对我来

说，一部作品如果感动了我，影响了我对生活、对人

生、对生命的看法，或者引发了我思考的动力，这就是

好作品，其他艺术手法上的问题是另外的事，起码总

体上是好的。文艺批评要敢于批评，要真正发现、扶持

一两篇非常有质量的批评文章，这样才能整体提高批

评的风气。同时更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养成这种风气，

维护这种风气。

记 者：您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最早提出了“散文

形散神不散”这一说法，至今对我们的散文研究和创

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批评家要想写出

锐利的、敏锐的作品，要想在文学评论上有所建树，需

要敢于打破一些旧的东西。但是同时，批评家在另外

一个层面上，是否还要具备一定的包容性？

肖云儒：批评是对事不对人的，批评要有容乃大、

与人为善，这是很重要的。“老三届”的评论家，你看他

的文章，真的能够看到他的人生积累和生命体验，那

就是因为他经历过基层生活，经历过社会的风浪。他

们的评论不是从书本里走出来的，而是从生活和生命

中走出来的。我跟雷锋同年出生，头脑中始终有一种

“螺丝钉精神”，这也许恰恰是我们这代人幸福的地

方。我是人大毕业的，毕业后把我分配到陕西，于是我

的一辈子都扎根在了这里，我对这块土地的了解比较

深，有很多切身的体验。我当过农业部的记者，“文革”

时被下放修铁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财富。但

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个经历。文学是审美记

忆，人生的最初记忆是最珍贵的，年轻时的经历和记

忆，会影响你的一生。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几千年

前，丝绸之路由陕西西安为起点一路

向西，开启了中国与沿途各国人民友

好往来、密切交流的历史，丝绸之路早

已随地理、时间的变迁生发出更丰富

且更具现实意义的内涵。这是一种新

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的提出将在

21世纪的今天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

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

体”。驼铃声声，马蹄阵阵，历史与现

实相辉映，踏上丝绸之路，人们感叹于

打通隔离、互通有无的艰难与决心，更

感佩于先行者的筚路蓝缕、上下求索。

8月5日，“丝路文学之旅”采访活

动在陕西西安启动。此次活动也是中国

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接下来的10余

天里，中国作协将组织来自12个省区

市和部队系统的作家走进陕西、甘肃、

新疆等地采访创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

记白庚胜、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蒋惠莉

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陕西省作协主席

贾平凹向采访团授旗。活动由中国作协

创作联络部副主任冯秋子主持。

启动仪式上，白庚胜向大家介绍了

本次活动的基本情况和现实意义，对采

访团一行提出了要求。他说，在“一带

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作协组织这次

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它郑重表达了中

国文学对丝路文化的精神承担，表达了

中国作家对世界和平、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社会进步的美学审视，让更多目

光聚焦于丝路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

彩，让更多心灵通过文学作品感知丝绸

之路的丰富博大。而所有这一切都是

为了让这条古道重新焕发亚欧路桥、东

西纽带的勃勃生机，都是为了让它的精

神、尊严、价值与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造福人类，以达到不忘本来、面向未

来、亲诚惠容、和美和谐、共享成果的目

的。他希望采访团的各位成员悉心体

验观察，发现大义大美，抒发大情大爱，

身体力行，全身心完成这次精神洗礼、

文学探险，用手中的笔创作更多无愧于

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努力攀登新的

文学高峰。

蒋惠莉向大家介绍了西安在古代

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位置和意义。她

说，正是大唐包容、开放的风气，进一

步激活了西安的生命力，加深了城市

的文化积淀，也使这座城市在中西文

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如此

深厚的丝路文化土壤和浓烈的丝路文

化情结，陕西作家也创作了一些与丝

绸之路相关的文学作品，还有一些作

家有进行相关主题或题材创作的计

划，大家普遍希望通过文学创作，对宣

传、探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做

出自己的努力。希望作家们多走一

走、看一看，感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同时发挥文学

的力量，共同开启文学的丝绸之路，让

中国文学走出去，不断扩大中国文学

在世界的影响力。

河南省文联主席郑彦英代表采访

团作家发言时谈到，丝绸之路不仅是

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也是整个

古代中外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国际通

道。今天，党中央提出开辟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伟大战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参加此次采访活动的各位作家能够走

近这一经济带，感悟“一带一路”的影

响，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作家们会努力

做到“身入”、“心入”、“情入”，感悟丝

绸之路绵延至今的蓬勃生命力。

宗仁发、陈应松、刘建东、马金莲、

铁流、王妹英、马萧萧等参加活动。

共同开启文学的丝绸之路
中国作协“丝路文学之旅”采访活动启动

本报讯 8月2日，湖南省诗歌学

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在长沙

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谭谈，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曾凡华，湖南省文

联主席谭仲池，湖南省作协主席唐浩

明、党组书记龚爱林、专职副主席王跃

文，《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副主编李

少君等与会。

会议通过了《湖南省诗歌学会章

程》，选举了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产

生了学会的领导班子。梁尔源当选湖

南省诗歌学会首任会长，罗鹿鸣、匡

国泰等 14 人当选副会长。罗鹿鸣兼

任秘书长。

会上，聘任谭仲池为湖南省诗歌学

会名誉会长，谭谈、张天明、刘清华为顾

问，彭国梁、龚湘海、王军杰、谢午恒为

名誉副会长。

与会者表示，湖南省诗歌学会的成

立，将有利于更好地团结湖南诗歌界人

士，促进湖南诗歌的繁荣发展。

（喻灿锦）

湖南省诗歌学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

4日至5日，由中国儿童音乐学

会、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中国国

际艺术教育促进会、中国文化

艺术人才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九

届“我爱祖国”全国青少年才艺

电视展演在京举行。此次大型

公益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上千名师生热情参与，通过

舞蹈、声乐、器乐等多种艺术形

式展现了“风雅中国，魅力华

夏”的主题，促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我爱祖国”展演以“展现

少年才艺，成就舞台梦想”为宗

旨，为广大青少年儿童搭建起

一个交流和展示艺术教育成果

的良好平台。本届活动中，孩子

们充满童真童趣的表演受到现

场观众的热烈欢迎。由澳门青

年生态旅游协会支持的青海玉

树贫困地区儿童代表也献上了

精彩的节目，传递着中华民族

团结友爱、和谐幸福的美好梦

想。吕薇、刘岩、平安、石头、好

弟、阿尔法、武东博等艺术家和

明星也前来助阵，将晚会气氛

不断推向高潮。

据介绍，此次展演活动期间，主办方

还安排了不同地区的艺术团代表进行文

化艺术交流。孩子们将写有自己姓名和

愿望的友谊卡投进友谊信箱，通过抽取

友谊卡结交新朋友，增进彼此间的情感

交流。各地师生代表还参观了天安门、

国家博物馆、鸟巢、水立方等北京地标性

景点，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全
国
青
少
年
才
艺
电
视
展
演
举
行

本报讯 日前，15位作家、诗人前

往中国作协对口帮扶的国家级贫困

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

开展了为期一周的采访采风和文化帮

扶活动。其间，中国作协冶力关文学创

作基地成立暨中华文学基金会金叶育

才图书室向临潭20所中小学捐赠图书

仪式在临潭县冶力关镇举行。中国作

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华文学基金会

秘书长李小慧、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

会副主任徐忠志及王必胜、马步升、龙

一、胡学文、任林举、戴来、叶多多、陆

梅、朱零等采风团全体成员参加活动。

阎晶明说，开展对口帮扶17年来，

中国作协在给予物质支持的同时，注重

扶精神、扶智力、扶文化，热情支持临潭

旅游开发，大力援建临潭中小学图书

室，与临潭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

中国作协将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精神，在国务院扶贫办的领

导下，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一如既

往地做好对口帮扶工作，使临潭人民早

日脱贫致富。相信通过此次古洮州文

化之旅，作家们将留下关于临潭的生动

文字，向全国推介临潭独具特色的旅游

文化。冶力关文学创作基地的成立，也

将促使作家今后多来临潭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创作更多好作品。

据悉，中国作协从2012年开始组

织所属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中国作家

出版集团，定点向临潭中小学校和图书

馆捐赠教辅教材及文学类图书，实施文

化帮扶计划。几年来，先后向临潭30

所中小学校捐赠了价值171万元的教

育类图书、价值 20 万元的文学类图

书。此次，中华文学基金会又向临潭

20所中小学校捐赠了价值80万元的

教育类图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再次

捐赠了价值 5万元的文学精品图书，

希望能够对丰富临潭人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有所帮助。

临潭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活动期间，作家们参观走访了临潭的部

分古迹、遗址和乡镇，收获颇丰。大家

表示，临潭值得来看，这里有历史、有文

化、有景致；临潭值得书写，这里有淳朴

人、有真性情、有精气神。

（欣 闻）

中国作协组织作家
赴临潭开展文化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