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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冯骥才、、王健林王健林、、尹力等全国政协委员答记者问尹力等全国政协委员答记者问

一味学好莱坞 中国电影少出路
昨日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召开

了一场主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记者会，冯骥才、王健林、尹力等全国

政协委员围绕文化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只能保护真文物不能造假文物

特派记者 祝亮 王玉 何曙光 沈娟娟

冯骥才、王健林会上交流。中新社(供图)

记者：诗歌在我国乃至世界中的

地位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诗人难以靠单纯创作诗歌为生，

很多都转投其他行业，比如去写小说、

写剧本，您对这个现象应该怎么看？

冯骥才：诗人要靠写诗为生我觉得

是很难的事，比如去年获诺贝尔奖的诗

人一年才写了一首诗，靠那首诗按现在

稿费计算说实话比民工还苦，那是不可

能的事。我们的作家确实有一个和生活

的关系问题，我们对这个时代、对土地和

人们的命运是不是关切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我们的艺术家、我们

的作家应该面对我们的这个时代，所

以我曾经提过一句话：艺术家要面对

艺术、面对生活，背对市场、背对钱。

诗人靠写诗为生很难

记者：有个问题，各地区先破坏真文物再

造假文物，当然这也拉动了 GDP，但实际上文

化遭到了破坏，怎样解决破坏真文物再造假

文物的问题？

王健林：真文物和假文物这两个问题是

不可调和的，只能保护真文物不能造假文

物。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

事传千里”，其实保护真文物的地方政府比打

造假文物的地方政府多得多。

另外我认为中国现在不是钱太多，而是

钱太少，如果说不能有钱，我这样的商人就没

法活了。我觉得不是不应该有钱，而是有什

么样的金钱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人应

该更多地追求财富，人人都应该有钱，所以有

钱也是好事。

记者：我们经常用井喷式的增长来形容中

国电影这几年快速发展的势头，如何看待电影

审查制度？

尹力：关于审查实际上不是要不要审查的

问题，而是用什么样的审查尺度来审查电影的

问题。谈到中国的审查制度，我们都知道，按

照国家的政策法规来规范电影从业人员对于

题材、影片选材等相关方面的规范。

近几年电影一方面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

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也被观众诟病。去年一年

很多投资非常巨大的影片在市场上纷纷折戟，

很多过去大家认为大场面、明星阵容、大投资

的影片没有取得相应的市场期待，但是相反一

些小投入的电影却如黑马一般取得了出人意

料的市场效果。这也提醒了电影界，一味学习

好莱坞也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必由之路。

个人觉得在全国人民都在享受电影作为

娱乐权利和文化权益之时，对电影的管束还是

太多，所以我们希望给电影更多的松绑，能够

给电影提供更加宽松的创作和制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