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象”文化热的形成，

彰显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共赢

效应，给我国文化产业的创

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该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难

为情地说， 青田已经好些年没

有学生考取北大、 清华等重点

大学了，一个有

36

万常住人口

的县，每年高考二本、三本上线

的只有七八十人。

根据一些国家的规定，子

女

18

周岁以前以家庭团聚的

方式申请居留证或签证相对容

易，于是，只要在海外有一点亲

戚关系的学生， 都会想方设法

在高考前争取出去。

尽管放弃学业出国打工收

入不菲， 但不少身在海外的父

母却时常后悔当年没让孩子好

好读书。 八姊妹在厄瓜多尔经

营实业的杨小爱说， 这辈子最

后悔的事就是把儿子放在老家

农村，没好好培养。 不管说话还

是办事， 他与上过大学的同学

都有差距。“在海外打拼的母亲

大都有这种心情。 ”她说。

青田学生流失现象已引起

当地教育部门的重视， 该县教

育局纪委书记应建明就表示，

这是青田教育发展的一个难点

问题。 其实，青田很多出国的学

生在国外虽然挣了钱， 但挣的

多是辛苦钱。 过去山区农民闯

天下，有没有文化差距不大，可

如今， 没有文化就意味着只能

干粗活、重活与苦活。（李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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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暴场面：没有门票，就站在场外听完节目

青田农家子：

读书不如出国端盘子？

眼下， 侨乡浙江省青田县

方山乡中心学校六（

2

）班正在

学唐诗《赠汪伦》。

12

岁的胡馨

瑶在语文作业本上写道：“奇云

山顶高千尺， 不及同学送我

情。 ”任课老师赖建军立刻意识

到， 又有一名学生要走出群山

环抱的山村，到国外去了。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青田

县位于浙东南， 总人口

47

万，

23

万华侨遍布世界

1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去年以来的世界金

融风暴， 并没有影响这一带在

校学生走出国门的步伐。

中小学生流失人数每天都在刷新

山口与方山不但是青田石

雕的摇篮， 而且是侨乡的发祥

地。 记者见到，在方山中心学校

的活动室里， 摆放的不是荣誉

证书，而是五彩缤纷的万国旗，

校方以此来标记学生的大体去向。

学校负责人拿着一沓在校

学生出国意向调查表说，

95％

以上的学生都表示两三年之内

要出国。 该校共有

701

名学生，

父母双方都在国外的有

113

人， 父母一方在外国打工或经

营店铺的有

273

人， 还有不少

学生有亲戚在海外， 大约

90％

的学生持有国外的居留证或护

照。 学生出国率随着年级的升

高不断攀升。

记者在当地部分学校采访

时发现， 学生之间相互谈论最

多的是“签证了吗”、“什么时间

出国”等话题。 一所中心小学的

老师说：“别看学生们小小年

纪， 但对出国签证的流程比我

们还要清楚。 ”

当地学生随父母出国主要

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小学五六

年级出去， 在当地学校学两三

年语言，然后去做父母的帮手；

二是初中或高中出国的， 大部

分是直接去找工作或打工赚

钱； 三是极少部分华侨为了融

入当地主流社会， 把孩子送入

旅居国家的大学就读。

青田县教育局教育科科长

罗汉雄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

访时证实了这一现象。 他说，像

青田职高约

90％

的学生有护照

或外国居留证， 方山乡每年中

小学生流失量达三五百人，至

于全县的数据难以统计。 因为

读一年或半学期就出国的孩子

大有人在，数据每天都在刷新。

除了语文数学，其他功课毫不在乎

据统计， 方山乡石前村有

5000

多人

,

可村子里只有漂亮

的房子与留守的老人、孩子，目

前留在村里的

20

岁以上的青

年只有

4

人，并且都在等待签证。

与中西部地区的留守儿童相

比， 这个沿海山村的留守儿童

大多拥有优越的物质生活，但

他们同样缺少亲情和关爱。

这里的孩子在学习上没有

目标，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出

路在国外， 所以除了学学语文

和数学，其他功课毫不在乎。

前不久， 一名班主任在当

地政府进行的民情民意调查活

动中呼吁： 关注海外打工者子

女的隔代教育问题。 他说，铁打

的学校，流水的学生，一些学生

的心思不是在读书， 而是屈指

计算何日出国。

当地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

这些留守学生隔代教育的一些

弊端， 曾打算动员学校部分任

课老师、 退休人员与社会力量

共同实施代理家长教育模式，

但遇到不小阻力。 不少老人认

为，孙辈与自己过得好好的，为

什么寄人篱下？ 与其这样，还不

如直接送到国外与他们父母团

聚去。

在国内念普通大学不如趁早出国打工

水南镇职校附近一对老人

告诉孙子，咱家祖辈是农民，要

不是六年前你爹娘去国外开餐

馆赚钱， 怎么会在县城有

3

套

房子？ 海外淘金潮给青田带来

了令人眼晕的房价， 县城中心

的房价达到

2

万元

/

平方米。

青田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常

委、接待科科长林爱琴介绍，这

一带侨属去西欧主要从事的行

业是餐饮服务业， 在东欧国家

则主要以经营小商品国际贸易

为主。 近一两年来，青田人不断

向南美、非洲、中东等华人相对

较少的国家或地区“进军”。

乌克兰基辅中国浙江同乡

会会长项国民带了

100

多名青

田人到欧洲各国打工。 他们的

子女都已经随之到了国外或正

在办理相关出国手续。 他的外

甥陈春光从船寮中学考上一所

大学但没有去读， 今年

4

月乘

飞机去了意大利。

一些家长认为， 除非孩子

能考上名牌大学， 否则即使上

了国内的普通大学， 毕业后也

找不到工作，还不如趁早出国，

免得浪费孩子的青春岁月。 据

悉， 这种观念在当地颇有市场

与影响力。

没有文化，出国挣的多是辛苦钱

文化效应：观众满意、企业获利、政府开心、居民得益

记者采访时发现，《印

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堪

称“多赢”：观众感叹“值”、

“不虚此行”， 投资方赚得盆

满钵满， 政府获得可观的税

收，地方知名度也大幅提升，

演出所在地的综合效益也被

带动，当地居民非常满意。而

节目中大量聘用当地农民演

员，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

《印象·丽江》中

５００

多

名演员一个个皮肤黝黑，均

是来自玉龙雪山周边

１６

个

村庄的非专业演员。 徐涌涛

说，在海拔

３１００

米的地方又

唱又跳地演出， 也只有世居

于此的少数民族能够胜任。

许多演员家境贫困， 不少人

因此脱贫。

除了演员外，《印象·丽

江》还带动了周边农民就业。

距离剧场不远的“二十三公

里彝族村” 家家养马参加演

出，每匹马演出一场有

２０

元

的收入，全村有一百多匹马，

以一天演两场计算， 全村一

天收入就达到

4000

多元，加

上反哺资金和其他收入，这

个彝族村每户年均收入达

３

万元， 而此前他们年均收入

仅有

２０００

元。

家住阳朔县兴坪镇的邓

有明是《印象·刘三姐》的参

演农民，原先家里十分贫困。

有了《印象·刘三姐》后，他的

船、 鱼鹰甚至水牛都参加了

演出， 每个月能拿到

８００

元

至

１０００

元。他告诉记者：“现

在白天我到漓江里捞捞鱼，

晚上就表演， 其实就是划着

我的船到江面上转一转。 这

笔钱赚得可开心了！ ”

参演《印象·刘三姐》的

演员中有

４００

名是当地农

民， 他们每年从中获取收入

６０００

元至

８０００

元。 此外，一

些人仅出租望远镜一年收入

就达到上万元。经营餐饮、住

宿的当地居民也致富了。 统

计显示，一部《印象·刘三姐》

带动了阳朔

４５００

人就业，占

当地劳动力人口的

５％

。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文化

工作室主任花建对《印象·刘

三姐》进行了长期跟踪调研。

他认为，无论是《印象·刘三

姐》还是《印象·丽江》，在产

业运作上都创新性地采用了

“四个结合”的模式，即“将政

府投资扶持与企业资本管理

结合”、“民族艺术与著名艺

术家品牌效应结合”、“建设

专业艺术队伍与助学扶贫工

作结合”、“开发山水景观与

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 综合

产业和生态环境相结合”，形

成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的综合效益， 堪称中国文化

产业的“智慧果”。 研究和解

读“印象”文化热，对催生更

多的文化产业模式大有裨

益。

记者看到，《印象·刘三

姐》、《印象·丽江》 演出现场

不时掌声雷动， 散场后接受

记者采访时， 没有一个观众

表示不满意。 这两个节目的

演出方也异口同声地说：“自

演出以来， 还从未收到过对

节目质量的任何投诉。”他们

认为， 民族艺术与著名艺术

家品牌效应结合， 带来了无

穷魅力。

这两台节目均由著名导

演张艺谋、王潮歌、樊跃出任

总导演，气势恢弘，突出了少

数民族特色。

《印象·刘三姐》由

６００

多名苗族、侗族、壮族、瑶族

等少数民族演员参加演出，

“舞台” 就是漓江的大片水

域， 背景是

１２

座著名山峰，

被誉为“集漓江山水、广西少

数民族文化及中国艺术家创

作之大成”。

《印象·丽江》则是在海

拔

３１００

米的实景场地演出，

背景是著名的玉龙雪山，

５００

多名纳西族、彝族、藏族、苗

族等

１０

个少数民族的演员

参加演出，被誉为“一场荡涤

灵魂的盛宴”。

美丽自然、大师手笔，加

上少数民族演员的本色演

出，使《印象·刘三姐》和《印

象·丽江》拥有了让观众动容

的艺术魅力。

上海游客张建东在观看

演出中多次落泪，他说，节目

中“古道马帮”、“殉情”等细

节，不时拨动人们的心弦，少

数民族演员毫无虚饰的本色

演出，发自肺腑的真情道白，

体现了对待朋友的热情、对

待生命的真诚， 很容易让都

市人受到心灵震撼。“经济萧

条的时候， 人们需要提振信

心，需要精神力量。这对缓解

金融危机带来的焦虑， 是一

剂良药。 ”

有关专家还认为， 声、

光、 电等现代技术元素融入

“印象”系列节目，让文化产

业插上了科技翅膀。“实践证

明，通过科技创新，开发创意

产品， 将文化和旅游紧密结

合， 会推动文化产业大发

展。 ”徐涌涛说。

魅力探源：美丽自然、本色演出、大师手笔、科技创新

３

月初，桂林、丽江的天

气还有些寒意， 但却阻挡不

了游客观看《印象·刘三姐》

和《印象·丽江》的热情。

记者在阳朔县书童山下

的剧场看到， 晚上七点开演

前半个小时， 这里已经人山

人海， 持票的观众在导游带

领下鱼贯入场， 场外的小贩

忙着出租望远镜、大衣，兜售

各种纪念品。散场后，等着观

看晚上第二场演出的游客与

出场游客形成两条交织的人

潮，热闹非凡。

在丽江，同样盛况空前。

在海拔

３１００

米的剧场内，虽

然大风不断吹走游客头上的

太阳帽， 但很多人仍捂着帽

子看得很投入。 丽江中旅的

导游黄艳娇说， 有三位北京

游客想观看《印象·丽江》，但

票已售完， 他们央求剧场工

作人员给补票，站着看也行；

被婉拒后， 三个人就站在场

外听完了整场节目。

《印象·刘三姐》投资商

申国强说， 这个节目去年吸

引了

１０５

万名观众， 票房收

入

９０００

多万元。 “因为国

际金融危机来袭， 我们预计

今年演出会减少， 但目前情

况正好相反， 演出很火暴！

往年春节假期一过就停演一

阵子， 今年春节则每晚连演

两场， 直到现在一直未停

演！”

丽江玉龙雪山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徐涌涛介绍，《印

象丽江·雪山篇》也没有受到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２００８

年吸引了

６０

万名观众，票房

收入

６７００

万元， 赢利

３０００

多万元。 今年前两个月同比

增长

２００％

。

丽江导游黄艳娇说，国

际金融危机对丽江影响本来

挺大，因为“丽江是欧洲人最

喜欢的小城之一， 原来《印

象·丽江》十个观众里就有两

个外国人， 现在只有半个

了”， 但是国内观众逆势增

长，填补了空缺。

正当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旅游文化消费

时，以《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为

代表的“印象”系列文化演出却场

场火暴。

在广西桂林、 云南丽江，无

论当地政府、演出公司还是游客

观众，都表示：“在这里看不出金

融危机的影响！ ”

（图为《印象·丽江》）

透视“印象”文化旅游热
———“这里看不出金融危机的影响”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肖春飞 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