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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奉桥：
让文艺评论贴近百姓文艺生活

彰显文艺评论的青岛形象

记者：打造“青岛评论”和“评论青岛”工
作品牌，是协会提出的工作目标。您能谈下
具体的工作计划吗？

温奉桥：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之
初，就提出要打造“青岛评论”和“评论青岛”
学术品牌。这些年我们一直自觉践行这一理
念，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切实推动
了我市文艺评论整体水平的提高和“青岛评
论”在全国的影响力。过去五年，协会名誉主
席周海波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协会顾问朱自强获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并荣获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国际格
林奖”。这些重大科研项目、高层次奖项，标
志着我市文艺评论事业实现了重大历史性突
破。协会会员臧杰、王金胜分别入选第五届、
第七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
李慧斌、臧杰、赵坤、段晓琳入选第二届、第三
届山东省签约评论家，协会会员在《中国社会
科学》《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光明日报》

《文艺报》等报纸杂志，发表一系列高水平学
术文章，全面展现了“青岛评论”的形象和实
力。此外，协会会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山东省、青岛市社科基
金项目等科研项目数量，都有大幅度提升；先
后几十人次荣获泰山文艺奖、山东省优秀社
科成果奖、青岛市优秀社科成果奖、《中国现
代文学丛刊》年度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
论》优秀论文奖等各类学术奖励。同时，协会
与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
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等，联合主办“致敬
经典：中华传统文化青年论坛”、王蒙最新长
篇小说《笑的风》学术研讨会等全国性学术会
议 5 次，极大提升了“青岛评论”的知名度。
可以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青岛评论”已成
为全国文艺评论界的一张靓丽名片。

在“评论青岛”方面，经过这些年的不断
探索，我们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机制性做
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紧紧围绕市委工作部署，跟进文艺评
论。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实施文艺精品
创作工程，创作更多体现青岛印记的精品力
作”，这次签约仪式后，我们召开了“青岛印
记”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对近年来的青岛文
学创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入研讨。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我们举办了新世
纪青岛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围绕新世纪青
岛文学创作的成就、特征、主要代表性作家作
品等，从不同的角度、侧面，进行了回顾和总
结。这类活动对于进一步引导广大文艺评论
家进一步关注青岛文学创作，提升青岛文学
创作和研究的整体水平，推出更多有价值、有
分量、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再如，与青岛市作协、青岛出版集团
联合举办“萧疏与复甦——《青岛四十年代诗
选》出版座谈会”，积极主办、参加了毕征深

《雁湖声韵》新书发布座谈会、铁流长篇报告
文学《靠山》、臧杰《青岛美术寻踪》《青岛艺术
史·文学史稿卷》、刘宜庆《山大的故人们》、阿
占《制琴记》、张金凤《汉字有张人类的脸》等
新书分享会。同时，我们在《青岛文艺评论年
鉴》开设“青岛文艺研究”“新世纪青岛文学评
论”“青岛文学现场直击”“艺评青岛”“谈艺
录”等栏目，从不同领域整体性展示青岛文艺
评论的最新成果，聚焦近年来的获奖作品、重
要作家作品，进行集中研究、评论。所有这
些，都进一步彰显了文艺评论的青岛形象、青
岛力量。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受访者供图

【特别关注】

青岛市文艺家评
论协会自2012年11
月成立以来，大动作
不断，创办了《青岛文
艺评论年鉴》，迄今已
经出版6期，这在全国
副省级城市中属于首
创；建立了签约文艺
评论家制度，提出了
打造“青岛评论”和

“评论青岛”工作品
牌、更好助力艺术城
市建设的工作目标，
同样走在了全国同类
城市的前列，具有重
要的示范意义。近
日，青岛市文艺评论
家协会主席温奉桥
（左图）接受记者采
访，畅谈青岛文艺评论
取得的成绩与后续规
划，就文艺评论如何贴
近百姓文艺生活也给
出了自己的见解。

签约制度具有示范作用

记者：建立签约文艺评论家制度，
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尚属前列，请您
谈下这一项目启动的意义。

温奉桥：青岛是全国文艺评论的
重镇之一，新时期以来，涌现出了一大
批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文艺评论家。
但近些年来，我市文艺评论工作也呈
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面临着一些新的
问题，例如文艺评论更多呈现出自发
状态，文学评论和艺术评论严重不平
衡，缺乏必要的规划和政策性激励；自
媒体等广大新文艺评论群体，因缺乏
必要的引导机制，难以进行有效管理
等。我市签约文艺评论家制度的实
施，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艺工作特别是文艺评论工作的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五部
门《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
指导意见》的重要举措，是一种机制性
创新，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文艺评
论工作，培养更多优秀中青年文艺评
论家，引导、推动我市文艺评论工作健
康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记者：第一批签约文艺评论家的
签约工作目前已经完成，请您介绍一
下评选过程的整体状况。

温奉桥：设立青岛市签约文艺评
论家的设想由来已久。早在2019年，
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牵头制定了实施细
则，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暂时搁置。
2022 年在青岛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
议上，我提交了《关于尽快出台实施签
约文艺评论家制度的提案》的提案，市
文联领导高度重视，经过多次研究、沟
通，会同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联合制
定了《青岛市签约文艺评论家管理办
法（试行）》和《青岛市签约文艺评论家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今年6月底，
市文联根据《青岛市签约文艺评论家
管理办法（试行）》，向全社会发布了

《关于推荐青岛市首批签约文艺评论
家人选的通知》，进行了广泛宣传。从
报名情况看，社会对首批签约文艺评
论家热情很高，全市有近三十名文艺
评论工作者踊跃报名，覆盖了文学、美
术、书法、摄影、戏剧、音乐、曲艺、舞
蹈、杂技、影视、民间艺术等艺术门类。

发挥带动作用再上新台阶

记者：目前签约的青岛市首批文
艺评论家，共计6人，他们大多来自高
校且具有博士学位，一方面说明了这
些签约文艺评论家的高水准，但另一
方面是否也抬高了“准入门槛”？在您
看来，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文艺评
论队伍，应该具有怎样的水准？

温奉桥：赵坤、冯强、宋寒儿、邹
威特、张乐、乔洁琼成为青岛市首批
签约的 6 名文艺评论家，这 6 位签约
文艺评论家主要来自山东大学（青岛
校区）、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校区）、中央音乐学院、青岛大
学、青岛科技大学等高校，专业水平
很高，且绝大部分都具有博士学位，
在各自领域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整体上反映了我市中青年文艺评论
队伍的实际状况。

至于是否抬高了签约文艺评论家

的“准入门槛”，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一
问题。青岛现代文艺评论滥觞于 20
世纪30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著
名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可以说青岛
是一片文艺评论的沃土。新时期以
来，以冯光廉、刘增人、徐鹏绪等为代
表的老一辈评论家，以周海波、朱自
强、姜振昌等为代表中年一代评论家，
都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但同时也
应看到，我们的文艺评论工作与南京、
西安、武汉、济南等同类城市相比，还
有一定差距，评论人才队伍还不够大，
人才结构还不够合理，整体实力还不
够凸显，这也正是我们设立签约文艺
评论家制度的初衷。我相信，通过这
一制度的持续实施，一定能够带动青
岛本土的文艺评论工作，整体性再上
一个新的台阶。

记者：对于文艺评论，在许多人看
来，是阳春白雪的一件事情，如何让文
艺评论更为贴近百姓文艺生活，您觉

得我们还有哪些工作可以做？
温奉桥：文艺评论如何更好地贴近

百姓文艺生活，一直是青岛市文艺评论
家协会思考的一个重要工作。这些年，
我们也做了大量积极探索，让文艺评论
更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大众，及时
就一些社会热点文艺现象进行评论、引
导，例如，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与

《青岛早报》联合举办“青岛市文艺精品
评论工程”，以宣传和弘扬“新时代、中国
梦”为主题，首次以评论的视角梳理青岛
文艺精品创作成就，刊发了文艺评论文
章一百五十余篇；其中，22篇作品获优秀
奖，23篇作品获入围奖。同时，推出相关
展览，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配合多媒体
平台更为全面、丰富地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青岛文艺精品创作所取得的成
绩。再如，2021年，协会组织广大会员积
极投身抗疫主题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活
动，多篇抗疫题材的文艺评论在不同媒
体平台刊发，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青岛市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与市文联领导魏胜吉（中）、单伟（右
四）、市评论家协会主席温奉桥（左四）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