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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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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大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历史方位上，高度评价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百年经验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事业所取得的丰硕成就，深刻

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文艺的地位作用、方针原则、目标任务、基本要求，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他向

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五点希望，每一点都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着他对新时代文

艺本质规律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与他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一道构成了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大创新和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

人民史诗，这体现了他在治国理政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也是他关于文艺工

作重要论述的根本立场。讲话指出，“人民是文艺之母”，“生活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生活”，将人民、生活、文艺联系成一个整体，进一步丰富了文艺与生活、文

艺与人民的辩证关系，对文艺的人民性作了更为深刻的阐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真

理的光辉。

坚守人民立场，首先要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的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时代观。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就旗帜鲜明地坚持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唯

物史观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历史的实践证明，只有依靠人民，中国才能

站起来、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发挥着巨大的智慧和创

造力，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

形象地指出过，“红军时期，人民群众就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铜墙铁壁；抗日战争时

期，我们党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淮海战役胜

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

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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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都是依靠人民群众干出来的。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人民又是

伟大的奋斗者和圆梦者。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磅礴不可阻挡的。

讲话指出：“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随处跃动着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汇聚起

来就是一部人民的史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文艺中，文艺作品有着书写人

民史诗的优良传统。现代文艺中的《祝福》《子夜》《雷雨》《骆驼祥子》《黄河

大合唱》《小二黑结婚》等，当代文艺中的“三红一创”以及《三家巷》《山乡巨

变》《乔厂长上任记》《平凡的世界》和《山海情》《觉醒年代》《革命者》等

等，谱写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史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艺工作者一定

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讴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讴歌人民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拼搏与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曾提示我们：“历史变化如此深刻，社会进步

如此巨大，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此活跃，为文艺发展提供了无尽的矿藏。”面对波澜

壮阔的新时代，面对丰富的人民生活与奋斗的矿藏，文艺工作者如果认识不到人民

是时代的主角，错失时代的馈赠，就会与史诗擦肩而过，也会与历史失之交臂。因

此，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就要成为文艺工

作者自觉的目标追求。

坚守人民立场，就要与人民融为一体，领悟人民心声，书写出真实、现实、朴

实的人民以及他们生命的光彩。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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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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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中关于文艺人民性的论

述来看，我们更加明了文艺该如何融入人民之中以及从什么途径去反映他们所创造

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

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

“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

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

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文艺工作者只有与人民融为一体，才能体验他们的欢乐

忧伤，才会了解他们每个家庭的酸甜苦辣，才能写出他们身边真实的感人肺腑的故

事。关注人民的普通生活，反映他们的情感追求和对幸福的向往，这样的作品才能

真正走进人民的心里去。以普通人的故事来表达他们心底的善良与骨气、坚强与梦

想，构建起普通中国人为了民富国强而不懈奋斗的时代画卷，这样的作品才能激发

起人民内心的共鸣，产生强大艺术穿透力和感染力。

作家艺术家与人民融为一体，是需要为艺术奋斗的勇气和定力的。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就需要像赵树理、柳青、周立波、陈忠实那样，真正走到人民中间去，

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那种蜻蜓点

水、走马观花式的所谓“深入生活”，往往是表面的，无法触及灵魂的。近些年

来，广东不少作家在“深扎计划”的激励下，沉入到各个地区，充分了解当地的文

新乡土、创意写作与80后的文学症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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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象、民俗民风，感悟那一方水土和人的关系，感受他们的精神世界，写出了一

部部具有南方特色、文化底蕴深厚的作品。

坚守人民立场，就要不断地发掘和塑造代表时代精神的新人物，体现人民的审

美观和价值观。

塑造代表时代精神的新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任务。“文学艺术以形象

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小二黑结婚》《红岩》

《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中的经典文艺形象反映出中国人民将自我解放与民族解

放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中国人民为了追求自由民主不懈奋斗的象征。梁生宝、孙少

安、孙少平、乔光朴、陆文婷、马得福等文艺形象，生动地反映出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时代追求，他们的辛劳和拼搏

代表着那个时期的时代潮流，为时代留下了印迹，雕刻出了时代精神。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形象，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文艺工作者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的那样，“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

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

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人民同时也要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文艺工作者一定要

把自己的艺术创造与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融到一起，将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和

民族发展、国家命运、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融到一起，发掘和塑造更多的代表时

代精神的优秀人物形象，才能无愧于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不辜负具有恢宏气象的

时代。

发掘与塑造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人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需要作家艺术

家具有更高远的眼界和更博大的胸怀，做到“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登高临

流，在树立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上下功夫，在把握时代大势中去敏锐地把握新时代

新人物的特征和趋势，让新人物的塑造代表着时代的旋律和节奏。另一方面，塑造

新人物，还需要有文艺形式、写作技法的创新，有自我突破的勇气，以现实主义和

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使文艺形象代表着人民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需要警

惕的是，我们不能陷入随意编造、轻率虚构的人物描画之中，“不能用虚构的形象

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这既是

衡量文艺工作者是否具备高尚品德的标志，也是是否具有人民立场的一个准则。

新的时代，人民的生活激昂向上、气象万千，人民的奋斗将创造出动人的乐

章，这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投身新时代征程的生活中，答好时代出的问卷，

创造出有生活、有筋骨、有温度、有道德的精品佳作，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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