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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人民文艺的光辉历史导向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张 炯

10月15日，由习近平总书记提议召开并亲自主持的文艺座谈会，向全
世界发出一个强力信号，在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挺进的同
时，中国的文学艺术业已拉开了深化改革的帷幕。习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
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被利益牵着鼻子走；文艺不能在市场大潮
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习总书记的这些话语，是代表党和政府发出的声音，是中国人民期待的声
音，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进入一个正本清源的时代，进入到一个理
性回归的时代——回归文艺的本质关怀，回到人民的立场，回到生活的土
地，回到真善美的理想信仰，回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价值观。理性回归和
科学创新，是这次座谈会为我们发展文艺描绘的宏伟蓝图。

“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
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
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这是习总书记对广大的作家
艺术家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们进行文艺创作应该坚持的理论基础、原则
和方向。

空政文工团创作员阎肃同志在发言中，对文艺界局部和一度出现的“越
黑越红，越脏越火”现象进行了批评，慷慨激昂地宣称：我们也有自己的风花
雪月，这个风就是铁甲雄风，这个花就是战地黄花，这个雪就是楼台雪夜，这
个月就是边关冷月。阎肃同志以一个军队老艺术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当前
一些偏离正确方向的文艺现象，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也体现了军队作家、艺
术家守土有责的担当精神。习总书记插话说，我同意阎肃同志的风花雪月，
解放军的文艺作品，如果没有军味，没有战味，我们干吗要花那么多军费呢？
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边塞诗，回肠荡气。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就要围绕实
现强军梦创作精品力作。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同志在发言中，强调了作家艺术家的职业
道德，介绍了他在扮演焦裕禄时的角色体验，进入状态之中，情不自禁地高
唱“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习总书记深情地
说，我能理解李雪健同志，戏如人生，人生如戏。雪健同志，你那句话说得好，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自找苦吃，我们的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

习总书记说，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没有信仰，魂无定所，行无依归。如
果风气坏下去，即使经济上去了，又有什么用呢？有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
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也陷入了历史的尴尬。在反法西斯纪念大会上，不知道
该纪念谁，没有了英雄，没有了偶像，民族精神就悬浮在空中。在人类文明发
展的道路上，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征程，只能是浅尝辄止，只能半途而
废，只能无功而返，只能无疾而终。习总书记说，核心价值观永恒的定义就是
爱国主义，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英雄，是作家艺术家不竭的抒写源泉。

坐在会场，聆听习总书记睿智风趣的讲话和插话，我感到非常亲切，非
常振奋。习总书记以他博览群书的学识、平易近人的作风、真抓实干的气
魄、敢作敢为的胆识，赢得了广大作家艺术家的衷心爱戴，也赢得了中国人
民的由衷信赖。会场不断响起阵阵会心的笑声。我感到，中国文艺的春天
悄然而至。

纵观人类文明历史，任何一个民族要想立于世界先进之林，必须有强大
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等综合实力，而支撑这些实力的，只能是思想，是
信仰，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学艺术从来就是传播思想和信仰的广阔天地，
是弘扬正气、激励意志的旗帜，是抑恶扬善、鞭挞丑恶的利剑。文学艺术以美
的形式蕴藉着善的内涵，给予艰难探索中的人民以心灵的慰藉，在黑暗中高
举一盏明灯，照亮前行的步伐。文艺是文艺家的信仰，文艺提供的是热爱生
活、热爱生命、拥抱未来、构建美好心灵的伟大信仰。

经过漫长苦难岁月的中国人民，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也终于赢
得了改革开放的美好岁月。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阳光穿透乌云终于洒向人间的时候，长期生
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可能会被刺痛双眼，可能会有暂时的迷茫；当处在饥饿状态的人们突然面对
金灿灿的粮食的时候，可能会暴饮暴食带来肠胃的阵痛。然而，这只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
段崎岖小路，只要文化不灭，只要精神不垮，只要信仰不死，就一定会有一只坚强的手臂，高举
通明的火把，引领我们走过坎坷，走出困境，走向光明。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文学艺术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事业，“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
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这些论断把文学艺术
上升到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兴旺的高度，把作家艺术家的地位前移到精神领军的行列。对于
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而言，既是鼓舞，也是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文
学艺术责无旁贷，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赋予我们一个明确的任务，就是引
领——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引领当代中国价值观，引领高尚的道德观，引领正确的人生观，引
领健康的审美情趣，引领向上向善的精神信仰。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
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我们能不能承担这份殊荣，能不能担当起灵魂工
程师的使命，这是每个文艺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打铁还须自身硬，要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首先就要建筑好自身心灵的工程。在市场利益的诱惑下，我们能不能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
在多元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我们能不能保持自己的艺术品格；在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信息时
代，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思想积累、文化修养和艺术储备，确保我们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和
动力。我们能不能以德艺双馨的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们的作品能不能以思想性和艺术
性的完美统一占领社会文化阵地。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修炼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不仅为文艺发展描绘了
战略蓝图，也为文艺和文艺家的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实现强国梦和强军梦、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迅速找到自己的战斗位置，以我们的精品力作，彰显
中华民族的智慧之美、情感之美、信仰之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是继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中国共产党最
高领导人与文艺家亲切座谈并发表关于文艺问题
的又一次长篇讲话，它体现了党中央对当今文艺
工作的高度重视。讲话高瞻远瞩，视野开阔，方向
明确，内涵丰富，紧密联系我国文艺的实际，重申
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和“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
针，并对文艺工作提出新的期望和指南，给予我们
全体文艺工作者以莫大的鼓舞，具有非常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需要我们仔细
学习，认真贯彻。我谨就总书记在讲话中反复提
出的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应把满足人民的需求，
反映人民的生活，塑造人民的形象，升华人民的精
神境界，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文艺创作的导向的论
述，谈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涉及文艺深层本
质的问题。在人类的意识形态创造中，文艺属于
审美意识形态，它本来源于人民，既为人民所创
造，也为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而产生。但是在阶
级社会中，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文艺与
人民的关系出现了变化，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被压
迫和被剥削的地位，他们创造和欣赏文艺的权利
往往也被剥夺。虽然，民间文艺创作仍然没有消
泯，历代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的联系
也不可能被完全割断，而在社会主义带来人民翻
身做主的新时代，自然也带来文艺空前广泛地表
现人民，并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新时代。关于文艺
与人民存在密切的关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杰出
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我国第一个
伟大的诗人屈原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艰”。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穷年忧黎元”，吟唱“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

“唯歌生民病”，写出《卖炭翁》那样同情劳动人民
的诗作，都为大家所熟知。巴尔扎克认为：“活在
民族之中的大诗人，就应该总括这些民族的思想，
一 言 以 蔽 之 ，就 应 该 成 为 他 们 的 时 代 化 身 才
是。”（《论历史小说兼及“费拉戈菜塔”》，《巴尔扎
克论文选》第 104—105页。）别林斯基则把文学看
作“人民的意识”，他要求文学“像镜子一般反映出
人民的精神和生活。”（《1840年的俄国文学》，《别
林斯基论文学》第74页。）列夫·托尔斯泰更期待未
来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他说：“生活于人民中间
或者像人民一样的人们，不宣告任何权利，却给予
人民以自己科学与艺术上的种种贡献，而这些贡
献之采用与否，又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到那时候，
科学与艺术才能为人民服务。”（《那么我们怎么
办》，《文学研究集刊》第4册第338页。）罗曼·罗兰
也曾呼吁作家做社会公众的喉舌。他大声疾呼：

“做他们的喉舌吧。当他们听到你们说话时，他们
就会意识到自己。你们在表达自己的性灵时，就
会创造你们民族的性灵。”（《致美国作家》，《罗曼·
罗兰文钞》第86页。）

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人类的学说，其出发点
就是广大的人民大众。因而 20世纪初，列宁在俄
国人民革命高潮中曾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
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
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
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
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
展。”（见蔡特金《回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
术》（二）第 91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版）我
国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
都率先提出“平民文艺”的主张。正确认识文艺与

人民的关系，深刻阐明文艺的人民主体性，曾是毛
泽东文艺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
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指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
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还具体
解释当时人民的内涵。新中国建立后，他对人民
所涵盖的对象又做了新的论述，指出，在现阶段，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
人民的范围。为了实现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服务，他还辩证地阐明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
系，指明了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从人
民中汲取精神营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反映人
民的生活斗争，站在人民的立场去对现实进行歌
颂或针砭，去创造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邓小平也指出，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
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
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
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
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
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
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
路。”

今天，世界面临新的发展和新的机遇，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正迎来一个伟大的新节点，即通过改
革创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壮丽历史前景。在这样
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正
是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深刻地阐明“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
上讲，就是人民文艺”。他指明文艺“要反映好人
民的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一根本方向”。他认为这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
前途命运的关键”。他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把满足
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
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
艺工作者的天职”。这深刻揭示了文艺与人民在
新时代的规律性的关系，进一步昭示了人民文艺
的光辉历史方向。

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度上，他号召文艺家
要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
优秀作品，他指出，文艺工作者“能不能搞出优秀
作品，最根本的决定在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
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并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虚
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
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
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
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
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
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他认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
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千条、一万条，
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
生活。应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
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
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些论
述，都为我国文艺进一步迈向人民文艺广阔的未
来，树立了理论的启迪和实践的坐标。

基于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的信念，习近
平总书记根据新时代的特点，根据近年我国文艺
实践所产生和面对的新问题，在充分肯定我国文
艺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文艺发展中
还存在质量问题、缺乏高峰问题以及创作中的浮

躁和粗制滥造问题，并指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
艺工作中所产生的弊端和缺失，告诫“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铜臭气”。认为优秀的文艺
作品应当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不应
把通俗混同低俗，把希望混同欲望。他说：“文艺
工作者是灵魂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
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
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他
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
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
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
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
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要引导人民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
层面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不但
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汲取了人类社
会发展的进步精神，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时代人
民的广泛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基本要求。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是社
会主义人民文艺应有的题中之义。

文艺是审美意识形态，也是社会意识形态。
文艺作品大多带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性，带有一定
的道德伦理内涵。礼与乐的密切结合，是我国文
艺的悠长历史传统和“文以载道”的重要方面，也
是文艺能够产生安邦定国的潜移默化伟大作用的
秘密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根据文艺的上述
本质特点，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
值。”认为“文艺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
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
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传递真善美，传递向
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
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
的生活。”他说：“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一代追求
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
上、永远充满希望。”这既是他对我国文艺和精
神文明发展的重要指示，也是基于社会主义时代
人民的利益和人民文艺的必然要求所发出的重要
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还号召“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
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
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
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既是对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批评标准论述的继承和发
展，更是对我国当前文艺批评发展具有针对性的
新的启迪。我们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尤应深入学
习，努力落实到文艺理论批评的实践中，使我们的
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无愧于伟大的时代和我国各
族人民。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
小平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我国新时代
文艺实践的实事求是、鞭辟入里的科学总结。它
以高屋建瓴、胸怀全局的气势，锐意创新，继往开
来，对文艺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论
回应。这篇讲话必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继 72 年前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又一
篇纲领性的历史文献，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中国化的又一里程碑。它所揭示的人民文
艺发展的历史方向，必将照耀社会主义文艺的光
辉未来！

本报讯 近日，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
市文联、大连报业集团主办的“中国梦的当代语境
与文学表达高端论坛暨 《海燕》 创刊 60 周年座谈
会”在大连举行。辽宁省作协党组书记朱庆昌、中
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滕贞甫、大连市作协
主席素素，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作家、评论
家与会。

《海燕》创刊于1954年1月。在上世纪80年代，
《海燕》与沈阳的《芒种》、南京的《青春》、武汉的《芳
草》并称为中国纯文学期刊的“四小名旦”，在中国当
代文学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杂志创刊
60 年来，刊发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培养了一大
批优秀作家和作者。许多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作家，
都是从《海燕》起步开始创作的。专家学者谈到，

《海燕》拥有悠久、光荣而曲折的历史，是一本有
着独特精神气质的刊物，为大连城市文化建设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本文学期刊就是一座精
神家园，让文学种子有了成长的机会。

对于 《海燕》 未来的发展方向，专家们认为，
刊物应该立足大连、面向全国，胸怀再宽广一点，
办刊思路再开放一点，对于刊发作品的题材和表现
形式进行更多探索。作为一本地方性文学期刊，

《海燕》还应该更多关注辽东文化和大连文化，寻
找新的突破口。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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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1日，由泰禾集团和作家出版社共
同主办的《院子里的中国》新书首发式在京举行。作家
出版社社长葛笑政出席此次活动。

《院子里的中国》由泰禾集团董事长黄其森主编，
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选取了55篇以院子和园林文化
为主题的散文，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冰
心、季羡林、汪曾祺、王蒙、王安忆、贾平凹、余秋雨等诸
多名家的作品。从江南到北国，从叙往事到抒闲情，从
皇家气象到百姓民居……在作家们笔下的优美文字和

人生感悟中，中国传统的庭院文化精髓与情怀跃然纸
上，展现着古往今来人们对诗意栖居的向往。

首发式后，余秋雨以“中国文脉”为题进行了一场
讲座，对中国院落文化进行了深入阐释。在他看来，
中国文化中，院落是安顿生命、安顿心灵和安顿精神
的场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的传统院落需要与
时俱进，努力做到既能满足中国的人文情感，又可以
满足现代居住要求。

（王 觅）

《院子里的中国》展现传统庭院文化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诗歌学会和马鞍山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第26届中国李白诗歌节在马鞍山市举行。在开幕式
演出中，文艺工作者们以李白的诗为词、原创曲为调，通过音
乐、舞蹈与诗朗诵的结合展现了古典诗歌的魅力。

开幕式上，中国诗歌学会授予马鞍山市“中国诗歌之
城”荣誉称号。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程步涛说，马鞍山诗人
众多、诗风昌盛，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马鞍山之所以
能连续举办 26 届诗歌节，就是认识到诗歌在教化人民心
灵、陶冶美好情操、促进城市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的重要
作用。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第二届全国诗歌大赛颁奖仪式。黄
亚洲的 《行吟孔子故里》 获得本届比赛金奖，同时还有银
奖 2 名、铜奖 5 名。程步涛、曾凡华、张晓麟等为获奖者
颁奖。

（欣 闻）

马鞍山举办李白诗歌节

本报讯 10月12日至18日，由中国榜书家协会
和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主办的首届“百成杯”中国
榜书大展在北京国艺美术馆举行。李肇星、张飙、
卢中南、谭乃达、田书根等出席展览开幕式并参观
展览。

此次展览以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榜书艺术为宗旨，
共在全国征集到作品4000余件。最终，80余件作品获
金、银、铜奖和优秀奖。这些作品与张百成等数十位榜
书名家的200余幅作品一同向观众展出。书体形式丰
富，各具特色，展现了我国榜书书法艺术的最新成果。

榜书，古名署书，始用于摩崖石刻或标题于宫阙门
额之上，亦用于刻碑，故又称“擘窠书”。榜书家张百成
曾任中国榜书艺术研究会首任会长、中国榜书家协会
首任会长等职，工篆、隶、行、草、楷诸体。其书作笔墨
纵横洒脱，雄劲与秀美兼至，灵动飞扬的线条极富力度
和节奏。

此外，为纪念榜书家张百成对中国当代榜书发展
所作出的贡献，相关纪念活动及榜书发展研讨会也在
展览期间举行。

（王 觅）

首届“百成杯”中国榜书大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由中国
美协、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
学院共同主办的“东方葵——许江
艺术展”日前在国博开展。此次展
览是许江近10年创作历程的集中
展示，共展出“葵园”主题大型油画
作品 50 余幅、系列水彩作品百余
幅以及一系列大型雕塑作品。开
幕式上，许江将其大幅油画作品

《东方葵——狂飚》和《长空艳》捐
赠给国博。

此次展览以“东方葵”为主题，
旨在表现一代人成长的心声和艺
术追求。展览分为“重屏——东方
葵 ”、“ 层 览 —— 葵 平 线 ”、“ 综
观——花万果”和“俯仰——共生”
4个主题板块，以油画、雕塑、水彩
等艺术形式，展现中国传统的艺术
精神与美学品质。展览中既有以

“画屏”形式展示的油画巨制《东方
葵》系列，也有以阵列形式展现的
油画长卷，还有造型独特的铸铜雕
塑以及丰富的水彩作品，而在国博

西大厅耸立的雕塑“葵群”则突出
表达了艺术家的历史情怀和人生
感悟。

许江现任中国美协副主席、浙
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
长、中国油画学会会长，他以“葵”
为题材进行创作已有10余年。在
许江看来，自己这一辈人犹如荒原
上的“老葵”，他是通过“葵”为与新
中国共同成长的一代人立像，彰显
他们的生命经验和精神气质。“我
在葵中塑造了这一代人持续的生
命况味。画葵就是画我自己，画葵
就是在画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成
长。”

为配合此次展览，人民美术出
版社推出了《东方葵·许江艺术》大
型学术图录，系统展示了许江 10
年来丰硕的艺术成果。同时，中信
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葵园手札：许
江的日常写作》丛书，展现了一位
学者型艺术家的诗心与文笔。展
览将持续至11月15日。

许江艺术展呈现“东方葵”

本报讯 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
术中心2014典藏·书法、花鸟作品
联展近日在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
术中心揭幕。展览由国展美术中
心主办，参展作品包括300余幅书
法及花鸟精品，参展的 40 位艺术
家均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自今年5月正式运营以来，中
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已经成
功主办了两场“典藏”系列艺术大
展，分别是“典藏·山水展”以及“典
藏·油画展”，获得了行业内的肯
定，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艺术家的
关注。此次的书法、花鸟作品展汇

聚了中国国家画院的一大批优秀
艺术家，其中有包括欧阳中石、沈
鹏、李铎、钟明善、张海、王冬龄、林
岫等在内的书法名家，以及包括袁
运甫、刘勃舒、张桂铭、江文湛、郭
怡孮等在内的花鸟作品艺术家。

开幕式上，国展美术中心还与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签约，今
后，书法篆刻院将大力支持国展美
术中心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会
提升后者的实力。

据悉，本次展览将免费向社会
公众开放，展览持续至10月25日。

（欣 闻）

2014典藏·书法花鸟作品联展揭幕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0月15日，由鲁迅文学院
和陕西省作协主办的“文学陕军新梯队”小说研讨会
在京举行，对8位陕西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集中
研讨。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共陕西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景俊海出席研讨会并讲话。蒋惠莉、
成曾樾、李一鸣、王璇，以及鲁院高研班学员参加了
研讨会。

阎晶明说，陕西是我国当代文学的大省强省，陕西
文学取得的成就令人钦佩。陕西文学新梯队建设是陕
西文艺发展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陕
西青年作家认真对待文学，担当使命，勤于思考，坚持
创作，为陕西文学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景俊海谈到，陕西青年作家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主动承
担起对民族文化、社会道德应负有的责任。要讲述好
陕西故事，传播好陕西声音，继承文学陕军的优良
传统，以文学陕军再出发为契机，续写陕西文学新
的辉煌。

研讨会上，雷达、刘庆邦、白烨、孟繁华、陈晓明、
陈福民、郭艳等评论家、作家对王妹英、寇挥、周瑄
璞、张炜炜、贝西西、范怀智、王宏哲、杨则纬等

“文学陕军新梯队”的青年作家进行了一对一的详细
点评和把脉问诊，认真分析其作品的优长和不足，并
对作家们今后的创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专家把脉“文学陕军新梯队”小说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