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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品要想有生命力，必须唱出真
实的情感、真实的生活，如此才能和这片
土地上的人民产生共鸣。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深

刻论述了文艺和人民群众、文艺和革命斗

争、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一篇马克思

主义的光辉文献。在《讲话》开辟的广阔思

想 和 实 践 空 间 中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中 国 风

格、中国气派的人民文艺，为中华民族新文

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 时 代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文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与《讲

话》一 脉 相 承 ，是 新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中 国 化

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大创新发展，为

新时代中国文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 本 遵 循 。 在 这 条 继 往 开 来 的 宽 广 道 路

上，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

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

8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战线不

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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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为这条道路确立

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弘扬

《讲话》精神，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以强烈历史主动精神推进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

神推动力。

重温《讲话》精神，就是要在宏大的历史

方位中树立文艺的方向和使命。立足于对

历史前进方向的深刻把握，立足于“客观存

在的事实”，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们为中国

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化和军事两条战

线，文艺必须“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

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存在

抽象的、永恒不变的定义好了的文艺，“我们

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

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

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

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

的 各 种 见 解 和 争 论 ，这 种 方 法 是 不 正 确

的”。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结

构中、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确立文艺的方

向、塑造文艺的形态，这为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观奠定了根本思想前提。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

荣兴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要高

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

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

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伟大事业需要

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

不 可 替 代 ，文 艺 工 作 者 大 有 可 为 ”。 2021
年，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

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

出：“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

方位”“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

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

从《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论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始终把文艺放在社会历史的总体性

视野中、放在从建立新中国到踏上新征程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宏大历史中去认

识和把握。文艺由此成为中国人民创造历

史的伟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具有强

烈历史主动精神的能动力量，在创造历史的

过程中展开自身，获得方向和道路，获得深

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广阔的创造空间，焕发着

面向未来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重温《讲话》精神，就是要深刻认识中国

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为什么人的问题，是

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同志

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

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作为中

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斗争的一部分，文

艺必须把人民这一历史的主体作为根本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源泉、对象和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

需要人民”“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

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

史的‘剧作者’”，从根本上阐明了人民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心地位。

高扬人民性的人民文艺构成了中国文

艺的光荣传统和丰沛资源。在《讲话》精神

指引下，中国文艺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深刻

变革，来自人民的革命者和无数普通劳动

者、建设者被认识、表现和讴歌，人民成为自

己命运的主人、历史的主人和文艺的主人。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阐述的，无产

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文艺在这个过程

中不仅担负着反映和表现的功能，同时也通

过刻画人民的形象有力地召唤、动员和凝聚

着人民，由此在中国和世界文艺的历史上迸

发出巨大的革命性能量。

以人民为中心，为中国文艺敞开了政

治 的 、历 史 的 、美 学 的 、艺 术 的 广 阔 天 地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

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

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

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大理论

创新。为了人民、走向人民，永远是一个从

具体到总体、从总体回到具体的辩证动态

过程，在人民和历史的总体性视野中同时

蕴 含 着 生 活 的 丰 富 性 、生 动 性 和 差 异 性 。

文艺作为一种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既

是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也是生活的和经验

的，这是巨大的挑战，更是一个时代文艺高

峰的标志。

重温《讲话》精神，就是要深刻认识文艺

工作者主体建构和自我革命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

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中

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

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

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

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

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

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

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

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既是文学创作的

基本规律，同时又深刻揭示了在人民文艺的

道路上作家艺术家必须实现主体的更新建

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生活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生活。”要在人民的实践中打开

广大的生活世界，同时在广大的生活世界中

认识和领会人民的实践和创造。在这个意

义上，人民的作家艺术家不仅仅是专业分工

意义上的从业者，而首先是人民生活和斗争

实践的积极参与者，这意味着“立足点”的转

移，意味着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行动和实

践，意味着通过自我革命超越个人的局限，

与群众“打成一片”。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此

做出了深入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

艺要热爱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

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

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

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

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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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思”的一体，这

既是身与心、理性与情感的同步，也是知与

行的合一。

从《讲 话》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文 艺

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

艺 观 的 理 论 和 实 践 与 时 俱 进 、不 断 发 展 ，

形成了深邃博大的理论体系，开辟了文艺

实 践 和 创 造 的 广 阔 道 路 。 80 年 前 ，在《讲

话》最后，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满怀期待

地指出，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定能够改

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

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

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

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

段”。80 年来，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中国

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创造了无愧于时

代、历史、人民的业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文艺必

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开辟更加光辉灿烂的

新阶段。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压题照片为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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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单行本封面。 延安革命纪念馆供图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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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的理论和实践与时俱进、不
断发展，形成了深邃博大的
理论体系，开辟了文艺实践
和创造的广阔道路。

80年来，在《讲话》精神
指引下，中国革命文艺和社
会主义文艺创造了无愧于
时 代 、历 史 、人 民 的 业 绩 。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文
艺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开
辟更加光辉灿烂的新阶段。

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

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广大文

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

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

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

放。”作为一名词作者，我对此

深有感触。音乐作品要想有生

命力，必须唱出真实的情感、真

实的生活，如此才能和这片土

地上的人民产生共鸣。

前不久，电视剧《人世间》

以厚重温暖的艺术底色受到观

众喜爱，其主题曲也成为热门

单曲。这是一部以社会变革为

背景的年代剧，也是一部当代

百姓的生活史，丰富的内涵使

主 题 曲 可 以 从 不 同 切 口 来 书

写。我与导演李路、歌手雷佳

一 致 认 为 ，歌 词 要 从“ 人 间 烟

火”出发。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中国人对家和家人都有着深厚

情感，因此有了“祝你踏过千重

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在妈妈

老去的时光，听她把儿时慢慢

讲”。后来我看到很多观众在

歌曲评论页面留言，他们讲起

了自己父母乃至祖辈的感人故

事，而这些故事也在我的心里

扎下了根，成为后续创作的鲜

活 素 材 。 创 作 只 有 从 生 活 里

来 ，从 人 民 中 来 ，才 能 走 进 生

活，走向大众。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过：

“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

验了的感情的传达。”在我从事

创作的 17 年时间里，也伴随着

癌症病痛的折磨。因此，我格

外珍惜平凡生活中的光与暖，

希望与美好，于是把“歌里要有

人”作为自己的创作理念。现

在我写下的歌词，不再囿于一

己悲欢，而是让歌词中的主角

从“我”变成了“我们”。

因为经历，所以懂得。我

尝试和听众对话，用歌词描绘

普通人，用文字去温暖人。“爱

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有人开玩笑说，我创作的这首

《孤勇者》已经成了“儿歌”，我

自己也没想到好多小朋友都会

唱。武汉市一所小学围绕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做了一次书面征

集，孩子们的回答让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有同学认为歌曲

描绘的是英勇无畏的消防员——“在烈火中与时间拼速度的

人”；是与病魔搏斗的医生——“竭尽全力地保护我们”；是默

默无闻的缉毒警察——“他们身处黑暗，却做着发光的事”；是

自己的妈妈——“曾经忙得生病晕倒过，但依然站起来，迎接

新的生活”；是每天辛勤奔波的外卖小哥——“在路上的他们

并不起眼，但都是为了梦想和生活而奋斗的人”……从这些答

案中，我们能看到孩子们喜欢这首歌，是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地

感受到了一股奋斗、拼搏的力量。我想正是这样的原因，让这

首歌被改编成航天科研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消防

救援人员等多个版本。每一个扎实奋进、勇担责任、追逐梦想

的人，也许不被大众知晓，但他们都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

流行音乐的主要听众是年轻人，如何让他们在歌曲里

找到共鸣，是音乐人的努力方向。当电影《我和我的父辈》

找到我创作主题曲时，我和曲作者都希望年轻人从歌曲中

获得力量，进而走进影院去了解父辈们的故事。我们迅速

确定了歌词的关键词——致敬。在我和曲作者看来，最好

的致敬是传承。于是在歌曲《如愿》的最后一段副歌中，曲

作者设计了更昂扬的旋律，而我的歌词，也从前半部分的思

念与感恩，升华到“走你所走的长路”“见你未见的世界”“写

你未写的诗篇”。在创作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主题歌曲《有我》时，我写下歌词“要怎么形容明天，像

我一样”“那未来如何登场？有我担当”。很多年轻观众表

示很喜欢这些歌词，我深受鼓舞。音乐的美妙之处在于创

作者想表达的，听众都接收到了，并且能够跨越时空，从历

史走向未来，为前辈唱也为后辈歌。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我希望用简单质朴的词语，

展现平凡角落里的真实人生，并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力量——

成为深夜中的一盏路灯、冬日里的一碗暖汤，能在人们迷茫孤

独时，用音乐告诉他们“你经历的我都懂”。未来，我会努力写

出更动人的曲目，去温暖更多前行中的奋斗者。

（作者为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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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我第一次到福建省宁德地区屏

南县做农村调研，领略了这里的绿水青山和

丰富人文资源。后因课题需要，与屏南结下

不解之缘。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地干部群众

热爱乡土、敬惜乡土文化的浓厚感情。带着

这份感情，他们重视文化传承，发展艺术教

育，在以文创推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懈探

索，取得了显著成绩。长篇报告文学《乡村造

梦记》记述了这一实践的来龙去脉和生动启

示，讲述了这些“造梦者”的奋斗故事。

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建设的大背景

下，《乡村造梦记》提出了当前村镇基层文化

实践面对的一系列共同课题：怎样因地制宜

将地方特色文化转化为产业发展资源？乡土

艺术教育怎样赋能创业就业，进而拓宽乡村

发展空间？屏南的成功实践提供了典型样

本，值得记录与研究。

在深植传统文化的当代乡村，有许多具

有艺术潜力的普通人。《乡村造梦记》以传记

方式聚焦这个群体。屏南文创产业项目策划

人林正碌以教农民绘画为切入点，开展“人人

都是艺术家”公益艺术教学活动。不少村民

熟练掌握了绘画技巧，通过网络销售作品增

加了收入。后来，林正碌又配合龙潭村修复

传统民居，致力于营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人居环境。古村落优美的生

态环境和生活方式，引来许多热爱乡村的人

到此学画、旅游、创业，一幅新时代新农村蓝

图在这里徐徐展开。作者真实生动地记录农

民、返乡创业者、残障人士以及县、乡、村干部

通过文创振兴乡村的过程，也夹叙夹议地总

结屏南文创产业实践特色和经验启示。

林正碌当年被误判“五音不全”，他由己

及人，想到人们的艺术天赋可能被这种“定

性”耽误。受此启发，他用接地气的艺术教育

带动村民“做自己的曲”“唱自己的歌”，激活

了人们的创造力。在公益艺术教学活动帮助

下，残障人士沈明辉创作出令艺术家惊艳的

《生命树》系列画作；原本内向少言的农村妇

女陈祥李，靠绘画找到了自信，提高了收入，

生活也明朗起来；热爱山水与大自然的曾伟

跨 省 定 居 龙 潭 村 ，合 伙 开 起 了 书 店 和 茶 舍

……作者总结龙潭村、四坪村发展经验，启示

我们：乡村发展文创产业，不仅能够产生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更是当代乡村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乡村造梦记》中，不仅有感性的记录，

更有理性的思考。比如论述屏南文创产业发

展新举措、新办法的相关内容，让读者了解到

屏南乡村文创新思路究竟“新”在哪儿。作者

在生动记录文创实践的同时，还探究了乡村

文创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揭示出作品

主题：所有经验的前提，是充分重视和善用

在地文化，以我为主、因地制宜地发展文创

产业。譬如让农民成为传授知识的老师，讲

解二十四节气文化和农耕知识，让城市居民

感 受 农 耕 之 美 和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如此思路，在土地原始价值上产生出更

高的附加值，产业融合激发出生生不息的内

生动力，为那些资源匮乏的乡村提供了新的

发展思路。

乡村文创具有广阔发展空间。互联网时

代，信息技术弥补了乡村在物流、技术、营销

等方面的短板，原来主要在城市里发展的文

创产业，今天在乡村也一样能够展开。而且

与城市相比，乡村在地文化更为丰富独特，这

正是创意的源泉。《乡村造梦记》一书的意义，

不仅在于揭示文创振兴乡村的时代机遇，更

在于总结发展乡村文创的可行路径。期待看

到更多乡村文创故事，总结创新创造经验，为

乡村振兴拓宽道路、带来启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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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造梦记》：沉洲著；作家出

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