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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

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由此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具有鲜明的社

会属性和民族特性，又具有极强的方向性、导

向性和取向性，文艺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使命

和责任，重建正确的文艺价值观事关人民幸

福、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文艺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曾几

何时，在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影响下，一些

文艺创作价值观游离不定，一些作品在西方

价值观诱惑下魂不守舍，一些文艺家醉心于

骑墙的文艺价值观而流连忘返。比如，有的

作品以拆除民族的价值观为荣，为博取票房、

点击量、发行量，出现了以数量取代质量的不

良倾向，有意无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

道而驰；有的作品故事价值就像墙头草，随时

可以两边倒，在文艺价值和市场价值方面随

波逐流，在投机钻营与不争论、和稀泥中闷声

发大财，对于错误的价值观没有斗争精神和

斗争意识；有的作品不屑于唱响主旋律和弘

扬正能量，追求所谓的小情感、小悲欢、小确

幸、小清新和小闹剧，将职场搭台、情场争斗

和欲场宣泄演绎得淋漓尽致，将低级红和高

级黑演绎得出神入化，伴随而来的是理想遭

到解构、崇高遭到亵渎、英雄遭到嘲弄，致使

人文精神萎缩、文化思想走向平庸、精英群体

失去理想主义光芒，这些作品试图躲进小楼

建构属于自家老字号的价值观，实则是以极

端个体价值观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

导极端多元而没有主导、极度多样而没有主

流的价值观，其实是在变相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墙角。事实上，文艺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构、推行和引领的主阵地和主战

场。其一，只有坚守中国价值，才能凝聚中国

力量，社会主义文艺天然注定了应坚守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没有中国价值，

就谈不上民族特色，更遑论民族自信心和自

豪感了。其二，只有弘扬中国价值，才能打造

中国流派，文艺繁荣需要一批创作流派的繁

荣，这些流派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主体和载体，它们在百花齐放中能够增强

核心价值观的能量和声音，从而为唱响主旋

律和壮大主阵地添砖加瓦。其三，只有践行

中国价值，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

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文化自信的最

好传承，又是文化自觉的最好注脚，文艺创作

就是要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找到文

化自信的源头，同时在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走向文化自觉的明天。

文艺应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通俗而

言，文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文艺创

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坚

持巩固执政基础，同时，文艺若忽视意识形态

安全，可能就会带来人心混乱、社会动荡和改

旗易帜的风险。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我们一

些文艺创作对意识形态安全有所淡漠。比

如，曾经将美国好莱坞电影捧上天，为增加好

莱坞电影进入国内市场的配额制造各种光鲜

理由。客观而言，我们不反对文艺的交流和

文明的互鉴，然而，随着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

的西方文艺在国内大行其道，出现了“别人的

思想植入我们脑袋里、我们的金钱装入别人

口袋里”的怪现状，价值观的输入和输出存

在明显的“逆差”和“落差”问题，对意识形态

安全带来了极大挑战。再如，西方先锋艺术

和后现代文艺曾经在国内广受推崇，它们试

图覆盖和取代民族艺术的应有地位和位置，

有的人没有将重心放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而是在趋新猎奇和

亦步亦趋中忙着和国际接轨，企图以异域文

化引领国内文艺走向，从来不看别人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患上了热衷西方文艺潮

流的狂热症，极有可能掉入别人早已设下的

圈套和陷阱。又如，在文艺和哲学社科领

域，言必称西方理论，以及唯西方理论马首

是瞻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张嘴就来海德格尔

和韦伯，闭嘴就是萨特和加缪，好像这些理

论是专门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不加批判和改

造地过度阐述本土文艺作品，颇有几分扬扬

得意和盛气凌人，殊不知，这些理论的价值

立场是建立在别人的社会文明生态之上，任

何的断章取义和张冠李戴都适得其反。多

年以来，这些人习惯于以西方的社科理论阐

释国内文艺作品，一部分人宁肯做阐释派也

不愿意做建构派，乐意做二传手不愿意做创

新者，有的人刻意抬高西方社科理论，有意打

压民族文艺理论，故意贬损本土社科理论的

价值观，致使我们的社科理论自主创新和文

化自信不足，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一种

潜在威胁。

由此可见，文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第一

离不开文艺对社会和人民的正确态度，文艺

固然要将艺术性放在突出位置，但不应忽视

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民性，离开了社会和人民，

文艺也就失去了生活和民众基础，维护社会

意识形态安全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第二离不

开文艺参与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只有一批又

一批充满正能量的作品不断涌现，才能让主

流价值观占据主阵地，从而建设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终汇

聚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正能量。第三离不开

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文艺在

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大厦的牢固根

基，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哲社理论

有效融合，才能创造出我们自己熟悉的、信赖

的和传得开、留得下的学派和体系。

文艺应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文艺创

作和传播绝非文艺家私人的事情，事关民族

和国家的安危。首先，文艺只有讲好中国故

事，才能有效传播中国价值维护国家文化安

全，故事是价值的载体，价值是故事的灵魂，

好的故事和价值就像盐溶于水那样有味道而

没有痕迹，别人还会兴高采烈地予以接受，从

接纳故事到接受我们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

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从而真正认

可和认同中华民族崛起和伟大复兴的社会历

史事实。当然，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忘记历史

性、时代性和全球性，要把为当下讲故事、为

时代讲故事和为人类讲故事相结合，这样的

故事和价值才可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其

次，文艺为国家文化安全服务，还应涵养感召

力、引领力和传播力，倘若文艺的感召力能发

挥作用，那么我们的文艺价值观就会被别人

自觉自愿地接受，从而走出被动灌输和强制

讲述的困境，如果引领力能够跟得上，本土文

艺的价值观就能带领别人去解决生活中的困

难和烦恼，给别人提供充满希望的新天地和

新生活，以新的视野和模式启发他们坚定走

向未来。当然，好的传播力除了需要文艺作

品拥有共享价值和共享文化精神之外，还应

该拥有友善的形象、过目不忘的外表和流畅

的表达技巧和方式，最终实现传播数量和传

播质量的有机统一，传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相得益彰，这是文艺维护国家文化安

全的根本所在。再次，文艺维护国家文化安

全，离不开大众健康媒介素养的孵化和培育，

国家文化安全归根到底要靠人来维护和坚

守，需要千千万万的个体和群体共筑文化安

全的万里长城，由此看去，我们应启发受众以

批判的眼光鉴赏文艺作品，引导观众以审美

的视野取舍中外故事。

树立正确的文艺价值观十分重要，需要

我们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

意识形态安全，重视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奋

发有为、同舟共济。

重建正确的文艺价值观重建正确的文艺价值观
□薛晋文

电视剧《都是一家人》以新鲜的故事，

新鲜的时代生活内容让人耳目一新，成为

中国电视剧中的一部时代力作。当前电视

剧创作繁荣，涌现出了许多讴歌时代、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反映革命历史的优秀作

品，但从创作方法上看存在题材的重复和

故事的重复，有些新剧也令人感到似曾相

识。因此，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需要大量的

新故事，这也是当下提倡反映新时代，反映

现实生活中最新鲜的社会生活内容的迫切

需要。

《都是一家人》不仅仅是一部剧，它对

整个电视剧创作导向、要求都具有引领意

义。该剧让观众知道了社会生活中过去不

为人所知的一些新内容，比如除了文化局、

教育局等之外，还有民宗局这样一个部门，

许多人并不知道民宗局是做什么的，是一

些什么样的人在从事这份工作。林永健塑

造的越永强这一人物，为中国电视剧人物

增添了一个新鲜的、独特的、以前没有过的

形象。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观众从

观赏的角度有很多需求，能够看到他过去

所没有看到的，甚至他在生活中也不了解

的一个新鲜的银幕形象，是观众在观影期

待中的一个重要诉求，满足观众的这一种

诉求是作品价值的最高实现。越永强这一

人物所代表的正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华各族

人民伟大复兴进程中，共同团结奋斗、全民

共同富裕的方向和初心。林永健饰演的人

物在艺术表现上非常生活化、典型化，是一

个很有亲和力又极富个性的人物，是一个

来自生活的鲜活人物。影视作品与其重复

那些过去成功的模式和内容，真不如将目

光投向生活，从生活中发现、提炼出这样有新意的

人物和有创新价值的故事。

较高收视率和媒体与观众的好评，见证了电视

剧《都是一家人》的“接地气”。该剧为我们提供了此

前影视作品中很少涉及的新鲜的社会生活内容。我

们知道很多农民工进城，但很少知道少数民族也在

其中，当这些新鲜的少数民族人物带着他们各自的

民族文化、民族特征在荧屏上出现的时候，我们不

但获取了很多知识，其中还有对于新时代

社会变化的深刻认识。新鲜的人物形象、新

鲜的社会生活内容是这部剧最值得称道

的，也是当前电视剧创作最应该提倡的。

目前我们特别缺少以当今社会发生的

变化、人们精神思想情感的变化等为主要

表现内容的影视作品。为什么缺少呢？主要

还是创作者认为，写这类题材不如写其他

题材来得容易，像都市情感、亲情伦理、职

场等等，写这类作品时，大部分作者根据自

己熟知的普通生活在概念上演绎一下、在

情节上编织一下、找一点成功作品参考一

下就能完成。但是，像《都是一家人》这样的

作品，没有深入生活是不可能创作出来的。

这个剧本的难度首先在于，必须是从生活

当中提取素材，从生活当中发现人物，然后

再解决怎么写的问题。编剧景宜的创作过

程确实是这样，这就是创作的难点所在，正

因为它难，所以我们更要肯定这种创作。

在电视剧创作当中，我们一直提倡要

扶持或者支持四类题材，民族题材、教育题

材、农村题材、少儿题材，这不仅仅是文艺

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要求，更重要的是

因为，在影视产业高度市场化后，这四类题

材属于弱势题材，仅仅从市场、从产业的角

度来看，这四类题材发展不够，不能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精神需求。并不

是说市场不需要谍战、古装等内容，而是像

民族、教育、农村、少儿等题材更需要文艺

工作者给予重点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

《都是一家人》的成功给现实题材树立了榜

样，在创作方向上也是一个典范。

再一个特点是关于中国电视剧的叙述

方法。《都是一家人》的表达方法流畅、自

然，没有任何障碍，故事讲述看似没有什么

技巧，但是在朴素中运筹帷幄，功力得当。

现阶段有的电视剧太讲技巧，故弄玄虚的

叙事让电视剧丢失其宗，一个事情可以很

简单就把它讲明白，主创非要藏几句话让

你看不懂，过几集之后再把这句话拿出来，

观众看到了又觉得没什么意思。在我看来，

手段上的故弄玄虚算不上是技巧。电视剧

《都是一家人》舒服、自然、朴素、流畅，这种

叙事风格，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自然流畅

地获取片中信息，这符合大众文艺的叙事

方式，也适应当前电视剧主流观众的观赏

习惯，特别是现实题材主流观众的观赏习

惯。

剧中林永健所饰演的民宗局干部有亲和力、很

独特，观众基本上看不出林永健的表演痕迹，再加

上演员本身的诙谐、幽默、轻松，使得这部作品的表

演风格也形成了朴素、自然、流畅的特点，表现了朴

素生活中的人物情感，表现了新时代民族工作者的

时代风采与民族团结的新气象，让观众从该剧中看

到了此前电视剧没有的新内容，获取了新知识，感

受到了社会的新变化。

新中国交响乐发展70年，无论是演奏还

是创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持续一年的

回顾与展望中，人们的目光多集中在文化经济

发达的大城市，但我们不能忽视在相对闭塞的

四川凉山州首府西昌，还有着一支职业化程度

非常高的凉山交响乐团。我初识凉交是2015

年在北京看他们为歌剧《彝红》伴奏，我惊艳于

这支乐队游刃有余的演奏，也给我留下一丝念

想。今年1月3日，我作为乐团首次邀请的乐

评人，赶赴那里欣赏了这个乐团的第400期

《大凉山惠民音乐会》。

从音乐会上演奏的乐曲我能感受到乐团

的良好训练，如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序曲，多

声部的赋格段势不可挡地一气呵成，让我对这

支乐队有了职业化的定位。在托马斯的歌剧

《迷娘》序曲中，圆号独奏的咏叹调旋律，线条

开阔，一派维也纳大圆号的音色，在这个西部

小城听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马斯涅歌剧《灰

姑娘》中的“公主进行曲”，以长笛为首的各个

独奏声部，灵巧地呈现了配器的色彩变化。在

傅江宁、万江峰的《汉调—行云流水》中，乐队

首席Aliaksandr的小提琴独奏乐句，“行云流

水”地将中国戏曲音乐的韵味体现得淋漓尽

致。在高为杰的管弦乐《歌与舞》、杨新民的管

弦乐《彝家的六月》和唐青石的管弦乐《山岗上

的歌与舞》这样有较为超验色彩的作品中，乐

队对于作品横向的结构和纵向的和声，都有娴

熟的把控。指挥唐青石，在音乐处理方面既有

细节的挖掘又有激情的展露，在曲式变换之处

和情绪转换之处，都卓有成效地带领乐队如履

坦途。

音乐会的后半场是一组独唱、合唱作品，

有《我的深情为你守候》《火把节》《小康大道通

彝家》《我和我的祖国》《留客歌》，这些均为唐

青石编配，加上管弦乐《山岗上的歌与舞》，和

为阿尔贝尼茨的《波莱罗》的配器，音乐会曲目

中有一半展现了唐青石在谱曲方面的才华。台

上五彩凉山合唱团的表现同样令人惊艳，他们

有讲究的气息控制，节奏、音准令人信服，力度

变化引人入胜，尤其是彝族风情的《留客歌》，

有小溪般的流水潺潺，有瀑布般的倾泻而出，

一首风情小曲演绎出“康塔塔”般的恢弘，真不

敢相信这是小城市中的业余合唱团。

熟知西方交响乐业态的人都熟知两个神

话：身处没有文化娱乐的工业重镇的美国克利

夫兰交响乐团，在乔治赛尔的领导下，乐团心

无旁骛，发展为美国五大乐团之一；传奇的切

利比达克在慕尼黑爱乐以比卡拉扬多一倍的

排练砥砺艺术，从而将乐团领向了世界。凉山

交响乐团和音乐总监唐青石也在书写一部中

国式的神话。唐青石7年前应凉山文旅集团之

邀挂帅凉山交响乐团，当他看到这支从原州歌

舞团乐队转身而来、只能为歌舞伴奏、30多年

来管弦乐作品的积累仅有10首的情况时，这

位曾执掌峨影乐团、四川交响乐团并担任过四

川歌舞剧院副院长、富于诗人情怀的指挥家感

到使命落到自己的身上。他认为，西昌是我们

的飞天梦圣地，是通向宇宙最近的窗口，这里

社会风貌、政治生活的表达怎能只有歌舞而没

有交响乐？从此，他埋头凉山交响乐团的职业

化建设。一开始就有人警告他“演外国作品要

当心啦”，但他认为，没有世界交响乐经典的引

进如何能发展我们的民族交响音乐。因此，这

里的惠民音乐会并不是简单的通俗音乐会，而

是兼顾普及与专业，制定了艺术含量较高的音

乐季。在曲目的积累上，中外曲目并举，既有中

国交响乐精品，也有大量的世界交响乐经典。

7年来，凉交演奏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的古典

交响乐作品之多成为中国交响乐团之最。在乐

团的保留曲目中，还包含了许多足令一线城市

里的交响乐“发烧友”们“垂涎欲滴”的冷门乐

曲，例如，柴科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德沃夏克

的第一交响曲等。大量的经典曲目，每周满满

5个排练日，对演出曲目精雕细磨，对凉交来

说，这是最有效的提高手段。许多乐手或许在

成都等大城市没有找到职业的机遇，而在这里

圆了交响乐的梦。凉交的保留曲目中有大量协

奏曲，担任独奏的正是乐团各声部的中坚力

量，所有的乐器都在观众面前亮相独奏过，他

们的演奏既丰富了乐团的曲目，又在艺术上成

功应对了自我挑战。

每年不少于50场的惠民演出，如此高密

度、高强度的排练以及大量中外交响乐作品的

演奏实践，使他们拥有了可贵的艺术积累和扎

实的乐队演奏技能。有些声部的靓丽令我惊

叹，例如实力雄厚的圆号声部，这本是在一些

中外大型乐团也往往存在的瓶颈问题。还有大

号准确雄浑的声音为乐团的声音打下稳固的

低音根基。在四川省的五支交响乐团中，凉交

的起点最低，如今已经出落为一支非常有音乐

素养的职业交响乐团。四五名白俄罗斯籍乐手

闻讯从外地自己“摸”过来加盟，凉交也拥有了

“外援”。当然，在这里发展交响乐艺术遇到了

比大城市大得多的困难。西昌娱乐很少，商业

和服务业也不发达，唐青石和几位兼职的业务

团队挖空心思留住人才，保持乐队建设的持续

稳定，使这里成为一片交响乐的热土，大家在

这里搞交响乐甘之若饴，在小城市里干大事

业。凉交人对交响乐的执著甚至痴迷是不言而

喻的。这其中，领军人唐青石的艺术感召力是

不可或缺的。唐青石还带出了一支有着良好专

业训练的业余合唱团——五彩凉山合唱团，这

支合唱团也成为幸运的合唱团，他们每次演出

都有交响乐团为他们伴奏，更应该说，他们成

为了一支融入了交响乐艺术的合唱团。

7年过去了，如今，在大凉山的群山环抱

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交响乐粉丝团，乐团经

常收到乐迷的献花，经常有从50公里外的卫

星发射中心赶来的航天人，还有从成都等地组

团来的观众，欣赏交响乐成为这里的风尚。一

位观众的《凉山交响》七言诗最为达意：金鹰剧

场天籁鸣，邛池月畔闻此声，仿佛人在维也纳，

聆听大师传世音。

现在，在四川省的五支交响乐团中，凉交

是惟一没有在音乐厅演出过的乐团，因为西昌

的金鹰大剧院是为会议和歌舞而设计的，音效

无法满足恢弘富丽而讲求细节的交响乐演奏，

能在西昌建立一座专业的音乐厅成为唐青石

的梦想。有了音乐厅，不仅凉交可以举行更高

水准的音乐会，还可以举行国际性的音乐比

赛，举行国际音乐家大师班，可以更为充分地

展现交响乐艺术的魅力，同时也会促使州、市

的文化地位最大化提升。

如今凉交已积累了50多部交响曲在内的

500多首中外经典音乐作品，以高规格的交响

乐品位，跻身于中国宏大的交响乐事业洪流，

在中国交响乐大家庭中成为一支令人赞叹、肃

然起敬的交响乐团。而凉山州、西昌市两级党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凉山文旅集团和凉山歌舞

团的携手努力，是凉山交响乐团神话的开篇与

续写的动力与保障，他们对文化发展的定位和

远见，使他们的目光没有止于当地的火把节和

戏剧节。从这场音乐会，让我感到这支地处县

级市西昌的、中国惟一的贫困地区职业交响乐

团所取得的成就，更能说明中国交响乐筚路蓝

缕70年，拥有了可喜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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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6日晚，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与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联合主办的“新时代军

乐之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典礼阅兵曲音乐会”在京举行。气势磅礴的

阅兵曲原音重现、回荡夜空，现场观众共同感

受伟大祖国的恢弘气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郑淑娜，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

志坚，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李岩

及相关领导、各界嘉宾出席音乐会。

《新时代军乐之声——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典礼阅兵曲》总谱与音像专

辑出版发布与珍藏签名仪式在音乐会前举

行，国庆阅兵联合军乐团总指挥张海峰，副总

指挥袁威、王登梅与作曲家严晓藕、郭思达、

娜拉、李婵、李旭昊等为这部主题出版精品共

同签名留念。这部总谱与音像专辑辑录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阅兵式上演奏的28首

阅兵曲总谱与音像。其中既包含历次重要国

事活动中使用的优秀作品，也有为2019年阅

兵新创作的《钢铁洪流进行曲》《东风浩荡进

行曲》《冲上云霄》等7首全新的军乐交响作

品和4首号角音乐。据悉，为适应不同欣赏环

境的要求，音像部分全部重新录音，并精心打

造了立体声和5.1环绕声两个版本。这也是

我国军乐作品专辑首次使用5.1环绕效果，

突出了音乐的厚重感、达到了礼乐交融的盛

大效果。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到《胜利在召

唤》，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到《钢铁洪流

进行曲》，从经典阅兵用曲到为阅兵典礼量身

打造的全新作品……音乐会上，承担国庆阅

兵演奏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班人

马再现了庆典现场雄伟壮歌，张海峰、袁威、

王登梅三位阅兵演奏现场指挥悉数登场执

棒，联合军演乐团总指挥张海峰还与观众分

享了阅兵村里的艰辛与趣闻，解密阅兵过程

中的细节与执著。张海峰谈到，“就像是在五

线谱上踢正步，不能有分秒之差。中国人民解

放军联合军乐团在3个月集训期间累计组织

12350多个小时个人训练、540个小时大声

部训练、68次共131个小时全团合练，创造

了多个‘第一次’。”音乐会军乐雄壮，军歌嘹

亮，现场一名退伍军人不禁起身向所属军种

军歌敬礼，令人动容。在返场曲目《奋斗中国》

和《东方红》昂扬旋律中，音乐会落下帷幕。现

场观众用经久不息的掌声感谢艺术家们的精

彩呈现，执手共话伟大祖国的美好未来。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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