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李晓晨 电话：（010）65002492

新闻版电子邮箱：wybxinwen@sina．com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3789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123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八版）20142014年年1111月月1414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推动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总书记从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深刻
阐述了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深情寄语广大文艺工作者肩
负起时代重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
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是总书记对文艺工作
者的殷切期望，也是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文艺作为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在人类文明发展史
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就以中国而言，从《诗经》《离
骚》，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再到现代以鲁迅为代
表的一批优秀作家的作品，都反映了伟大的时代和人民
的心声，成为时代精神的表征、时代前进的号角。丘吉尔
有句名言，他说：“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
莎士比亚。”此话虽属夸张，但是很形象地说明了文艺和
作家艺术家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的极端重要性。

对于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我们的先贤有着清醒的认
识，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文
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白居易则提出：“文章合为
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论述深刻地阐述了文艺
与时代的辩证关系。文艺与时代息息相关。文艺的产生、
发展都离不开时代的丰沃土壤，进步的文艺又为它的时
代提供积极的精神营养和思想力量，提高人们的精神境

界和道德情怀，推动时代进步、社会发展。
文艺要书写时代、引领时代，作家艺术家首先要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

先行者、先倡者，用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作品引领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
是灵魂的工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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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扫除颓废委靡之风。鲁迅先生
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
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
它更油。”鲁迅先生的话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文艺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
的，它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第二，文艺必须以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真理，引
导人民群众走向光明。伟大的作家，必须拥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
盛”的博大胸怀，必须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崇高志向，必须拥有
心系社会、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才能写出反映时代、引领时代的大作品，写
出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好作品。文艺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但是
不能仅仅满足于表达个人的小情感、小悲欢，更不能成为渲染暴力、色情、低
俗的工具。古人把“立言”与“立德”、“立功”一起并称为“三不朽”，视文章为

“千古事”，可见古人对于“立言”的重视。作家做的就是“立言”的工作，应该
自觉承担起以文化人、引领时代风气的责任。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

《金蔷薇》中说：“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艺，也不是职业，
而是一种使命。”我国作家路遥也说过，一个作家不
能“丧失远大的使命感”。“远大的使命感”就是对社
会、对人民、对国家的责任感。当我们的作家进行创
作时，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神圣的使命感。这样，才不
会在市场经济中迷失方向，不会成为市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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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三届长江韬
奋奖颁奖报告会11月7日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会见获奖代表并讲话，强调当代中
国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
神、传播中国声音。

刘云山首先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向全国新闻工作者表
示节日问候，向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贡献的老一辈新闻工作
者表示崇高敬意。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新闻工作者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
确导向，弘扬新风正气，巩固发展了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
舆论，为推动改革发展、促进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云山强调，讲好中国故事，重要的是解决好讲什么、怎

么讲和怎样讲好的问题。讲什么，就是要把握时代脉搏、关注
发展大势，聚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流展示好，把中国人民蓬
勃向上的风貌展示好。怎么讲，就是要真实、生动、鲜活地讲，
真实的故事最精彩，百姓的故事最生动，要坚持实事求是，不
断改进创新，努力出新出彩，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见精神。怎
样讲好，就是要走出办公室、走出高楼大厦，在路上心中才会
有时代，在基层心中才会有群众，在现场心中才会有感动，要
深化“走转改”，多到基层一线，采写接地气、有温度的好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参加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参加会见，出席

报告会并讲话。
刘奇葆强调，广大新闻工作者要秉持崇高的价值追求，把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闻宣传的一条主线、一种底
色，叫得更响亮、亮得更鲜明，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者、推动者、引领者。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新闻
工作的正确方向，大力弘扬“走转改”精神，把对人民的深厚感
情倾注笔端，为人民采写、为时代放歌。要增强现代传播意识，
强化互联网思维，把讲好故事作为看家本领，努力成为全媒记
者、全媒编辑，生产全媒产品，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大显身手。要
坚守正确人生坐标，树立崇高职业精神和强烈社会责任，恪守
敬畏事实、秉持正义的道德操守，以实际行动赢得社会尊重和
人民赞誉。

与会领导同志为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颁
发了奖杯，并为从业30年以上资深新闻工作者颁发了荣誉证
书和证章。中国记协主席田聪明在会上致辞。人民日报社张
铁、东方网徐世平、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周洋文、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姜保红、光明日报社叶辉等5位代表先后发言。中央有关
部门、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负责同志和中央新闻单位及其他在
京新闻单位代表约500人参加会议。

（隋笑飞）

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举行
刘云山会见获奖代表

坚守艺术理想 弘扬中国精神
本报讯 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便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追

求。在一部部可以传世的经典文学著作中，读者可以看到时
代生活的脉动、社会风貌的缩影、人民命运的变迁，从中获得
思想的启迪和灵魂的洗礼。那些杰出的作家艺术家总是通过
他们艰辛的艺术创造活动，传递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引导人们
发现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和心灵之美。以此为目标，作家的创
作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其作品也才更有成为经典的可能。
因此，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
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
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
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
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近一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
贯彻讲话精神，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担当，他
们表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
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
养，秉持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努力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源源不断地
提供正能量。

新的时代，文学工作者大有可为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

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
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
充分认识到了文艺在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评论家包明德谈到，通观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人们会
发现，文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莎士比亚之
于英国、普希金之于俄国，这些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成为了他
们国家的宝贵财富。就我们国家来说，从《诗经》到楚辞、从唐
诗到宋词、以及后来的明清小说，都展现了我们国家强大的精
神气魄。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天的影响，就是因为中华文化
具有强大感召力。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
学都有丰富的文化传统，我们应该更加密切地进行交流，互相
激发创造活力，把各民族人民生活中最美丽最有价值的东西
展现出来，以优秀的作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新的时代，文
艺工作者要唤醒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我国文学的繁荣
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作家赵德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包括文化复
兴，尤其是文艺的真正繁荣。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揭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序幕，今天的中国也需
要迎来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复兴。继承优秀的传统文

化，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使中华民族重新获得文化上的自
信，进而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这是 21 世纪中国人的使命。文艺工作者要认识到这一使
命，有担当、有作为，以自己的作品为中华文化的重建与复
兴添砖加瓦。

传递真善美，做灵魂的工程师
新的时代，文学工作者应当通过各自的创作，记录普通中

国人寻梦追梦的历程，书写他们之中感人至深的经历和故
事。传递真善美，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每一个有追求、有
抱负的作家的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通过
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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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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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话，从来就需要勇气和胆识。作家李鸣生谈到，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要扎根人民，文化艺术要服务人民，这
涉及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人民性问题。他说，我理解
的人民性就是作家要立足于人民，与人民同心同德，同呼吸共
命运，始终围绕人民的需要来创作。今天的中国人民到底需
要什么样的文学？我认为，最需要的就是说真话的文学。人
民最想看到的是真相，最想听到的是真话，最厌恶的是欺骗，
最憎恨的是谎言；而说真话，也是作家最起码的艺术良知，最
基本的人文态度。巴金老人一辈子留下的最好作品，就是三
个字：“说真话”。法国作家左拉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
出真理，暴露谎言。”一个作家敢不敢讲真话，是态度问题；讲
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明知是假却要说成是真，则是人品问
题。讲真话是中国文学最大的价值所在，也是出路所在，否则
文学就不能扎根人民、服务人民。

作家李浩认为，作家最重要的使命在于“发现”：致力于在
社会和生活中发现，致力于探询，追问，寻找被忽略、被误读、
被遮蔽的“沉默的幽暗区域”的细微回响，应当是从事文艺创
造的每个人的使命和责任。在他看来，作家应当发现人和人
性，求真，致善，指认被喧哗和浮躁掩盖的美；打量现实，解剖
现实，进而追问和温暖现实；发现艺术的新可能，创造新经验，
突破旧识的困囿，为时代、东方、民族和个人打上显著的印迹，
呈现特质，获得理解和尊重。如果仅是跟随在别人和大师的
后面，重复被证实了一千遍的真理，缺乏艺术耐心，满足于市

场的追逐和小小的虚荣，都有着某种不尽责的、懈怠的嫌疑。
作家应当走向前沿，推着石头向人类的奥林匹克山艰难前行；
向星空不断仰望，和天宇对话，用文学和艺术的方式建立精神
高度，把理想、幻想和梦写进文字里，这应是每个写作者的历
史使命和应有的现实担当。

创作优秀作品，凝聚中国力量
在中华民族走过的每一个时期，文学都不曾缺席，它记录

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书写着人民的喜怒哀乐，也因此，我们的
文学被赋予了重要使命，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揭出痛苦，引起
疗救的注意”，文学所关注的从来就不止于文学本身。不久
前，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与人民同
心 与人民同行》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谈到，“坚持
中国道路，文学工作绝不能缺席；弘扬中国精神，文学工作要
发挥作用；凝聚中国力量，文学工作当有所作为”。这些表述
强调了文学在时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
者要自觉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
中，用优秀的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文学
梦、中国梦凝神聚力。

中国精神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存在，古往今来，它激励着
中华儿女奋斗前行，并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生发滋长。来自
部队的作家刘立云对这种精神有着更真切的体会。6 个月
前，他曾和几位诗人一起远赴新疆，登上海拔 5100米的红其
拉甫边防哨所。尽管那里终年积雪、寸草不生，官兵们依然克
服种种困难长年戍边，以青春和热血保家国平安。从军 42
载，刘立云再次被感动、震撼。他认为，坚持爱国主义和革命
英雄主义，本就是新中国军事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已明确的
基本宗旨，也是我们长期以来高奏的号角，高扬的旗帜。尤其
在强军路上凯旋行进时，更需要这样的号角、这样的旗帜、这
样的火焰和闪电。他说，我们既要有一支钢铁部队，也要有一
支精神部队，而这支精神部队的内核就是爱国。就像红其拉
甫的官兵，哪怕满目苍茫，也要爱脚下的每一片山河、每一寸
土地。作家的职责就是用分行分段的文字召集一支精神部
队，向人们希望的那座坚不可摧的高地开拔。这样，我们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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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民族才会永远健康向上、永远
充满希望。

（李晓晨 王觅 黄尚恩）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 9日，鲁迅
文学院第二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

（报告文学作家班）创作交流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何建明，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李一鸣，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黄传会等与
会并同学员们进行了交流互动。会上，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正式宣告
设立。

据介绍，青年创作委员会是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继创作联络委员会、学术研究专
业委员会和外事信息工作委员会之后设立
的第四个专业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为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整体建设和科学发展发挥
参谋助手作用，为学会发现、培养和扶植年
轻作家发挥梯队作用，打造青年报告文学
作家采访创作和经验交流新平台。该委员
会将发现、吸收和带领青年报告文学创作
人才团结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周围，进一
步推动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创作队伍的组织
和理论建设，力求使目前报告文学作家队
伍年龄偏大、青黄不接的现状得到改观。

据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的成员要求积
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大局意识，忠诚报告文学事
业，以45岁以下尤其是“70后”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编辑为主
体，兼顾不同工作岗位、行业、地域、年龄、性别和创作方向的
差别性和多样性。委员会主任由丁晓平担任，另有 7名副主
任和25名常务委员，委员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全体“70后”
会员和“鲁二十四”的全体“70后”学员构成。

与会者还在《百名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讲好“中国故事”倡
议书》上签名。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向社会发出倡议：理直气壮
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人民写作，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努力
为人民鼓与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鼓与呼；勇于
担当肩负起报告文学的神圣使命，保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
迷失方向，坚决杜绝有偿报告文学；勤奋创作努力奉献优秀精
神食粮，保证每人每年创作出一至两篇（部）“中国故事”；团结
共进，积极做为人民写作的践行者，巩固并创造中国报告文学
创作大繁荣、队伍大团结、事业大发展的新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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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11月10日电 “这些明星从电视机里走到
了我们身边，让我们感觉离文艺的距离更近了，感受到艺术的
熏陶。”35 岁的无锡市民徐斌带着妻子女儿，来到无锡大剧
院，免费欣赏了一场由姜昆、郭达、大兵等文艺工作者表演的

“送欢乐·下基层”惠民演出。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一支由相声、小品、评弹、京韵大鼓等

艺术门类近 20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文艺表演团，从北京、上
海、吉林等地赶赴江苏无锡、苏州，进行３场文化惠民演出和
基层采风活动。

中国曲协主席、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介绍说，此次中国文
联、中国曲协牡丹奖艺术团“送欢乐·下基层”惠民演出系列活
动，集合多种艺术门类，牛群、李金斗等文艺工作者以及柴京
海、夏吉平等多名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深入基层一线，一方
面是送文化下基层，通过惠民演出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在系列演出中担任主持人的牛群候场时对记者坦言：“能
为基层服务是我们这行最起码的职责，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
于人民，要当一个好的文艺工作者，就应该热爱生活，深入基
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文艺工作者应该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天职。”小品表演艺
术家郭达告诉记者，文艺走基层对艺术家和基层群众来说其
实是件“互惠互利”的事情，群众既能免费或以较低价格观
看到高质量的文艺表演，同时文艺工作者又能从群众中吸收
很多新的东西，既丰富了自己、营养了自己，还可以创作出更
好的作品来回馈观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自2005年以来，中国曲协已经在全国各地完成惠民演出
160余场。“虽然本次活动时间不长，但惠及基层群众达 3000
多人。”姜昆表示，中国曲协将继续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文
化惠民演出，保证在全国范围内每个月至少有一场演出。

（李 响）

中国文联、中国曲协

“送欢乐·下基层”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1 月 1 日至 3 日，
中国诗歌现代性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此
次研讨会由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文学院
和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共同举办。与会的
80 多位诗人、诗歌批评家围绕“如何现代，怎样
新诗”的主题展开研讨。

中国新诗的诞生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人们对
现代性追寻的脚步，因此有人提出，应该以“现代
性”作为新诗评价的一个标准。但“现代性”的含
义却是模糊的。诗评家谢冕认为，“现代”是相对
于“古代”、“传统”而言的，因此现代性首先是一
种时间意识。就新诗的诞生而言，我们就要像朱
自清说的那样，在诗歌创作中“寻找新世界”、“学
习新语言”。

在对现代性的探索过程中，中国诗人始终在
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面对西方诗歌与古典
诗歌这两种传统。诗评家罗小凤认为，追寻现代
性，并不意味着与传统决裂、对立、断裂。比如，
废名、卞之琳、林庚等现代诗人，试图通过对古典
传统的再发现，探寻新诗现代化的独特路径。诗
评家孙绍振谈到，当下诗人应该加强对古典诗歌
的研究，挖掘汉语诗歌的丰富可能性。在中国古
典诗歌中，决定五七言诗行韵律性质的，并不是
诵读时停顿（“顿”）的数量，而是其结尾的“关键
结构”。中国古人将汉语了解得这么透，我们现
在却“食洋不化”，不深入汉语的内部进行研究，
值得反思。

谈到新诗的特点，诗评家吴思敬认为，“自
由”二字是对新诗品质的准确概括。诗人的心灵
自由与否，直接关系到诗人的人格能否健全地发
展，诗人的想象能否自由地展开，以及最终能否

写出富有超越性品格的诗篇。诗评家杨匡汉也
谈到，现代诗人须有心灵的自由与独立，真诚地
面对自己的生命体验，在作品中提供与现代人生
存有关的新鲜感觉。这种自由不仅体现在创作
主体的心态上，还体现在新诗的形式本身。诗歌
翻译家汪剑钊认为，从中国诗歌漫长的发展历程
来看，诗歌写作是一个为自由而来、逐渐向自由
趋近的语言行为。新诗摆脱了平仄、押韵的束缚
之后，以自由的形态呈现出一个崭新的精神空
间。评论家陈太胜提出“散文化”、“以思考代替
抒情”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一观点也
得到多位与会者的认同。

对于新诗如何抒写现代性困境、城市经验
的问题，与会者也给予了关注。诗人骆英说，
当下社会非常具有活力，同时也伴随着很多问
题。面对这些现代性困境，诗人不应该抱着一
种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应该用直抵人心的语言
向生命终极发问。诗评家苏君礼说，对于中国
的城镇化进程，诗人应该有所回应。抒写城镇
化进程的诗要表现出人们的兴奋、焦虑、紧
张、魅惑、茫然等复杂心态，它必须以捍卫身
处现代生活节律中的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和独立
人格为前提。它是一次面对灵魂的缠绕和诘
难、困顿和警觉，是将现实世界、经验世界和
超验世界进行打通。

“如何现代，怎样新诗？”这样的命题只有通
过一个个诗人的探索与实践才能加以回答。好
在诗人群体从来不缺乏探索精神。诗歌批评家
王士强说，新世纪以来，集体性、大规模的先锋诗
歌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诗歌的先锋性仍在，
而且更为内在、多元。

专家研讨中国新诗现代性

本报讯（记者 行超） 11 月 9 日，《南方文
坛》2014 年度优秀论文颁奖会在南宁举行。中
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
勤、广西文联党组书记韦守德，以及 80 余位作
家、批评家、编辑家与会。颁奖会由广西文联副
书记石才夫主持。

本届评奖的获奖作品有：刘锡诚的《1982：
“现代派”风波》、李云雷的《赛珍珠：如何讲述中
国的故事？》、岳雯的《不彻底的改革和理性的抒
情——重读〈沉重的翅膀〉》、贺仲明的《论当前文
学人物形象的弱化与变异趋向——以格非〈江南
三部曲〉为中心》、余夏云的《重写现代——“海外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的阅读与反思》、张定浩
的《爱和怜悯的小说学——以黄永玉〈无愁河的
浪荡汉子〉为例》6篇论文。

李敬泽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说，文学批评
要深入现场，关注文坛新现象、新作品，这需要更
多青年批评家的参与。《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十
几年来坚持推出优秀的青年批评家，为当代文坛
尤其是文学评论界培养了新的力量，注入了新的
活力，产生了一定影响。

据悉，《南方文坛》自 2001年起连续 14年颁
发优秀论文奖，许多当初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如
今已成为一线批评家，在各自领域成绩斐然。

《南方文坛》2014年度优秀论文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