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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进入21世纪之后，展望未来，如何像《讲话》特别强调的那样，“从实际出发”来探索研究新
世纪审美意识和文艺的发展，找到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的道路，在此基础上
建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美学，这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本刊下辑希望就此展开讨论，欢迎大家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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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就不仅决定于大众文化今后会怎么发展，而且还决定于在我国历史上已长期形成的主流文化会怎样
发展。
在我国50年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主流文化，一直高奏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但
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道路上，途径越来越狭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文艺只剩下了几个“样
板”，其他则被一扫而光。
改革开放也解放了精神生产力，主流文化也从“政治化”的惟一途径走向“启蒙”和“审美”的道路
，特别是在大众文化、通俗艺术兴起之后，主流文化在徘徊、反思之后，自我调整，吸取了大众文化
、通俗艺术之长，也关注起文艺的娱乐性来，开始摆脱过去那种单调的政治说教，探索使文艺如何能
“寓教于乐”，寻求“雅俗共赏”。
正是这样，主流文化在自我反思、自我调整中走向更加宽广的道路，巩固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在整个审美文化格局中，高雅文化始终是一个最为薄弱的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文化精英转向大众文化、通俗艺术，也有不少人转向主流文化，而坚守高雅文化
的人却越来越少。
高雅文艺也仍在发展，但成就大多在“古雅”领域，对古典艺术、民间艺术进行加工，而甚少出现“
新雅”佳作。
我们的文化研究，可关注一下“春节演出”这一重大的“文化事件”，作些深入的分析。
就在我们国家的电视台上，“春节演出”已出现了三种类型。
一种是持续了十多年的综合众多艺术表演的正宗演出，竭力在寻求为大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道路
，尽管年年受到非议，精品无多，精彩渐少，但营造了一种传统节日的热烈气氛。
这是否代表了我国当今审美文化的主流？
不妨深入下去作些学术探讨。
但“心连心”艺术团走向全国各地基层所作的艺术演出，当是如今的主流文化无疑。
二是文化部组织的另一种文艺晚会，显然更重视艺术的审美价值。
中外古典名曲和中外民间乐曲成为主导内容，无论是名曲还是民歌，都是历史上沉淀下来的优秀之作
，成了百听不厌的经典。
这些名曲或民歌或经文化精英的加工、改编，或经文化精英的现代阐释，都显现出了典雅，即使是来
自民间的乐曲、民歌，也都提高为精美之作，我愿把这称之为精美文化。
在日益扩大的国际文化交流大潮中，我们能真正“送出去”到金色大厅去展示的，其实主要还是这些
作了现代阐释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民族歌舞、民间杂技、民歌民乐。
经过王洛宾加工了的西部民歌，经过提升了的华彦钧的《二泉映月》，由越剧曲调提炼出来的小提琴
协奏曲，等等，现在不都走向了世界？
三是一种专为青少年组织的青春动感的演出，融摇滚、蹦跳、撞击于一体的劲歌锐舞，这是否算是大
众文化的极致？
但在我心灵上引起的已不是审美愉悦，而是撕裂之感，看来已非我这样年纪的人所能享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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