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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集体之间》

内容概要

本书以建国初期至文革前的评弹事业为个案，考察新中国各级政府对于大众娱乐文化的管理与改造。
本书聚焦于地方政府对于改造评弹这一江南地区广为流传的说书艺术的种种努力，及评弹艺人与国家
政权之间的合作与摩擦。本书提出并解答了以下一系列关于五六十年代文化体制与文化市场的问题：
共产党政权是如何改造及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文化的政治化是否导致文化市场的萎缩乃至最后完
全消失的原因？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政府是否成为中国文化事业唯一的管理者、赞助人及评
判者？文化市场在这种政治大气候下，是否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并且是事实上的国家与艺人之间
的协调者？诸如评弹之类的文艺作品是否成为纯粹的政治宣传品？即使是文艺政治化的前提下，文艺
作品是否仍有其娱乐性与艺术性？总而言之，文艺作品的政治性与娱乐性是否互不相容？政府对于文
艺作品的审查是否如一般认为的那么严格有效？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解放后前二十年的各级政府，虽有一夜之间全面改造文艺的雄心壮志，但往往被
人力与财力的不足所限制。政府对于艺人实际生活困难的忧虑往往迫使地方干部暂时放弃过于激进的
文化政策。同时，相当大一部分评弹作品虽然含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但是仍在五六十年代因其高度的
娱乐性而风靡一时。因此，政治宣传的功用性与文艺作品的娱乐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另外，评弹灵
活多变，讲究即兴发挥的表演方式，更为政府部门审查监管带来很大难题。在评弹这一领域，对于作
品及表演的控制与审查并不成功。
由此可见，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地方政府将文艺事业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并将艺人改造为文化工作者的
努力始终未竟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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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绝对五星书啊。虽然尾巴有点草率。史料完备，逻辑缜密，不可多得。
2、值得一读。
3、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仍是高度商业化的，现在的评弹才真正被国家养起来了。这个观察很敏锐。
4、文化社会史角度切入的曲艺研究，虽然不完美，却是目前最符合自己脑海中预想的那种曲艺研究
，看来可以把自己写京剧的那个期末论文撕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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