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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开幕辞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9-10-19  作者：铁凝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开幕辞

2019年10月14日

铁 凝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今天开幕了！这是全国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

工作者的一件大事、喜事，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各位代表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中华各民族文学交相辉映、携手共进的历史。回望来路，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缔造了新中

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也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文化权利，这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

条件。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见证着中华大地上震古烁今的巨变，记录着各民族儿女革命、建设、改革开

放、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70年来，弘扬爱国主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讴歌时代进步始终是少数民族文学最为昂扬的

主旋律，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多梯次，深具实力和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从创作、翻译、出版、评论到研究、教学

的少数民族文学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家的作品，不但深受本民族群众喜爱，得到各民族同胞的共鸣与认

同，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进入世界读者的视野。70年来，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的创造使得中国精神的星空更加恢弘灿烂。在此，请允许

我向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筚路蓝缕、鞠躬尽瘁的前辈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向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翻译、理论批评和少数民族文学

组织工作辛勤奉献的同志们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这些天来，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都为中华儿女的自豪和喜悦所浸染，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共同欢庆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同时，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五年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和展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

文艺的道路，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和憧憬，充满创造的渴望与激情。值此之际，召开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具有非同寻常的

意义。接下来，钱小芊同志将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作报告，我想了一下，在这里提出三个词与大家共勉。

　　第一个词是，团结。10月1日，我们都观看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盛大庆典，其中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大会开始的时候，

广场上响起了隆隆的礼炮，我们一下一下地数着，一共70响。后来我知道，这70次轰鸣是由56门礼炮发出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中华

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象征，过去70年的光辉道路是我们大家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一起走过来的，团结就是我们奔向共同的光明前景的

力量之源。

　　关于团结，习近平总书记用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中华各民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他说，加强中华民族大

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想，一个中国作家，不管来自哪个民族，都要把这些

话牢记在心，作为我们的根本信念。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最深层、最根本的是文化认同。少数民族文学对本民族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具有特殊重要的影响，文

学的交流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各民族作家是园丁是耕耘者，任何时候，我们

都要牢记，我们手中的笔要让各族人民的心贴得更近。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这是我们的重大责任。

　　第二个词，是时代。今年，我去了新疆、内蒙古、湖南，到了一些民族地区。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每一次都是兴奋的、惊喜的，

因为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强劲步伐，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创造美好新生活的激情和伟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一

带一路”，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等，我们的边疆民族地区正在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热土，在这里，你能够鲜明地感觉

到一切都在变、在前进，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革。

　　——这就是新时代，这就是大时代。在这样的时刻，我自然会想起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如果说，传统的史诗保存着一个民族

对于创世的记忆、对于民族历史和英雄业绩的记忆，那么，就在我们的身边，新的英雄业绩正在展开，民族生活中改天换地的重大历史

首页 > 学术资讯 > 学术传真

http://www.cssn.cn/
http://www.cssn.cn/qt/ydkhd/
http://e.t.qq.com/cssn-cn?preview
http://www.cssn.cn/qt/wytg/
http://www.cssn.cn/qt/lxwm/
http://www.cssn.cn/
http://cel.cssn.cn/
http://cel.cssn.cn/
http://cel.cssn.cn/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cel.cssn.cn/
http://cel.cssn.cn/xszl/
http://cel.cssn.cn/xszl/xscz/


旧版回顾  信息资源  版权声明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中国民族文学网 © 1999-2021 版权所有

iel-network@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地 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11层西段

电 话：(010)65138025　邮 编：100732　京ICP备11013869号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文学网

外国文学网

中国民俗学网

变革正在发生，这个时代的作家们，能不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期待的那样，像各族人民期待的那样，书写民族的新史诗，记录和讴歌这个

伟大时代，刻画和讴歌这个时代的英雄？我想，这是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根本课题。

　　第三个词，是创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中国文学的辽阔疆域中占有耀眼的位置。但是我们要看到，在新时

代，艺术创造的新的可能性正无穷无尽地向我们敞开。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回应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新期待，如何有力地准确地表达民

族生活和民族经验的变化，如何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映照下省思和光大民族文化传统，如何在本民族传统与中华各民族传统的交流交

融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以独特的精神风貌和艺术语法参与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所有这一切，都有无尽的文章

等着我们去做，都伸展着探索创新的广阔天地。

　　创新是文学的生命，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必将充满生机和活力。只要我们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让

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

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

　　团结、时代、创新，我想，这三个词也是三个课题，摆在少数民族作家面前，摆在所有中国作家面前，等待着我们作出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回答。

　　同志们，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也意味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崭新的宽阔的发展空间。推动中国

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各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共同的事业和使命。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和民族工作的重要

论述指引创作，以更加澎湃的激情，投入到各民族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火热实践中，以更多优秀作品回应伟大时代的丰盛馈赠，为推动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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