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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
的讲话意韵丰富，博大精深。这次在文代
会、作代会开幕式的讲话又给大家带来一
次惊喜——非常全面，具有当下感，可以
说是文艺理论新的收获。总体来说，我觉
得这次讲话是革命文艺理论新的发展，同
时又融入了以欧洲文艺复兴为标志的西方
现代文艺理论思想，并继承了中国古代文
论的精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指导中
国文艺的创作与发展。其中部分语言会像
警句、箴言一样，在全民中流传。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不免联想起70
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
话。那次讲话也带有当时的时代特征，那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
的时期，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党的领袖，
捕捉到了时代的先进理念，提出了文艺创
作的思想方针，具有时代的先进性，深得
中国文艺人的心。70多年后，从这次讲话
回望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可以感觉到一
个政党从年轻走向成熟，由革命党到执政
党的转变。革命时期的文艺创作当然会带
着某些思想宣传和舆论工具的色彩，而习
总书记的两次讲话，尤其是文艺界“两
会”的这次讲话，更加强调要让文艺回到
文艺，让创作回到创作。

再有3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再过5年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
年，我们可能习惯性地以为党和政府会部
署这些节庆的主题创作，结果没有。这是不
须用语言表述出来的政治自信、文化自信。
也说明了革命党夺取政权、获得政权最终目
的是为什么？是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去追求艺
术、创造艺术、享受艺术，让他们去追寻
心目中的真善美的文学艺术理想。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讲话通篇都在谈
文艺创作的规律，高屋建瓴，意义非凡。
在谈文艺创作时贯穿全部的核心是创新。
两年前的文艺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提出要
努力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这次讲话，习总书记对“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特别独立地作
为箴言和警句般提炼出来加以强调。

什么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我理解就是文化的转型，相当于诗经
到汉赋，汉赋到唐诗，唐诗到宋词，宋词
到明清小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
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反观现
在，我们通常是身处宋代，每天高喊振兴
唐诗，或者身处唐代，每天忧患为什么汉
赋在当代衰落？其实，写宋词的人从来没
说要背叛唐诗，也没有人指责他们背叛了
唐诗。李清照一样写出好诗，但她的代表
作在词。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标志性的
文艺，如果我们现在还是用 70年前、50
年前哪怕 30年前的作品来指导今天的创
作，怎么可能出现高峰之作？文学艺术的
高峰之作一定是转型之作，是各个局部的
创新累积的一次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所
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
10个字很科学，是对当代文艺创作的一种
理论贡献。

这一两年还有一个特别偏狭的问题：
一谈文艺创作的发展繁荣，就理解为主题
创作，理解为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即
时性配合。这其实也是一种浮躁和功利欲
的表现。及时反映现实的创作永远是必须
的，歌颂革命历史进程的主旋律必须花大
力气去创作，但是如果仅仅热衷于赶节
庆、搏题材、凑热闹，那也是远远不够
的。比如上海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新中
国成立40周年时也创作了大量节庆作品，
但最后留到今天的还是10周年时的小提琴
曲协奏曲《梁祝》、越剧《红楼梦》和40周
年的京剧《曹操与杨修》等一批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

今天我们身处伟大时代，伟大时代就
要有一种创建，以继承为背景的创建，文
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转化过程中完成创新
的。同时我们的文艺要想让人民悦目、悦
耳、悦心，提升境界、陶冶性情，就离不
开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对普通情感的表
现，对普遍人性的表现，而不是都在做宏
大叙事或者用文艺形式简单地歌颂好人好
事。珍惜历史发展的大好机遇，积极推动
中华文化的时代转型，让文艺回到文艺，
让创作回到创作，这是习总书记讲话中最
宝贵的精髓，也需要
我们不忘初心，勇于
担当，用充沛昂扬的
激情，持续推进文艺
创新，创作出无愧于
时代、国家、民族的优
秀作品。
（郑 娜采访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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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极
具亲和力和文学素养。他指出：“一个艺
术家应该把自己的艺术理想融入到党和
人民的事业中去，做到胸中有大义，心
中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
化安全、事关民族独立性的大问题，没
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
性、有神采的作品。”“中国不乏史诗般
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

作为一个艺术家，一定要有文化自
觉、历史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这十几年来，我大都在拍重大革命
和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学到了很多，
也感受到很多不足和遗憾。比较突出的
问题是：懂历史的不太会写戏，基本是
在罗列事件，“见事不见人”；会写戏的
又不太懂历史，或历史观有分歧。主管
部门要有规划地抓题材、抓创作队伍，
强化团队精神；要造就一批人，多年合
作，配合默契，朝着一个目标拼搏。重
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作品的拍摄条件都是
很艰苦的，创作环境也很重要，资金拮
据，捉襟见肘，很难出精品力作。主要
演员和重要群众演员的素质差距很大，
常常是“水落石出”，直接影响作品的质
量。播出环境也极为重要。电视台对此
类题材的收购价格应该提高，媒体的宣
传力度也应该加强。我曾拍过的电视连
续剧《东方》，当时投资每集120万元，
电视台只出到80万元一集收购，虽然有
省、市委宣传部的资金支持，但长此下
去，很难再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另外，
评价体系的公开、公正、透明也不可小
视，因为这是风向标、温度计。评价机
制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群众层面上？城乡
结合部的人群能否代表真正意义上的
“民意”？所以，题材规划、创作队伍的
培养、创作环境和播出环境是个系统工
程，主要管理部门要有前瞻性，见微知
著，因势利导，还要立规矩，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

还要说说“去库存”，一提“去库
存”，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房地产业，其实
电影、电视剧的“去库存”任务也很
重。每年有多少库存的电影、多少电视
剧不见天日？近10年了，这是多大的体
量？我认为，库存的70%以上都是好东
西。可不可以考虑在地、市、县级电视
台播出？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
库存”？电视能否进社区、下基层呢？

（苗 春采访整理）

两年多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文
艺做系列重要讲话，说明党对文艺工作
非常重视。这次讲话内容更丰富了，听
后有很多感想。

讲话强调文化自信，在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
信中，文化自信是基础性的自信，是其
他自信的保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
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灵魂就是没有生
命的躯壳。文化是较宽泛的概念，文学
这个概念更有集中性，更具高端性、基础
性、母体性。讲话中提到的几位都是写小

说的作家，如鲁迅、茅盾、歌
德、托尔斯泰、路遥，提到的
作品都是文学作品，所以文化
自信首先是文学自信。作家首
先应该对中国文学建立充分自
信。有一段时间作家的文学自
信不牢固，一窝蜂地学外国作
品，比如很多作家模仿马尔克
斯的《百年孤独》，模仿的是
表皮，这是不自信的表现。
要发展繁荣文学首先要有自
信，读学经典，表现中华传
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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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反映时代特色，不能在内容、
形式上谋求突破，后人能在我们作品中看
到什么呢？

何为优秀作品？在我看来，它要体现
两种精神，一是中国精神，一是创新精神。
“中国精神”四个字的内涵广、阔、

厚，弘扬中国精神，就要认真地对待我们
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要深入全面地学习、
了解和继承。美术工作者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把中国精神通过美术作
品彰显出来，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软实
力。在创作中倡扬中国精神，并不代表排
斥世界文明，而是倡导与世界各国的优秀
文化相互交流借鉴。

另一方面，创新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鲜明的标识，它体现在现实社会的方方
面面。如果我们的作品不反映时代特色，
不能在题材、内容、形式上不断谋求突
破，那么50年、100年后，后人能在我们
的作品中看到什么呢？

结合数年来的创作历程，我清晰地感
受到中国精神是创作的内核，创新意识是
技艺精进的动能。我的绘画题材虽然跨越
了油画和中国画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但
是深追到底，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审美精神
境界支撑这些形式上的表现手法。早年对
西藏宗教题材油画的探索使我的绘画风格
得以沉静下来，也正是得益于这种沉静，
我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现象和精神进行
深入探索与研究，读了很多古代文献和思
辨哲学的书籍，也在油画创作间歇研究书
法，探索中国水墨意趣所在。然而，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长时间的浸润并不是立即就
能生发出艺术形式，这种精神意蕴是近几
年才从我的作品中显现出来的，无论是意
象油画山水的当代语境表达方式，还是书
法、水墨作品的文人法度，都是我对中国
传统人文精神的表达，而这种表达是具有
时代气息、蕴含当代审美观念的。我想，
无论是西方的油画还是中国传统的水墨，
都应该是内心情感的一种外在呈现形式，
是自己生活和学术积累的一种体悟。

持续的学术积累和生活阅历确实让我
对各种绘画表达方式产生创作欲望，让我
的视野更加开放和多元。现在，我正在进
行意象油画山水的探索，但无论何种表现
形式，都会以中国文化的精髓为本源，表
现中国气象和民族精神，凸显一种具有中
国人文精神个性的油画表现形式。

美术家 徐 里

习总书记提出要扎根人民，服务人
民，提出人民不是抽象概念，是一个集合
起来的四有综合体，四有即有血肉、有情
感、有爱恨、有梦想。我们的创作需要扎
根人民。我们这代作家赶上了好时候，比
前代作家写作时间长，前代作家经历了战
乱、动乱，写作时间不长。我从1972年
开始写第一篇小说，至今写了45年。写
这么长时间有个写作资源问题，人的精力
有限，写作资源匮乏就要向生活学习，向
人民学习。矿工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为人
民服务也是为矿工服务，我不断写煤矿，
不断到矿工中去，至今已写了3部煤矿题
材的长篇小说《断层》《红煤》《黑白男
女》。我每年都到煤矿去，长时间定点深
入生活。2013年我申请到河南大平煤矿
定点深入生活，那里发生的矿难死了148
人。我每天走访死难矿工家属，回来后整
理素材，2014年下半年开始创作，用半
年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黑白男女》。这
部小说首印 8万册，加印 4次，被评为
2015年中国好书，刚被评为中国作家鄂
尔多斯文学大奖。回顾这部小说创作过
程，重温习总书记讲话，引起很多共鸣。
习总书记说生活中有昂扬也有沉郁，有喜
剧也有悲剧，理想和现实生活有很大落
差。我的这部小说写了家庭不幸，矿工悲
剧，没有写得期期艾艾，而是写出大爱和
悲悯情怀，以悲悯情怀写不幸的痛苦的
人，写出中华民族坚忍、顽强、生生不息
的精神和美德，是心灵的画卷、人生的壮
歌、生命的礼赞。使读者读后既能得到心
灵慰籍，又能从中汲取不屈的精神力量。
虽然写的是矿难后的生活，但自己看后先
是感动了自己，我夫人给这部小说打字时
感动得流了眼泪。这部作品倾注了我很多
感情，要感动读者先要感动自己。

煤矿生活是个富矿，我与矿工有血肉
联系，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写起他们贴
心贴肺。习总书记说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
中国故事可讲，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写
煤矿文学眼光要放宽，要超越煤矿行业，
写人的情感，写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今年我写了十多个短篇小说，今年申
报的定点深入生活是回老家河南沈丘县，
为下一部长篇做准备，这是我的第十部长
篇。写作需要意志力，克服浮躁情绪，静
下心来，倾听自己心灵的呼唤。

（杨 鸥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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