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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主题 73 文艺创作不是为了参评获奖（@浙江宣传 2024.11.1）

热点背景 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出题方向 文艺作品如何走出“唯奖项”怪圈？

应用领域 文化

问题/表现

《之江新语》中有一句话：“文化产品不能故作‘清高’，不屑于讲‘票房价值’，不能再走创作—获奖（省

优、部优）—‘搁’优的老路了。”一直以来，文艺评奖是文艺作品的评判标准之一，但不能把它当作

唯一和最终归宿。

问题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在奖杯与荣誉的光环之下，“唯奖项论”的风气有时会悄然滋生并蔓延，异化出了几种类型：

——①重“评奖过程”，轻“创作过程”。由于过度重视结果，一部分创作者变得急功近利，将大量时间

和精力投注到评奖相关环节上，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构思、创作、打磨等核心环节。

——②重“奖项宣传”，轻“作品本身”。一些获奖的优秀文艺作品在宣传推广时，常常会产生焦点的偏

差与移位。久而久之，创作者认为“拿奖就收场”，让一些好作品脱离了群众。

——③重“文艺评奖”，轻“文艺评论”。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但现实中文艺评论乏力的现

象并不鲜见。比如“宣传多于研究”，资金、人力、渠道等大量资源大多向宣传推广环节倾斜，特别

是作品获奖后，外界评价也常会被奖项所“绑架”。

□现状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为何会形成“以评奖为目的”的怪圈呢？

——①比如，光环的吸引。获奖的作品可能为文艺工作者带来更多的社会关注与资源倾斜，这也意

味着更高的人气和收入。抱着这样的考虑，少数文艺工作者将参评获奖异化成了抬高“咖位”的筹码，

围绕评奖要求、迎合评奖标准，为评奖而创作，偏离了艺术创作的初心。

——②再如，观念的错位。文艺奖项从来不是为“点缀”政绩而设置的，但仍有个别地方在认识上存

在误区，把评奖当作工作“指挥棒”。有的动用各种关系进行“跑奖”“攻奖”；有的搞短期逐利，组织“大

腕”临时抱佛脚搞突击创作，获奖即散伙。

——③又如，创作的跟风。获得文艺奖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江湖地位”。由于种

种原因，有的文艺工作者踏上单纯“以评奖为目的”的创作路径，忘记了文艺创作的初心，加剧了盲

目追逐参评获奖的风气。

对策分析

★★★★★

文艺工作者，要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如

何葆有这份“真”？

——①“走出”与“走进”。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一个个具体的人所汇集出来的现

实生活、真情实感，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优秀的文艺作品也决不能被束之高阁、孤芳自赏，而

是要深入群众、吸引群众的目光，如此，才能走出“为奖而生、得奖而死”的死胡同。

——②“评时”与“平时”。文艺创作实质上是创作者与生活“对话”的一种方式，其初心应当是对生活的

忠实记录和对内心感受的真诚表达。而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价值是超越奖项的。说到底，文艺评

奖是“一战”，但也只是“一站”。“平时”的“厚积”，才有“评时”更好的“薄发”。

——③“评奖”与“评价”。文艺评论、文艺鉴赏等亦是文艺评价的有益补充。比如，如文艺评论，早的

可追溯到萌芽于先秦的“诗文评”，近的有年轻人看书追剧前必刷的“网络评分”等。文艺创作与文艺评

价共同繁荣，才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金句集锦

◎一件作品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思想深度，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通过奖项来体现，但不该

完全寄托于奖项之上；文艺创作的目的，也从来不是参评获奖。

◎正如有艺术家感慨：“只有真的走进人民生活中去，我们才能知道，哪里是艺术家应该出发的

地方！”

◎文艺创作，本就不该“唯奖是图”。文艺创作，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能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

光明与温暖，而这是任何奖项都无法完全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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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积累 /

小试牛刀

☆文艺评奖，本是激发创作激情、推动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重要手段。但在奖杯与荣誉的光环之下，

“唯奖项论”的风气有时会悄然滋生并蔓延，异化出了几种类型，部分文艺作品走进“唯帽子”“唯奖项”

的怪圈。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