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

2021年12月17日 星期五2021年12月17日 星期五

聆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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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三点感受：

第一，更加深刻认识到文艺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极其
重大的、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
事业是国之大者，借用古人的话就是经
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对我们既是
激励，也是鞭策，昭示我们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竭
尽所能，努力奋斗！

第二，总书记既从治国理政的政治
高度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方位对
文艺提出了总体性要求，又深谙文艺创
作的内在规律，把宏观与微观、普遍性
要求与审美特性结合起来，这就为创造

出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
形质兼美之作指明了方向和途径。

第三，总书记特别强调文艺创作要
守正创新。众所周知，创新是艺术创作
的生命所系，但我们的创新，必须坚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否则就会走上邪
路。当前，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层出
不穷，但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
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归
根结底还是内容为王，而文化和审美底
蕴，正是文艺工作者的优势和底气。新
的科技创新，只会为我们发现美、创造
美、传播美平添双翼！

（作者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名誉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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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人类文
明发展史、中华文化演化史、中国共产党人
百年奋斗史的历史高度，深刻论述文艺工作
与新时代新征程的紧密关系，清晰揭示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清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
方位，在实际工作中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
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紧跟时代步
伐，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学习前
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
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隆山
寨，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话语铿锵，掷

地有声，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
指明了新时代文艺发展方向。

聆听总书记的讲话，作为一个从事舞蹈
创作和舞蹈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像是一名士
兵听到了冲锋的号角，心中充满了时不我待
投身于新时代舞蹈艺术大潮的愿望。在未来
的工作中，我将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中华优秀
传统舞蹈文化的研究，致力于把中华美学精
神和当代审美相结合，学习掌握融媒体时代
的新技术新手段，努力创作出内涵更加丰
富、形象更加丰盈、情思更加深刻的舞蹈新
作，与舞蹈界同仁一起推出更多新时代舞蹈
精品。

（作者系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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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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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
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
化生命力。这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要指示。

中国文学优秀的传统，不是我们今天创
作的束缚。历史上无数优秀作品值得我们在
当下创作中广为借鉴。我是一个散文随笔作
家，多年来，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文章中学到了
很多。历史告诉我，写好文章，一定要有胸襟
和气度，要有宽厚和慈悲的情怀，要有道德的
底线和必要的清醒。

我一直在思考，从古典传承中因袭下来

的腔调、笔法，如何创新？如何写出不失古
典优雅的白话文？如何修炼好观照时代的文
心文眼？如何用手中的笔写出新时代的似锦
繁花？我总是在尝试将时代风采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展现出的永久魅力相结合。我写

《雪下了一夜》，将古人曾经用过的题目，譬
如《逍遥游》《秋水》《醉翁亭记》等二十几篇文
章，投入当下的真实和复杂；写《惜字亭下》，
接通古人惜字如金的精神，又希望去掉陈
言，写出新时代；写戏曲随笔集 《击缶歌》，
初衷是写出传统地方戏在当下中国的灿烂。

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我的深切体会
是，作为一名青年作家，一定要有继承与创
新，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更要
做新时代的书写者。

（作者系安徽省作协副主席）

对于诗歌界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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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掀起新时代诗歌创
作高潮的动员令，指引着新时代诗歌走
向广阔的创作新天地。

新时代诗歌的主题写作，与新时代
新征程伟大实践紧密相关。《诗刊》将大
力推动新时代主题诗歌创作。精准扶
贫、绿水青山、高铁高速、载人航天、
量子科技、云计算、“一带一路”、乡村
振兴、新工业、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海
洋强国等，都是新时代诗歌创作的丰厚
沃土和主题宝库。

在开设专栏推出优秀主题诗歌的同
时，《诗刊》 也推出优秀主题诗集，如

《花鹿坪手记》《宁德诗篇》 等。编辑出
版的 《初心、红旗和新征程——新时代
诗歌优秀作品选》 广受关注，影响较
大。今后我们将重点抓好大型主题诗歌
创作工程“新时代诗库”。

随着社会发展，人类越来越关注自
然，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自然的
生命共同体意识越来越强烈。《诗刊》
将大力推动生态诗歌的创作，也可以称
之为自然写作。这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指导之下的写作。诗人们正在全身
心地投身新时代，扎根人民，努力创
作，并必将创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优秀
作品。

（作者系《诗刊》主编）

“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
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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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带到2017年
9 月，我们带着蒙语版电视剧《生活启示录》来
到蒙古国，举办了一场中国电视剧观众见面
会。一位蒙古观众对我们说：看了电视剧，特
别希望到中国上海走一走看一看。2019年，电
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继斯瓦希里语版后，
阿拉伯语版在伊拉克播出，不同国家的观众
对表现当代中国生活的电视剧非常喜欢。

这些年，我编剧的电视剧作品被翻译成
不同语言走出国门。国外的观众喜爱这些热
热闹闹快快乐乐的家长里短，对婆婆和媳妇
那些接地气、有烟火气的生活细节也感同身

受，特别是对表现当下中国人的婚恋、家
庭、成长的故事饶有兴趣。这说明，人类的
情感都是共通的，质朴、诚实、善良这些美
德，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的创作指明了方
向。今后如何塑造更多当下中国人可爱可敬
可亲的形象，是我们面临的考题。唯有努
力，不负韶华；唯有专心致志，不虚度美好
时光。我目前正在创作抒写平凡人的故事，
他们是社区干部、警察、医生、村支书等，
他们身上闪耀着中国人的精气神。我想认认
真真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
合，他们的勇往直前，他们的美好梦想，用
真情实感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深掘文艺创新的宝藏
王充闾

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
冯双白

新时代诗歌天地广阔
李少君

做新时代的书写者
胡竹峰

文艺事业是国之大者
丁振海

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谷好好

真情实感讲好中国故事
王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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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6 年至今，我参加过 6 次全国
作代会。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但仍有不
少写作计划。

小时候念过私塾，对中华传统典籍接
触较早。随着年龄的增长、研究的深入，
愈加充满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自信和自豪，确立以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挖掘、阐释和书写为写作目标。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支持下，采取散文随笔
形式，以事为经，以情为纬，创作出版了

《国粹：人文传承书》。这本书得到业界
和读者的肯定，被评为当年“中国好
书”。接下来，又写了姊妹篇《文脉：我们
的心灵史》。还写了一部三卷本的《诗外

文章——哲学历史文学的对证》，对上起
先秦、下及近代的有代表性的哲理诗进行
评析，每诗一文，写成近500篇随笔。

用散文随笔的形式解读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意在以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方
式，激发大家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情。正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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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中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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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我的写作方向会坚持不
变，希望把平生所学奉献给读者！

（作者系辽宁省作协名誉主席）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
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举旗
帜、指方向、明战略、绘蓝图，号召广大文
艺工作者为民族写史、为时代立传、为人民
放歌，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广大文艺工作者。

上海是中国戏剧的重镇和高地，就上海
戏曲板块来说，目前拥有 55 位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02名梅花奖、白玉
兰奖、文华奖获得者。近年来，上海戏剧家
协会在崇德尚艺、团结引导、文艺服务、创
作表演、人才培养、惠民普及等方面开展了
大量工作，坚持为人民服务，勇担使命、守
正创新，用心用情用功创作了大量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用一批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剧目，书写了新

时代的伟大史诗，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深情。
作为一名戏曲工作者，耕耘梨园 35 载，

深知戏曲艺术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和广大戏剧人责任在肩，深谙只有充
分挖掘戏剧的优势和内涵，才能更好地为我
国文化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我们
要着力提高深入人民、表现人民、歌颂人民
的能力，共同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
事，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上海戏剧家协会和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将
汇聚起上海戏剧界的磅礴力量，做新时代戏
剧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为加快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奋力拼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者系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席）

12月 14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
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
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强烈
反响。广大文艺工作者
纷纷表示，将在讲话精
神 指 引 下 ， 用 自 强 不
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
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
象，努力铸就中华文化
新辉煌。

——编 者
版式设计：潘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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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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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写作者，近年
来迷恋上自然文学写作，经常行走于青
海大地的壮丽山河之间。在民族众多、
文化多元的青海，这样的一次次行走，
在汉、藏、回、撒拉等不同民族的语言
与习俗之间不断转换，也是一次次文化
之旅。一路下来，感受到多元文化绽放
的异彩，也更加深切感受到，要让自己
的笔力坚实、沉稳起来，把这样的色彩
一笔笔地描摹出来，因为这是“中国故
事”“中国形象”该有的色彩。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被誉为“三江
之源”“中华水塔”，是国家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近年来，青海省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方面，行动扎实，成绩斐然，深

入开展保护“中华水塔”行动，高标准
建设国家公园，继续实施重点生态工程
和大规模国土绿化……我们的家乡仿佛
置身于一个硕大的花园中。眼前的一
切，都为我们作家提供了丰厚丰饶、多
彩多姿的创作资源。作为一名文学工作
者，置身新时代，当有新作为。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
前程远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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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中这样说。这描述的就是新时代中
国。自然文学写作的最高境界，就是对
江山与人民的高度关注，要传递的就是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不懈追求。

（作者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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