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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不仅仅是‘故宫人’的故宫，它属于全体人民。”故
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这样说道。

日前，故宫博物院与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签署公益战
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内容，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将通过
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对故宫博物院进行资助，在多个领域
开展公益战略合作，如对年久失修的景福宫深入展开“研究性
修复”，以期恢复历史原貌，早日面向公众开放。

这座即将迎来600岁生日的宫殿，近年来频频向包括个人、
商业机构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伸出橄榄枝，其目的只有一个：
让自己更加健康、完整地走向下一个600年。

故宫博物院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木结构宫殿建筑群
——紫禁城。这座气势恢宏的皇宫建成于 1420 年，曾经居住
过明清两代 24 位皇帝。1925 年，故宫博物院在紫禁城的基础
上成立。“自那时起，无论战乱与和平，‘故宫人’都致力于对
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传承。”单霁翔说，“在此过程中，不
乏热心公益、关注故宫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和大
力支持。”

河南农民工何刚将自家建房挖地时发现的一批珍贵文物无
偿捐献故宫，直至离世仍初心不悔；世茂集团捐助巨资，用以
修复养心殿可移动文物；在多个展馆，200余位来自不同职业的
志愿者在 2017年为故宫观众提供累计时长 14722.5小时的咨询、
讲解等服务……梳理故宫近年来发生的“大事件”，可以发现，
社会力量与这座皇家宫殿正在向着更加美好的“新时代”结伴
同行。

在得到各种社会力量帮助的同时，故宫也没有忘记作为一
座博物馆的使命。2016 年年末，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教育中
心，整合教育资源，常年面向中小学生及家庭观众进行各类专
题教育项目。在这个面积约800平方米的空间里，时常能听到孩
子们的欢声笑语以及成年观众们提出的各种关于故宫的问题。
在“故宫讲坛”，包括单霁翔院长在内的大批专家学者登上讲
台，为观众讲述古代建筑、文物鉴赏、明清历史等方面的专业
知识，至今已坚持120余场。

唐人杜牧曾在 《阿房宫赋》 中用“秦爱纷奢”来描述秦帝
国的富庶。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考古工作者在秦咸阳城遗址北
区发现秦代大型国家府库遗存，数量庞大、做工精细的编磬，
见证了秦帝国的辉煌富庶。主持发掘的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许卫红介绍，这处大型国家府库遗存是继20世纪70至80年代发
掘秦咸阳宫遗址以来，在大遗址保护区内再次发现的大型官署
建筑。

这组遗址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窑店镇，地处秦都咸阳城
宫区以西的胡家沟塬地。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曾在此勘探
发现了五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2016年至201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最终选择了规格较小的一组进行了整体揭露。

发掘现场，除大量板瓦、筒瓦、空心砖等建筑材料外，还
有很多编磬残块。陕西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杨力铮说：“大
量编磬残块的出土令人振奋，尽管残碎严重，但不少有使用痕
迹，还发现23件残块上有刻文，是秦小篆字的‘北宫乐府’等
内容。”出土编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刻字。“这不仅是在咸阳城
考古中首次根据遗物自证了建筑属性，也再次证实了秦代设乐
府的史实，展现了秦代乐府‘金声玉振’的宏大规模。”许卫红
说。已经出土的建筑遗址缺少门道。许卫红介绍，这种情况说
明建筑安全性很好；每个房间内部的窄墙，“就像超市的货
架”。考古工作者推断，这些建筑应该是储存包括编组石磬等礼
乐用具在内的秦代大型府库。

张杨力铮介绍，发掘中没有成形的木质建材和其他可燃物
品，有两个大房间里面空空荡荡。现场也可以看到，建筑遗址
上有明显的大火焚烧痕迹，除墙体为红色烧土外，编磬残碎程
度也十分严重。据发掘人员介绍，这组建筑的废弃应该是由于
一场突变，很可能与秦末战乱有关。这也可以解释除石磬外不
见其他物品的原因，可利用的物品或被抢掠，而易燃物品被焚
为灰烬。《史记·项羽本纪》 记载了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
灭”。虽然考古证明阿房宫并未建成，但项羽对秦都咸阳的破坏
还是很难翻案的。

考古人员展示秦咸阳城胡家沟建筑遗址出土
的带有“乐府”字样的石磬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接纳、携手、回馈
——故宫与社会力量的“新时代”

□ 施雨岑

故宫博物院（网络图片）故宫博物院（网络图片）

咸阳发现秦代“国库”
□ 秦汉元

1 月 30 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开展“迎
新春，送春联”活动，图为云关乡二戈村一名小
朋友展示获赠春联。 赵 松摄 （人民图片）

习近平文艺思想，在新的时代境遇中，将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的新飞跃。这一飞跃，源于对马克思
主义文艺学说、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
论；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传
承与创新，是对中华传统文艺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源于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艺”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思考和解答，是站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作出的理论
创建，是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
行动纲领和思想指南。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

引领新时代文艺事业
繁荣发展的科学思想体系
□ 李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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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艺思想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形态和科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就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带领我们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
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基本的物
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新期待是追求更加美好的生
活，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从

文艺事业看，人民期待更高质量的艺术产品，更为丰
富的精神文化，更可选择的层次供给，更能促进人全
面发展的文艺成果。而高质量高价值作品不够多，
多层次多样化服务不充足，这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正是立足时代新变革，基于矛盾新转化，面对
文艺新情况，响应人民新需要，肩负历史新使命，
习近平文艺思想凝结“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应
运而生。

❶ 逻辑起点与现实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艺、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这一根本主题，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
理论体系。

关于文艺地位和作用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以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深刻阐述了文艺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揭示了文艺作为精神力
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替代的历史地
位和巨大作用，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
繁荣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于文艺性质和方向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以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文艺活动，深刻阐释了文
艺与人民的关系，回答了在新的艺术生产时代，如
何以文艺人民性建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新问题，
指明新时代文艺实践的正确方向。

关于文艺本质和规律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论述了文艺与时代、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赋予文
艺与生活这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
以时代内容，深刻揭示了文艺作为一定时代的社会
审美意识形态，不仅反映生活而且创造生活的本质
以及与时推移、与时俱变的规律，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增添了时代内涵。

关于文艺任务与目的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精
辟阐述了新时代条件下文艺创作的主要任务，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弘扬与文艺作为审美意识
形态的审美教化功能结合起来，将中国传统诗化思
想与西方美学理论的文学功能理论结合起来，丰富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

关于优秀作品标准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阐述了优秀作品的构成要件，以对优秀文艺作品认
识的穿透力、洞察力和创造力，精准确立了新时代
优秀文艺作品的品质标准。

关于文艺创作生态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分析了文艺创作的现状，针对文艺创作的现实状
态，提出了具有很强理论性、政策性、实践性、
指导性的要求。

关于文艺国际传播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论述了文艺在增进国际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中的作用，体现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世界眼光、开
放视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

关于文艺生产效益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以唯
物辩证法观点，精深论述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两
个效益的关系、义利关系，指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
文艺作品的效益取向。

关于文艺传承与借鉴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阐明了文艺创作中继承与借鉴、转化与超越的关
系，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继承中国
优秀传统和借鉴外国有益经验提供了方法论。

关于文艺理论评论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剖析了创作与批评的关系，明确了文艺批评的取
向，扩展了评判鉴赏文艺作品的标准，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内涵和疆域。

关于文艺队伍建设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辨明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对文艺工作者思想境界、
艺术追求、创作态度、创新创造提出了明确要求。

关于加强文艺组织领导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
旗帜鲜明地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
根本保证，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
要求文联作协要深化改革，加强引领，加强联络，
增强本领，加强沟通，推动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
的繁荣景象。

这十二论集中就文艺的重大问题，从理论和实
践的结合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针
对性、原创性、指导性的理论观点，前五论重点阐
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艺，后七论侧重论述如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构成了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
在统一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

❷ 根本主题与核心内涵

习近平文艺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观察处理新时代文艺问题，具有独具的思想品格和
突出特征。

使命性定位。习近平文艺思想把文艺置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地位来认识，明确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而将繁荣发
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实现伟大历史使
命紧密连接在一起。

时代性观照。习近平文艺思想立足新的时代，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解读时
代、把握时代，聆听人民心声，掌握现实需要，回
答时代课题，引领文艺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人民性建构。习近平文艺思想将人民立场贯
穿 于 文 艺 活 动 全 部 过 程 ， 辐 射 到 文 艺 事 业 所 有
场 域 ， 形 成 了 以 人 民 性 为 核 心 的 文 艺 美 学 思 想

体系。
自信性发展。习近平文艺思想把文化自信视为

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
性的大问题，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理论为根
柢，吸吮人类共同文明成果有益营养，建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规律性揭示。习近平文艺思想深刻认识并深谙
文艺发展规律，重要论断无不契合文艺活动内在的
必然联系，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
规律、文艺人才成长规律、文艺发展规律，体现出
科学性、创造性和真理性。

问题性破解。习近平文艺思想坚持问题意识，
直面现实问题，破解文艺难题，针对文艺创作中存
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面对现实、贴近实际、
回应期待的思想观点，创造出崭新的新时代文艺理
论话语体系。

❸ 思想品格与鲜明特征

❹ 理论贡献与历史地位

李一鸣近照 （网络图片）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剧院，演员表演舞蹈《水墨天书》 熊 伟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