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材料 1 提到了某知名学者的观点“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娱乐扭曲了意义”，

请你谈谈对此的看法。要求：观点明确、分析透彻，字数在 200字左右。（15分） 

 

1.经典话剧《雷雨》在北京人艺进行新一轮演出时，一场低票价、针对大中学生的公益

场遭遇“意外”，学生们的“哄堂大笑贯穿全剧”，出演周朴园一角的著名演员杨立新对此发

出感慨，“文学上的精致，人物关系的复杂，台上所有年轻人全部死亡的悲剧结尾，使得《雷

雨》毋庸置疑的成为了中国戏剧经典的开山之作。曹禺先生故去多年，《雷雨》仍然在中国

的戏剧舞台上多有演出。但像这样的哄堂大笑贯穿全剧实是少见……”他最后甚至表示，“《雷

雨》的‘公益场’真令人失望，这样的‘公益场’不演也罢！” 

此事件一出，迅速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其中关于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显得尤为

“抢眼”。尽管文化经典早笑场，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而且有些专家剖析出的“文化语境

失衡”，“60 年不变，表演僵化”，“文化审美的扭曲”等原因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

认，年轻观众文化素养的失落和对尊重经典的缺乏已成不争的事实，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今，“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已成为了年轻人的信条，对传统文化缺乏敬畏，

甚至拿传统文化里的一些元素进行嘲讽，成为一些年轻人彰显“个性”的做法，但娱乐应有

边界，面对传统文化要懂得敬畏和传承。某知名学者直言，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娱乐

扭曲了意义。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曾说，“不是因为有了莎士比亚才有了现在的文学英国，而

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注重文学的国家，所以才有了莎士比亚”。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直

接说明了文化氛围的“稀薄”。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无论是对原剧本的挖掘还是人物表

演上，并无失当之处，不断地哄笑体现出了年轻观众的艺术修养的缺乏。在一些高雅演出中，

即使你不一定非常认可演员的演出，但一定的艺术礼节必不可少，例如古典音乐会中，什么

时候该鼓掌，什么时候改起立，包括穿着、表情等，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仪式”，甚至于

显得“刻板”，但就是在这样的仪式中，艺术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尊重与诠释。显然在年轻观

众中这方面的知识是缺乏的，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提升青少年的艺术品位和艺术修

养也是需要学校和政府努力的方向。 

 

 

 

 



 

 

参考答案： 

该观点合理。娱乐至死指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缺乏敬畏，嘲讽传统，彰显个性的做法。“扭

曲了意义”指扭曲了原有的文化内涵。原因有：1.年轻人缺乏文化素养和传统文化，文化氛

围“稀薄”；2.年轻观众缺少艺术礼节，艺术修养缺乏；3.文化语境失衡，使得文化审美扭

曲；4.表演形式僵化，缺乏创新。因此，年轻人应做到敬畏和传承传统文化，娱乐应坚持边

界；同时，政府、学校应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提升青少年艺术修养。 

 

 

关注“天津华图”微信公众号：tjhuatu 

后台回复“时政”可获取最新时政信息 

后台回复“选调 30 分”可领取电子版《考前 30 分》资料 

后台回复“事业 30 分”可领取电子版《考前 30 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