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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浩荡地照在 2021 年岁末的北京，未

来会记住那个明亮而温暖的日子。 12 月 14
日，文艺工作者代表和特邀嘉宾等约 3000 人

相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这是文艺的盛会，是

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盛大节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 到 我 们 中 间 ，与 大 家 交 心 谈 心 ，擘 画 新 时

代文艺的宏伟蓝图，指引新时代文艺的发展

方向。

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

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中国文艺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走过的历史道路，高度

肯定中国文艺工作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

业作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

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

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矢

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用丰富的文

艺形式，激励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浴血奋

战、百折不挠，激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力更

生、发愤图强，激励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亿万人

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

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

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回望百年历史，一

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倾力投身

改天换地的人间奇迹，心怀云蒸霞蔚气象万千

的远方，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地书写着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历史雄辩地证明，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

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一百年来，中国文艺所

走过的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

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

路。历史还将证明，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将在

这条道路上勇毅前行，开创新时代文艺的壮阔

天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

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是站在新时

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上，站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

史高度上，向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的动

员令。讲话高瞻远瞩、语重心长、催人奋进，

凝聚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事业、文艺规律、

文艺发展道路的深邃思考，闪耀着马克思主

义真理的光芒，是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文艺工

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号

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

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

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

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

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

煌”。这是对文艺事业的巨大鼓舞，对文艺工

作者的殷殷嘱托。这一刻，号角已经吹响，方

向已经明确。我们坚信，我们的责任、使命与

担当已铭刻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标记在新的艺

术征程中。每一位心怀壮志的中国作家艺术

家，对艺术的忠诚必定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忠

诚，对艺术使命的担当必定是对民族大业的担

当，对艺术的追求必定是对民族光辉前景的追

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文艺工作者初心

不改，使命在肩，必将为构筑新时代文艺事业

贡献光与热、谱写新华章。

开创新时代文艺的新天地，就是要把文艺

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

征程中。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

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

新，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

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秉持强烈的历史主动精

神，我们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文艺不

仅在人民创造历史的斗争中获得内容和形式，

更是创造历史的伟大斗争的力量，是凝聚人、

引导人、激励人、塑造人的时代号角。生逢伟

大时代，我们不仅要有身处壮阔历史中的自知

自觉，更要提得起、握得住手中的艺术之笔，以

准确深刻的笔触和对人民最深挚的情感书写

这伟大的时代与时代的伟大。正在发生的壮

举奇迹与动人故事是文学艺术获得生命力的

源泉。让我们成为一条小河、一支溪水，成为

河流溪水中的那一滴水，与无数的溪水河流一

道，汇集成大江大海的浩浩汤汤。广大文艺工

作者要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以清醒的历史

自觉和坚定的历史自信，投入铸就新时代文艺

高峰的伟业中，在创造与实践中增强文化自

觉、坚定文化自信，彰显文艺工作的价值，铸就

文艺事业的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

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

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

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

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

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

观，要求我们站在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客

观、全面、深邃、辩证地看待历史和现实，准确

把握历史的走向，深刻判断现实在历史中的位

置和价值。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要求我

们不仅看见脚下和眼前，还要望向历史的纵深

处与延长线，在更为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看到

“我”之外的广阔天地，看见历史长河中的“我”

和“我们”，探寻历史运行的规律，勘察人世变

迁的奥秘。有了这样的大历史观与大时代观，

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与喧嚣的信

息洪流中深刻把握社会的内在结构，于风起云

涌和沧海桑田中清醒、清楚、清晰地认知我们

所处的历史方位，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

谁”以及如何完成艺术使命、担当历史重任的

重要问题。由此而来的作品，才能既着眼于总

体性的社会实践，又能落实到具体而微的日常

生活；既有着创作者个人真切的生命体验，又

具备普遍性的认知视野与情感结构；可以从生

活的静水深流中窥见时代的波澜壮阔，从现实

的纷繁复杂中辨析历史的节奏与步伐，见历史

之大势，发时代之先声。

开创新时代文艺的新天地，要求广大文艺

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

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

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

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

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始终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也明确了中国革命文艺

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源于人

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

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

在。“人民”始终鲜明地镌刻在中国文艺的旗帜

上，为中国文艺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人民是文

艺之母，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

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文艺的创造，才能在人

民的进步中造就文艺的进步。

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人民火热而生动的实践是智慧、胆

识与勇气的凝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将目

光投向人民丰富生动的实践，体察人民澎湃细

微的情感，才能敏锐捕捉生活的真谛，深刻把

握生活的本质。观照人民的生活现实与情感

方式，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地走进并留在

人民心上，才能在这个时代再一次获得深挚、

庄严、感人至深的力量，才能在时间与历史中

获得应有的位置与荣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

对人民的感情和态度，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

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

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

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

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这既是

政治的、历史的要求，又是艺术的、美学的召

唤，这是中国文艺事业的求索与党的百年奋斗

在价值取向上的高度统一，有力地体现着人民

至上。我们的文艺作品既要关心具体个人，又

要看见平凡却伟大的人民。倘若文艺是灯，它

不为映照自我，而是要回到人民中间，以思想

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汇聚更

多光亮，从而照耀更为广阔的人民生活，照彻

前行的道路。

开创新时代文艺的新天地，要求广大文艺

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

人生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作家艺

术家的人格修养提出了要求。广大文艺工作

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

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

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

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文艺工作者的人格修养，不仅关乎个人品德，

还影响着行业风气，进而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

至社会生活。我们要树立文艺界良好社会形

象，营造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品行与修为

的要求，不仅着眼于当下，也植根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华文脉自古就有“文以

载道”的传统：“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

诗体正。”“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

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

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

生。”文学艺术的呈现往往是作家艺术家道德

人格的外化，两者是浑然一体、高度一致的。

有高尚人格、优秀操守的创作者，才会有内在

的浩然之气，有光明正大、刚健豪迈、自信自

强、坦荡磊落的精神境界，折射到创作中，文艺

作品便自然拥有超拔气象，如此方能成风化

人、立心铸魂。

生逢伟大时代，要以不负人民、不负时代、

不负历史的凌云之志与辛勤创作，回报所有注

视着、关切着、期待着的目光。我相信，当代文

艺工作者一定会用心、用情、用力握紧手中之

笔，以更饱满的精神、更昂扬的热情、更绚烂的

笔墨，以更加充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高举时

代精神的灯火，吹响人民前进的号角，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中，踔厉奋发，开创

新时代文艺的壮阔天地。

（作者为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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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逢 新 春 佳 节 ，各 大

短视频平台纷纷征集乡村

题材作品，展示美丽乡村、

幸福生活。不少农民朋友

通过短视频讲故事、话家

乡、聊风物，掀起一轮网络

“乡村热”。许多短视频有

故事、有巧思，以小见大，

短中见长，成为人们慰藉

乡愁的一剂良方。

细节是打动人心的关

键。乡村题材短视频注重

对乡村生活细节的挖掘展

示 ，朴 素 自 然 又 不 失 精

致 ，既 有 观 赏 性 ，也 有 文

化内涵。

短 视 频 里 的 乡 村 风

物，大气俊美。许多家乡

展示类短视频，聚焦绿水

青山自然风光，体现人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 。 牧 民 在

草 原 上 策 马 扬 鞭 的 慢 镜

头 里 ，骑 马 者 英 姿 飒 爽 ，

奔跑的马儿充满力量美；

勤 劳 直 率 的“ 滇 西 小 哥 ”

用 特 色 美 食 串 联 人 物 故

事，原汁原味记录家乡风

土人情；蓝天下、高原上，

四 川 甘 孜 男 孩 清 澈 纯 洁

的笑容，在特写镜头中灿

烂绽放，成为家乡的一张

“ 名 片 ”…… 这 些 短 视 频

牢牢抓住乡村景物特色，

运用影视剧常见的特写、

大远景等艺术手法，以动

态画面连接，强化细节与

环境的呼应、人与自然的

融 合 ，给 观 众 以 清 新 、亲

切 、自 然 的 观 看 体 验 ，助

力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和 乡 村

旅游发展。

短 视 频 里 的 乡 土 生

活 ，真 实 质 朴 。“ 接 地 气 ”

并 不 意 味 拍 摄 制 作 简 单

粗糙，那些颇有人气的作

品 在 策 划 和 制 作 上 无 不

下 足 功 夫 。 做 饭 、修 墙 、

砍 柴 、捡 鸡 蛋 ，看 似 寻 常

随意的生活场景，实则饱

含 复 杂 的 镜 头 语 言 。 有

的短视频平均每条 180 个

分 镜 ，每 一 个 分 镜 时 长 2
秒多，这意味着创作者运

用高频快剪、多机位拍摄

等手段，在短短几分钟视频内，较为完整地讲述现实

里几个小时的故事。内容上以主观沉浸式叙事为主，

不时运用手遮镜头转场、同景别跳切加快叙事节奏，

增强观众情绪代入感。比如做饭这种再平常不过的

小事，在短视频中有情节、有悬念、有冲突，还有情感

的抒发，配上富有年代感的流行音乐，既增强了仪式

感，又有戏剧化效果。

短视频里的乡土表达，古雅清新。一些作品融入

传统文化元素，让乡村之美有了文化的厚重感和艺术

的精致感。比如，有的短视频描绘幽静山村的四季流

转、辛勤劳作、一日三餐，捕捉晨昏的细节之美。创作

者对中国传统色彩和乡村文化符号的处理也别具新

意，比如身着当代改良的传统服饰，在青山碧水间踏

雪寻梅，显示现代与传统的交汇融合；七夕节做乞巧

果，中秋节做月饼，记录亲人佳节团聚场景，在“每逢

佳节倍思亲”的诗意中引发共鸣；琵琶、尺八、竹笛、二

胡、陶埙等传统乐器频频出镜，进一步渲染了文化氛

围和田园意境。

乡村题材短视频的百花齐放，说到底，源于乡村

生活的多姿多彩。无论是大气俊美、真实质朴还是古

雅清新，这些短视频抓住了乡土的“根”，那就是数千

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千千万万人的真实生活。短视

频用当代视听语言展现这丰富的真实，激活了生活细

节中的乡愁，使这些潜藏在人们文化记忆中的乡村文

化符号重回大众视野，焕发时代光彩。

乡村有亲情，乡村有记忆，乡村有传承，乡村题材

短视频的创作空间无疑是巨大的。通过短视频，每个

人都可以贡献文化内容，但最被大众接受和喜爱的，

还是那些风格鲜明、制作用心，能够展示真实生活细

节的诚意之作。期待更多短视频创作者关注“三农”

和乡村振兴事业，继续用鲜活的视听语言讲好乡村故

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时代故事。

用
鲜
活
影
像
展
现
魅
力
乡
村

臧

宁

短视频用当代视听语言展现这
丰富的真实，激活了生活细节中的乡
愁，使这些潜藏在人们文化记忆中的
乡村文化符号重回大众视野，焕发时
代光彩

核心阅读

回望百年历史，一代又一
代文艺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
倾力投身改天换地的人间奇
迹，心怀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
远方，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地
书写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英雄史诗

生逢伟大时代，我们不仅
要有身处壮阔历史中的自知
自觉，更要提得起、握得住手
中的艺术之笔，以准确深刻的
笔触和对人民最深挚的情感
书写这伟大的时代与时代的
伟大

生逢伟大时代，要以不负
人民、不负时代、不负历史的
凌云之志与辛勤创作，回报所
有注视着、关切着、期待着的
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