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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中国文艺
高举旗帜、砥砺前行的五年，在习近平文
艺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迎
来了天高地阔的新的发展阶段。五年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学艺术事业的发
展。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
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指明了中国文艺的前
进方向。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
议通过《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
见》。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重
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两篇
重要讲话，是新形势下指导文艺工作和文
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科学总结了我们党
领导文艺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雄辩有
力地提出和解答了中国文艺面临的一系
列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根本命题，是马克
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重大创新发展。

五年中，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推动中国文艺发展的根本动力，积极组
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习近平文艺
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繁荣发展
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及一系列重要部
署，文艺界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文艺在

“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广大作家艺术家以崇高的使命感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造、精益求
精；文艺作品主旋律高昂、正能量充沛，精
品佳作不断地涌现；文艺评论激浊扬清，
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引领风尚。勃郁着
中国精神、独具中国风格的中国文艺正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焕发着更加
明亮的光芒，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贡献着
想象力和创造力。

总结五年来文学艺术的发展成就，我
们可以从纷繁灿烂的文艺景观中，得出新
的历史阶段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繁荣发展的几点根本认识。

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必
须牢记文艺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
开幕式上的讲话都开宗明义地指出：“文
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
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这是我们党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地位和作用的根
本判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这一判断具有很强的现实和历史针对
性。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都从这一判断
中体会到庄严的使命和责任：文艺绝不能
沦为单纯的娱乐和消费，更不能自甘为封
闭的私人经验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
文艺不仅在时代和历史中获得内容和形
式，更是创造历史的伟大斗争中的一种能
动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有力地指明了
中国文艺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今天，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正在满怀自信，
更加有力地承担起世界性责任，具有悠久
文明和深厚传统的中华民族正在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的智慧、开辟新的可
能性。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
范围内文化碰撞交融的加剧，构成了对每
个民族、每个国家的艰巨考验，这种考验
有时甚至关系存亡绝续。一个文化上孱
弱的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
个缺乏文化认同的国家在全球化的世界
中必然陷入混乱和衰败。越是全球化，越
要坚守民族文化的根性和本位，越要坚持
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越要捍卫民族精
神的团结和强健——这是时代和历史赋
予中国文艺的重大使命和责任。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严肃地确认文艺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根本联系，这
也是重申中国现代文艺的“初心”。以文
学为例，100年前，在风雨如磐、艰难困苦
中诞生了新文学，这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变

革，推动这一变革的根本力量正是国家民
族的命运。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感时
忧国，他们形成了坚强的共识——要救中
国、要为中国寻求复兴的道路，必须从国
民的灵魂开始，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由此
成为民族精神的引擎。100年过去，换了
人间，毋庸讳言，在和平繁盛的日常生活
中，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文艺与国家民族
历史的深刻联系有时会被有意无意地忘
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旗
帜鲜明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
大有可为”。这有力地激励着广大文艺工
作者重新体认自己工作的意义，重新确认
自己承担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责任，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

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必
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对人民的信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
本道理，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是中
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
所在。五年来，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对这
个根本道理和根本性质的认识更加准确、
更加深入，对人民在理性上和情感上有了
更加深切的认同。曾经有人问，我自己不
就是人民吗？这样问的人应该重温人民
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什么是人民。人民是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形
成的历史主体，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历史主体，其中
包含着亿万中国人在前赴后继的伟大历
史斗争中选择的方向、凝成的共同意志和
情感，汇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的理
想、生活、创造和奋斗。“人民”不是抽象的
符号，其生生不息的力量，就在于它既有
宏大的整体性，又有着最充实的具体性，
我们从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的喜怒哀乐中感受着人民的整体性脉动，
又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的整体性
出发去认识每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
人。文学艺术正是由此获得不竭的源泉，
由此形成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像习近
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作家要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那样，我们才能深刻地体会我是
谁、为了谁，才能真正解决为谁创作和怎
样创作的问题。

五年中，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带领广
大作家艺术家持续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中国文联成立了中国
文艺志愿者协会等专门机构，2600多人
次参加了“送欢乐下基层”等文艺志愿服
务。中国作协组织和鼓励作家进行一系
列主题采访，走向广阔的天地，感受时代
脉搏，先后在西吉、庆阳、西沙群岛等地举
办“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在
这些活动中，我们经受着精神的洗礼，就
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仅是“身入”，
更是“心入”“情入”。我曾听到一位歌唱
家动情地谈道，她住到了当地老乡家里，
深切感受到自己与乡亲之间的真挚情谊；
我曾读到一位作家的文字，他说，“是的，
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
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
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已经成为广大作家艺术家的自
觉追求，对文学艺术来说，这不是外在要
求，而是内在动力，是我们认识时代、认识
自我的根本途径。五年来，中国文艺表现
现实生活的能力不断提高，涌现了一大批
具有强劲现实主义力量的优秀作品，在时
代的波澜壮阔、人民的喜怒哀乐中呈现中

国故事的斑斓画卷。中国的作家艺术家
正在人民创造未来的奋斗中实现艺术的
创造和发展。

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必
须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国精神

文化自信是信念、情感，是磅礴的力
量，是对过去的认同更是对未来的承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
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
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
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
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
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
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
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五年来，中国广大作家艺术家深切感受着
正在发生的历史性飞跃，生活和时代是最
好的老师，它最深刻地引领着我们，使我
们对中国伟大文化传统满怀自信，对祖国
所走过的道路满怀自信，对未来满怀自
信，中国文艺正在进入一个新境界：背靠
着强大的祖国，我们正在这个世界上讲述
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越来越深入地
参与着世界文学的建构。

仅仅30年前，中国作家还曾经为“走
向世界”而焦虑。那时候，“世界”仿佛在
我们之外，在遥不可及的远方，必须奋力
跋涉才能走过去。但今天，一切都不同
了，作家艺术家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实践中，从祖国和人民的迅猛前进中
获得力量、获得新的视野，更加自信从
容。曹文轩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说，

“我讲了一个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但
同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中国作家
必须坚定地立足于自己的这块土地。这
个国家，这个民族向你提供了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丰富的写作资源，这个资源大概是
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不具备的。在你讲
中国故事的时候，你必须站在全人类的高
度去思考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对当今
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世界在远方，世
界更在脚下。

越是中国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国
文化本根、弘扬中国精神、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文艺的灵魂所在。在
世界的风云激荡中，文学艺术承担着培育
和维护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强化中华民
族最根本的精神认同的神圣责任。千百
年来，在那些壮丽的诗篇、优美的绘画、深
沉的音乐中，我们深切地意识到这就是

“吾土吾民”，我们每个人都属于一个血脉
相连的伟大共同体。这种“共同”是理性
的，更是情感的——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我们共同的伦理世界、生活理想和美学风
范，我们的前人创造的历史和我们共同开
辟的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宅兹中
国”说的不仅是我们的生息所在，更是我
们的精神所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
学艺术是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之
一，它把我们从根本上连接起来、团结起
来。五年来，许多表现爱国主义、英雄主
义的文艺作品收获了热烈反响，这传达的
是时代的召唤、人民的期盼。高举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火炬，闪亮共同理想和信
念的坐标，中国的文学艺术必将在中华民

族的精神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必

须落实为持续不断、苦心孤诣的创造
创造是作家艺术家的神圣天职，是时

代和人民对我们的热切期待和郑重嘱托，
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中最为明亮、也最具
魅力的核心。创造，首先是价值观的选择
和坚守，像雕塑家一样，以高于生活的标
准提炼生活，让广大而纷杂的生活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烛照下塑形，呈现出它
的真、它的善、它的美。由此，我们把深藏
在心中的梦想变成所有人的梦想，把我们
的文化和生活中最珍贵、最根本的价值跨
越时空、超越国界带到广大的人群中去。
创造，也是对技艺的不断锤炼，是不懈的
创新。毫无疑问，创造是艰苦的，日复一
日的劳作，永不停歇的难度训练，忍耐着
乏味的、疲倦的、自我怀疑的时光。但这
一切都是值得的，是为了迎来被创造之光
照亮的那一刻，是为了在创造中获得艺术
和精神上的新生。

五年来，许许多多的作家艺术家坚守
着艺术理想，抵抗着市场的诱惑，把社会
价值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对民族精神
和中国文化的责任放在首位，创造出一大
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只要
我们力戒浮躁，一直坚持着，持续不断地、
不知疲倦地创造，永远坚信最好的作品即
将被创造出来，永远坚信创造对于此时和
未来、对于民族和历史、对于世界和人类
的意义，中国文艺必将迎来气象万千、群
峰耸峙的壮丽境界。

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必
须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的根
本保障，五年来，中国文艺取得的辉煌成
就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亲切关怀、坚强领导，离不开各级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
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
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
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这是党领
导文艺工作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文
艺组织工作的严肃要求。中国文联和中
国作协是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温馨家园，是
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纽带，是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力量。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联、作
协责任重大，我们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围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
署，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不
断深化文联、作协的改革，加强政治引领，
发挥在行业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转变职
能，优化结构，创新组织机制，延伸联系手
臂，工作向基层倾斜，服务向最广大的文
艺工作者拓展，强化对新文艺组织、新文
艺群体的团结引导，把千千万万的文艺从
业者、爱好者凝聚起来，真正达到中央对
群团工作“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要
求，真正做到“哪里有文艺工作者，文联、
作协的工作就要做到哪里”，最广泛地激
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创作能量。文艺理
论评论工作是文联作协引导创作、引领风
尚的重要途径，要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
强化批评功能，营造和维护说真话、讲道
理的批评氛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艺事业持续繁荣发展。

风云际会，繁花似锦。五年来的实践
有力地证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道路和
方向，是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
砥砺奋进，前路可期，让我们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
近平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共同创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新的辉煌篇章，共同迎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恢宏壮丽的新
时代。

（作者为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

高举旗帜 砥砺前行
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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