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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

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

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号召我们更好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文化强国建设赋予了新

内涵，提出了新要求。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文学工作责无旁贷、大有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

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

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迎来了繁荣

发展的崭新阶段，谱写了中国文学新的壮丽篇

章。中国作协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牢记“国之

大者”，在第十次作代会上鲜明提出“新时代文

学”，强调新时代文学是以提高质量为根本，奋

力铸就艺术高峰的文学；是以创新为动力，勇

于拓展新空间塑造新形态的文学；是坚定文化

自信，光大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文学；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的文学；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体现

人类关怀的文学；是主动融入现代传播格局，

有力证明文学地位价值尊严的文学。推进新

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是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

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

要求。

要增强文化自信，自觉向经典学习。不忘

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

的宝藏。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辉煌

灿烂的中国文学给予我们的不止于艺术的滋

养、审美的愉悦，它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反映着一代代中国人的

情感方式和价值追求，塑造着我们的民族性格

和精神特质。当我们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

所指向的不仅是一个国别概念、艺术门类，而

是意味着文明的系统、文化的渊源。可以说，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

性、和平性，在中国文学中有着完整、深刻、生

动的呈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文学

繁荣发展，开辟新境界，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珍视中国文学传统，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善于从丰厚的中国文学宝库中萃取精

华、汲取能量，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

求结合起来，“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以“当代之笔”赓续中华文脉，创造出新时代的

文学风景，使中华文明永葆生机活力。

文学是薪火相传的事业，我们还要学习文

学 大 家 们 不 懈 的 艺 术 追 求 和 崇 高 的 人 格 风

范。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一代代文学大家留

给我们的不仅是卓越的艺术创造，而且是宝贵

的精神传统。特别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民

族、时代、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广大作家和文

学工作者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

角，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心系

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

气象，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

重要作用。多年来，中国作协持续将举办著名

作家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希望全社会高度重视文学前辈的重大贡

献，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向前辈学习，

弘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追求并创造永恒的志

业，为攀登文学高峰矢志奋斗。

要树立艺术雄心，立志创造时代经典。衡

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

学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

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作

品。我们既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也要有

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

气，谱写当代华章。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

品的生命线，在生动火热的时代实践中，在人民

丰富的生活创造中，不断更新思想范式、艺术形

式、话语方式，捕捉新的语言、新的人物，塑造新

的形象、新的风格，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

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以卓越丰饶的艺术创造使

中国文学的长河源流永沛、宽阔浩荡，不断抵达

新的高度。要秉持开放包容，学习借鉴世界各

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学成果，坚持洋为中用、开

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让中国文学

在交流互鉴、传承创新中葆有时代风采和永久

魅力。

第十次作代会以来，中国作协组织实施了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聚焦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伟大实践，引导广大作家热忱描绘新

时代新征程中国乡村巨大变化，在深厚的乡土

文学传统中探求艺术新质、更新叙事经验，为

人民捧出一批带着露珠、散发泥土芳香的文学

精品。组织实施“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凝聚

全国文学优质出版资源向原创精品聚力，向更

多题材领域展开，合力推出更多思想深刻、清

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两个计划的实

施，根本目的就是要力争为时代留下经典之

作、传世之作。

要到广阔的生活中去，与人民的创造实现

双向赋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

创造者。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不断给文学创作、文化

发展注入能量。近年来，中国作协对接新资

源、建设新平台，积极推动文学工作融入现代

传播格局。通过举办“中国文学盛典”、创新开

展文学公共服务等一系列举措，让优秀作家作

品以更丰富的形态、更新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

野，积极参与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更多人

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走近文学、热爱文学，努力

构建起作家作品与社会与读者相互激发、相互

成就的良好生态。

文学只有活跃在人民生活中，才能根基稳

固、充满活力。近年来，互联网上活跃着一大

批在生活中“浸泡”出来的作家，农民、建筑工

人、外卖骑手、网店店主、家庭主妇……他们都

是生活中最平

凡的普通人，他们的

作品源自生活土壤，饱含日

常生活的诗意，凝聚着巨大的生

命能量，平凡质朴而真挚动人。中国

作协举办“作家活动周”系列活动，首先邀

请的就是基层作家，希望通过他们，把文学的

触角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条战线、每一个角

落，激发全社会的创作热情，不断壮大中国文

学的有生力量。今年 5 月，我们到作家周立波

先生的家乡湖南益阳清溪村调研，清溪村的村

民给我们上了难忘的一课。他们自信饱满的

精神状态，质朴生动、幽默诙谐、富有文学意味

的表达，让我们深受触动。文学赋能乡村振兴

在清溪村有了生动实践，村民们的智慧和创造

力也开拓了文学新空间。我们真切感受到，在

生活中、在人民中，生长着书房里所没有的智

慧和力量，新鲜旺盛、生机勃勃。因此，我们大

力倡导作家要做人民的学生，向人民学习，和

人民共同完成新的时代创造，铸就中华文化新

的辉煌。

要塑造宏阔视野格局，讲好中国故事，提升

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学是沟通民心、增进文明

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面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深刻调整，如何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塑造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是新时代文学

必须写好的时代答卷。我们要发扬历史主动精

神，筑牢自身发展的力量基点，推出足够丰富、

具备世界对话能力的优秀作品，创造足够活跃、

具备世界竞争能力的产业形态，拥有足够庞大、

具备外溢影响力的读者群体。

要大力拓展中外文学交流的新机制新途

径，精心实施“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等

当代作品译介项目，不断推进“一带一路”文学

联盟建设，积极参与国际书展等文学对话交流

活动，加强与重点文学网站的合作，积极推动

“网文出海”，加强文学海外传播的跟踪评估和

理论研究，以扎实有效的工作推动更多中国作

家作品走出去。不断提高中国文学在全球语境

中的对话沟通能力，用中国文学的生动笔触，向

世界展现发生在新时代中国大地上的人间奇

迹，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当代价值，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发挥

更大作用。

（作者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题图为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风光。

唐彬钧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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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军旅文艺工

作者，我的艺术成长过程

伴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

新的时代赋予我光荣的使

命——不断投入新的创作

中，用贴近时代脉搏的优

秀作品温暖人、鼓舞人、启

迪人。

好的文艺作品能够触

动心灵，给人以感动、希望

和精神力量。 2021 年，我

有幸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 立 100 周 年 文 艺 演 出

《伟大征程》创排工作。彩

排录像那一晚，节目《党旗

在我心中》演出时，赶上大

风裹着密集的雨点落在国

家体育场。我们设计的台

本是：200 名“战士”在“救

援现场”拼搏奋战，一层一

层拉起手团团围拢，展现

出勠力同心、众志成城的

意志品质。一时的天气变

化没有打断演出，演员们

冒着真实的风雨，流淌着

真 实 的 汗 水 和 激 动 的 泪

水，表现出比排练时更加

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舞台

感召力，全场观众沸腾起

来、欢呼起来。紧接着，现

场安静下来，浸透雨水的

鲜红旗帜缓缓升起，许多

人激动落泪，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那一刻，艺术像

一束光，照进人们的心灵。

这艺术的力量源于我

们接续传承的伟大精神。

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深

情歌唱青海金银滩，在这

片雪山皑皑、湖水清清、风

吹草低见牛羊的土地上，

坐落着国营二二一厂。上

世纪 50 年代，面对严峻国

际形势，一大批科学家、技

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齐

心协力，用不到 7 年的时

间研制出“争气弹”，生动

诠释着“干惊天动地事，做

隐姓埋名人”的誓言，熔铸

成“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

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

一星”精神。为了创作好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民

族 歌 剧《青 春 铸 剑 221》，

我先后 4 次到原子城纪念

馆、二二一厂等地采风，还去往西宁市二二一小区探访，

将那些白发苍苍的奉献者的真实故事和人生经历汇聚起

来，凝练成剧中人物。舞美设计上，我们特意突出了这样

一个设计：4 名“摄像员”身扛摄影机，将观众席上看不到

的舞台人物表情等细节，实时投射到舞台空间。舞台演

出和特写影像的综合运用，突出“历史照见未来”的意味，

也使“两弹一星”精神生动可感，进而让观众感受着神州

大地上始终跃动着的奋斗旋律，与平凡而伟大的奋斗者

产生精神共鸣。

用新技术新手段艺术传达动人情感，是时代向文艺

工作者提出的新课题。在排演交响音画《海峡 海峡》

时，为了让作品充分引发共情，我们综合运用多种媒体形

式打造沉浸式舞台。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器乐、声

乐、舞蹈、朗诵纷纷登场，艺术现场与生活现场有机融合

在一起，富有福州特色的民俗风情生动展现。短短几个

章节，浓缩了海峡两岸数十年的岁月变迁。在全剧终章，

一声声“回家”表达着对亲人的思念，寄托着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浓浓亲情，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回荡。

新时代新征程上，人们的多彩生活值得记录，无数的

奋斗故事值得讲述。多年舞台实践告诉我，要创作出催

人奋进的精品佳作，创作者一定要真心热爱生活、真情拥

抱时代、真诚对待观众。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充满力量的

鲜活素材，才能将丰富素材转化为有生命力的艺术精

品。我会继续扎根时代生活，紧跟时代步伐，努力创作出

更多滋润观众心田、激发奋斗力量的优秀作品。

（作者为国家一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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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当代之笔当代之笔””赓续中华文脉赓续中华文脉
张宏森张宏森

多年舞台实践告诉我，要创作出催
人奋进的精品佳作，创作者一定要真心
热爱生活、真情拥抱时代、真诚对待观
众。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充满力量的鲜
活素材，才能将丰富素材转化为有生命
力的艺术精品。

核心阅读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
国文学繁荣发展，必须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珍视中国文学传
统，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善于从丰厚的中国文学
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
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
追求结合起来，创造出新时代
的文学风景，使中华文明永葆
生机活力

我们要不断更新思想范
式、艺术形式、话语方式，捕捉
新的语言、新的人物，塑造新的
形象、新的风格，不断提升作品
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
值，以卓越丰饶的艺术创造使
中国文学的长河源流永沛、宽
阔浩荡，不断抵达新的高度

文学是沟通民心、增进文
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我们
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筑牢自
身发展的力量基点，推出足够
丰富、具备世界对话能力的优
秀作品，创造足够活跃、具备世
界竞争能力的产业形态，拥有
足够庞大、具备外溢影响力的
读者群体

系列微纪录片《大器》聚焦中国科学院承建

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反映我国近年来科

技创新取得的卓越成就，见证中国科技实力的

快速提升。该片囊括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中国天眼”、新一代“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

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

等 26 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并根据应用领

域及特点，分为《觅境之足》《深空之眼》《生命之

舟》《能量之光》《微观之钥》5 集进行呈现。《大

器》以简洁、直观的镜头语言，聚焦科技领域的

代表性设施，以科普视频的形式讲述大国重器

背后不为人知的科学故事与科学家精神。作为

高端科技资源科普化的新创作品，该系列微纪

录片能够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增强人们

的民族自豪感，也将有助于为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

（柯 源）

聚焦大国重器 彰显科学精神

“每个人的热爱，都值得被尊重。”国产原

创动画《左手上篮》以全国高中生篮球联赛为

背景，讲述篮球少年许星泽和队友因为热爱

篮球而携手共进的故事。追梦路上，孩子们

经历了组队、训练和比赛等一系列艰辛过程，

感悟到团队和热爱的力量，在赛场内外实现

了青春成长。动画上线后，受到不少好评，尤

其是作品植根本土的原创故事，引发很多观

众共鸣。近年来，体育的育人功能受到广泛

关注，校园体育成为文艺作品展现青春与成

长主题的题材富矿。与此同时，国产动画创

新创造能力显著提升，培养了一批动画人才，

创作出一批从美术风格到故事内核都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的动画作品。《左手上篮》的推

出，展示了原创体育题材动画的魅力，也让我

们看到了国产动画的进步和潜力。

（王 亮）

讲述篮球故事 诠释青春成长

非遗之美，是传统之美、文化之美，也是技

艺之美、匠心之美。非遗传承人数十年如一日

的钻研与传承，赋予了非遗鲜活而持久的生命

力。土楼营造、莆田木雕、西山竹纸、八宝印泥

……微纪录片《智在匠心》聚焦福建的国家级非

遗 项 目 ，记 录 八 闽 工 匠 的 生 活 图 景 和 精 神 世

界。10 集微纪录片每集关注一种非遗，全程不

用旁白，而是让传承人来介绍非遗，讲述他们自

己的故事，拉近了非遗和观众的距离，也使得纪

录片拥有了温度与质感。柘荣剪纸传承人袁秀

莹要求自己剪纸时“目不旁视、耳不旁听、心无

旁骛”，蔡氏漆线雕第十三代传人蔡超荣将现代

元素融入古老技艺，如今头发花白的徐松生仍

然坚守在土楼修缮的第一线……他们用自己的

行动展现着非遗传承人“择一事，终一生”的匠

心持守。

（赵雅娇）

刻画非遗之美 展现匠心持守
系
列
微
纪
录
片
《
大
器
》
海
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