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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担负起新的

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广

大文艺工作者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要认真学习

领会，把重要讲话精神切实转化为推动新时

代新征程文艺繁荣发展的担当作为。

坚定文化自信，在把
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根深方才叶茂，源浚而能流远。中华民

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有着五千多

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中华文明经历了多

次兴衰和变革，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

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这五大突出特性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整

体特征，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

念和文明体系。在赓续中日新、在传承中创

造，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中华文

脉延绵数千年的奥秘所在。全面深入了解中

华文明的历史，深刻感悟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才能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以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

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人类社会每一次跃

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

历史性进步，也离不开文艺所提供的精神引

领、支撑和滋养。在光辉璀璨的中华文明史

上，一部部传世之作如一颗颗明珠，闪耀着动

人的文化光辉，又似一粒粒种子，蕴藏着中华

文化深沉的血脉基因，给予人们文明的滋养

和希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发挥

文艺的重要作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思

想旗帜，深刻认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重大意义，把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和文

化生命力创造力的自觉自信提升到新的高

度，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

规律性认识，既向历史传统沉潜，又向精神深

处开掘，用更多优秀文艺作品满足人民文化

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文者，贯道之器也。新时代新征程是当

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中国精神是社会主

义文艺的灵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

然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旗帜，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

当代实践，真切感悟中华文化内蕴的文明感

召力，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贯通古代中

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用丰富多彩的精品

力作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精神特

质和精神脉络，通过精彩的故事、丰满的形

象、优美的旋律、动人的画面，润物无声地启

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做到以文弘业、

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

坚持守正创新，在推
进“两个结合”中实现文
艺创作高质量发展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造就了一个

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打开了创新空

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第二个

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

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文艺工作而言，要深植

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艺创

新的重要源泉，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

础上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

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创

作推出植根中华文化沃土、标识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优秀作品，是“第二个结合”在文艺

领域是否得到落实的重要衡量依据。新时代

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

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

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创作了一大

批受到人们喜爱的文艺精品。人文纪录片

《中国》、民族歌剧《沂蒙山》、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只此青绿》、网络动画短片合集《中

国奇谭》等作品充满中国韵味又富有时代特

色，再一次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

学精神具有不竭的生命力，不愧为文艺创作

的制胜要诀。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命 脉 ，二 者 的“结 合 ”是 我 们 必 须 坚 守 的 正

道。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自觉用“两个结合”

武装头脑、指导创作，进一步增强文化传承创

新自觉性，用艺术实践贯通文明底蕴和时代

主题，从创作理念、表现手法、美学精神和艺

术风格等层面，深入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厚资源，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

出来，让思想内涵和艺术表达相得益彰，给人

以更多审美享受和精神滋养。

阔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吸收着五千多

年中华文明的丰沛养分，广大文艺工作者要

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进一步提高艺术

本领，用数字化等科技手段为文艺工作赋能

增效，充分释放文化艺术创新创造的巨大潜

能，正确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新媒介丰富文艺创作的内涵和形式，提

升文艺作品的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在各艺

术领域推出一批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扛鼎之

作，以新故事、新形象、新旋律、新风格，抒人

民奋斗之豪情，传民族精神之火光，不断丰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艺术图谱。

秉持开放包容，在促
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
当代中国形象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

鉴而发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

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

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

蓄的开放胸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充满希望，也充满挑

战，加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性更加凸

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

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因交流互鉴而焕发出更

旺盛的生命力、更强大的感召力，因融入时代

精神而展现出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永恒魅

力。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

辨识度。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推动新时代

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

来、面向未来，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

造的优秀文艺，做到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在

中西合璧、融会贯通中不断开辟艺术创造的

新境界。

文 艺 是 凝 结 心 灵 、沟 通 世 界 的 有 效 方

式。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

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式现代

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打破了

“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赋

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

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要求广大文艺工作

者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

中国叙事体系，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

值追求的优秀作品，用文艺的形式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中国人民的生活

变迁和心灵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

中国文联将结合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

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发挥组织优

势和专业优势，贯通“做人的工作”和“推动文

艺创作”，把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推动创作、

评奖评论、志愿服务、人才培训、“文艺两新”、

行风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努力以高质量的工

作实绩，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

力量。

（作者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题图为江苏省南京市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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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造，是中华文化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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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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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才能进一步推进文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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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领域推出一批属于我们
这个时代的扛鼎之作，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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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
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
予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以 深 厚 底
蕴。这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用文艺的
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示中国人民的生活
变迁和心灵世界，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核心阅读

大地不会老去，生活之树常青。只有
当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成为一种自觉行动
的时候，我们的作品才可能有好文字、高
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

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生活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将生

活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让

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是一体的，离开生

活就等于离开人民，深入生活

需要有大树扎根一样的笃定和

投入。

从 2000 年开始，我深入湖

北神农架林区，这一“扎”就是

20 多年。如果说最初还是抱着

去找素材找故事的目的，现在，

我已经选择住在神农架，把身

心全部寄托在这里，把“根”扎

在这里。我住的地方紧挨原始

森林，晚上能听到各种野生动

物的叫声，门前一年四季流水

潺潺，到了夏季，溪流成了汹涌

澎 湃 的 大 河 。 这 里 的 秀 美 景

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

场 景 ，赐 予 我 源 源 不 断 的 灵

感。我据此创作的“神农架系

列小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等

荣誉。现在，每天面对神农架

的青山、白云、村庄、山民，我的

关注和情感从自发进入自觉的

阶段，对人民、对生活、对生命

和 生 态 有 了 更 多 的 思 考 和 领

悟。这几年创作的小说《森林

沉默》《豹》以及书写神农架林

区的散文、随笔，就是我对生活

更加自觉的观照。

像 对 第 二 故 乡 神 农 架 一

样，我对故乡湖北荆州公安县

的感情也是持久且深沉的。这

片土地千百年来，耕种的都是

稻 麦 黍 稷 。 在 改 革 开 放 的 年

代，敢想敢为的乡亲们开始在

田间种起一种藤本植物。这些

植物的浆果五颜六色、珠圆玉

润、清香甜蜜。深沉严肃的土

地由此变得浪漫可人、摇曳生

姿 …… 我 于 2021 年 完 成 的 长

篇小说《天露湾》，写的就是家

乡农民种植葡萄并发展特色产

业的故事。一般认为，长江以

南不适合种葡萄，但故乡的农

民种出了、种成了、种好了，而

且 闯 出 了 市 场 ，打 响 了 品 牌 。

在勤劳致富的路上，中国农民

展现出巨大的创造力和非凡的

创新精神，这是我在生活中切

实感受到的，也是小说艺术感

染力的来源。

无论是在神农架还是在公

安县，我总能感受到乡亲和朋

友们的热情，总是有回家的感

觉。在这些地方采撷的灵感、

获得的故事，都是亲切的，带有

温度的，它们唤起了我的创作

激情，唤醒了那些尘封和沉睡

的情感。抓住故乡，抓住生活，让我的亲情乡情不断升华，让

我的文学生命力更加旺盛，也提升了我对文学丰富性和广阔

性的认识与信心。

前不久，我参加了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来到《山乡巨

变》作者周立波的家乡湖南益阳清溪村，在那里我受到了震

撼，得到了教育和启发。我听人们讲述周立波当年创作《山乡

巨变》的许多故事，又去重读了这部经典作品，感受到其中浸

润着的浓稠的乡土味、人民情。作家笔下的所有故事、灵感和

语言，都是从人民的生活中来的。如果作家没有完全融入当

地生活，就无法传递出这样的原汁原味。要把风土人情、乡风

乡俗和俚语方言，转化成生动的文学语言，靠的是对农民的

感情，对乡土的沉醉。

联想起自己这些年深入生活开展写作的经历，我认识到，

想要写好作品，必须老老实实当人民的学生。大地不会老去，

生活之树常青。只有当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成为一种自觉行

动的时候，我们的作品才可能有好文字、高境界。对当下的作

家来说，选择很多、诱惑很多，越是如此，越要少一些功利心，

多一点诚实劲，踏踏实实地俯下身子，走到人民生活中去，重

拾对人民和文学的敬畏，重拾炊烟下的视角、火塘边的视角、

热炕上的视角。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作家的必修

课。作家要以极大的热情去开掘其中的真义，倾其一生去践

行这样的创作理念。惟其如此，才能汲取生活的营养，体察真

实的情感，进而静下心来诚实写作，实现我们的文学理想。

（作者为作家）

﹃
深
入
生
活
、扎
根
人
民
﹄
应
成
为
作
家
的
必
修
课

陈
应
松

2020 年初，江西文联主办的《星火》杂志

开设“原浆散文”栏目，提倡“不依赖搜索引

擎和文史资料，像乡村酿酒一样使用真材实

料写作”“期待十年磨一剑、把个人经验和时

代烙印融为一体的厚重之作”，倡导作家深

入生活、厚积薄发。 3 年多来，《星火》杂志

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散文作者，他们深入

自身体验最丰沛的生活领域，创作发表了一

批 反 映 生 活 本 真 、传 递 生 命 质 感 的 散 文 篇

章，汇集成这本《原浆散文精选集》（百花文

艺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散文集》）。

这批散文注重从直接人生经验和社会

观察出发书写现实生活，切口独特而充满感

情。与此同时，作者们注重把握社会脉动，

跟随时代前行的脚步，力求小中见大、见微

知著，保持充分的开放性，以拨动更多读者

的心弦。于是，小切口表现大时代、小角度

书写大社会，成为《父亲进城》等一批散文的

鲜明特点。它们中有的讲述城市化进程中

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的诸多变化，

有的表现青年一代在城市打拼奋斗的心路

历程，有的以山村生活的坚实质地诉说家庭

亲 情 故 事 …… 题 材 不 拘 一 格 ，情 节 林 林 总

总，都通过独特视角记录时代变革中不同社

会群体的心灵暖意。故事看似寻常，却因为

作者注重开掘真实经验而显得别有新意，让

人在阅读中进入“这一个”人物的生活世界，

感受到经验的别致和情感的真切。

近年来，散文书写产生了若干变化，但

切 实 向 生 活 的 纵 深 处 和 细 微 处 开 拓 ，努 力

写 出 真 实 可 靠 的 人 物 和 场 景 ，以 求 再 现 生

活 之 美 ，仍 然 是 相 当 一 部 分 作 者 的 执 着 追

求 。《遥 远 的 河》用 流 经 村 头 的 乡 间 小 河 串

起 儿 时 农 村 生 活 的 美 好 回 忆 ，作 者 用 满 满

细节勾勒自然的野趣、亲情的淳朴，让记忆

散 发 出 穿 越 时 空 的 金 色 光 晕 。《辣 蓼 记》围

绕 当 地 一 种 名 唤“辣 蓼 ”的 植 物 作 文 ，辣 蓼

可 药 可 食 可 酿 酒 ，由 此 关 联 起 父 母 为 儿 疗

伤、作者用辣蓼酿酒的童年往事，对生活的

热 爱 、对 家 人 的 眷 恋 呼 之 欲 出 。 同 样 写 童

年 回 忆 ，多 样 的 人 生 经 历 ，一 样 的 真 挚 讲

述 ，呈 现 出 丰 富 的 文 学 质 地 和 直 抵 内 心 的

感 染 力 ，显 示 出 一 手 生 活 经 验 对 散 文 写 作

的分量之重。也正因为从记忆储存和生活

沉 淀 中 直 接 取 材 并 生 发 ，这 些 作 品 每 每 展

露妙手偶得的精彩笔触。

作家柳青说：“作家也是哲学家。哲学

家 用 推 理 方 法 ，表 达 他 对 人 生 和 世 界 发 现

了 什 么 ，而 作 家 用 描 写 表 达 他 对 人 生 和 世

界发现了什么。”散文写作需要经验也需要

思 考 ，只 有 从 感 性 出 发 ，获 得 理 性 升 华 ，文

章 才 既 丰 盈 又 通 透 。《散 文 集》中 不 乏 这 类

丰 盈 通 透 、思 想 性 突 出 的 作 品 。 它 们 有 的

把 视 线 投 向 大 自 然 ，又 用 生 态 的 理 念 观 照

我们的日常；有的聚焦人际交往，在生活的

河 流 中 体 味 群 己 关 系 ；有 的 则 通 过 散 文 的

形 式 ，探 讨 在 繁 忙 的 城 市 生 活 中 如 何 保 持

澄澈的心境和积极的心态。这些作品见人

见物见故事，但又不满足于故事和细节，力

求 超 越 感 性 经 验 而 向 思 考 攀 援 ，以 获 得 生

活 的 智 慧 和 人 生 的 启 迪 ，进 而 引 发 读 者 共

鸣 与 思 考 。 在 思 想 性 这 一 点 上 ，“ 原 浆 散

文”栏目刊登的作品，有一部分更加注重取

材 直 接 人 生 经 验 ，而 在 十 年 磨 一 剑 的 沉 淀

和 发 酵 上 显 得 功 力 不 足 。 这 也 显 示 出 ，使

用 一 手 经 验 是 相 对 容 易 的 ，而 发 酵 的 技 艺

和 对 火 候 的 掌 握 是 有 难 度 的 ，难 在 它 们 都

需要人生的历练和时间的磨炼。

互联网时代，文学创作变得更加便利，

也带来信息内容的丰富驳杂。在新的文化

生态和传播环境下，怎样突出自身优势、为

读 者 持 续 提 供 阅 读 的 愉 悦 和 精 神 的 滋 养 ，

是 文 学 新 的 课 题 。《星 火》杂 志 刊 发 的 一 系

列散文作品生活气息浓厚，文学质感丰腴，

显示出扎根生活的文学创作在今天依然具

有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期待更多散文作者

拥 抱 生 活 的 源 泉 ，用 真 切 的 体 察 和 敏 锐 的

思 考 发 酵 生 活 ，为 读 者 献 上 浓 郁 甘 醇 的 文

学佳酿。

（作者为《海燕》杂志原主编）

以生活的甘泉滋润散文园地
古 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