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
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马克思说得好，，，，，，，，，，，，，，，，，，，，，，，，，，，，，，，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理论只

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那就

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

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必定能够

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

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剜烂苹果·锐

批评”丛书，是一套有着突出意义的丛书。

我以为意义至少有两个。一是对文学批评

生态的一种平衡。文学需要热情洋溢的赞

扬，也需要言之在理的批评，有一段时间，

赞扬大于批评，批评生态不是太好，这套丛

书强调批评，是对文学批评生态的一种修

复。二是对真诚锐利批评之风的一种倡

导。这套丛书是开放式的，意味着营造文

学批评讲真话、讲道理的氛围是长期性的，

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

将会大大提升。

我是一名小说编辑，以读小说为职业，

读古今中外的小说，读发表和没有发表的

小说，小说编辑做久了就想干两件事，一件

事是想当小说家——别人小说写的一般那

不如自己去写吧；另一件事是想当批评

家——别人写得一般，就爱指指点点，指指

点点久了就成了批评家。所以我做批评是

从对作品的指指点点开始的，常对作者说

这里写得不合理，那里写得不准确。我一

开始做评论是从批评开始的，因为要编出

好刊物、好小说，光表扬不行得批评，这样

就成了一个所谓的新锐批评家。没有经历

过学院的训练，学识和理论捉襟见肘，这是

我为自己感到遗憾的地方，我也有为自己

感到骄傲的地方，就是读过很多差小说，大

致知道小说差在哪里，是如何差的，也读过

许多经典小说，大致知道它们的魅力在哪

里，从差到经典，之间漫长的横沟，是批评

的广阔天地。

作为一个所谓的批评家，我的理想是：

希望所有的小说都写得震撼人心，写得完

美，基本不需要批评，让赞美压倒一切。但

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这种景况难

以出现，不符合写作规律，任何一个作品都

是可以批评的，看你站在什么角度，看你使

用什么标尺。所以批评不可或缺，没有批

评，写作是否也会陷入沉默？

我理想中的批评家是这样的。他是一

个文学“美食家”，品尝过文学的天下美味

之后，来告诉读者哪部书值得读，哪部书值

得重读。他是一名审判员，审判作品，不审

判作家，对同时代文学做出美学和艺术的判断：是好是坏还是中等？

是优是劣还是过得去？并不断去追问：今天的写作是否在形式和

技术上有了变化？今天的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描述和探讨了

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难？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写作的走向

如何、是否出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新文本？它在文学长河中的

位置在哪里？等等。他是一名批评科学家，一直都在践行俄国诗人

普希金对“批评”的精彩论断：“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

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

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品、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

基础的。”他是走在作品前面的人，是有文体意识的美文家，在他的批

评文字中有对比喻的迷恋，有对文采飞扬的追求，有时候他还是一个

诗人，对批评充满诗意的表达……

有这样几位批评家是我心中理想的批评家的样子：率性与才华

集一身的金圣叹，他的批评打上了强烈的个人烙印；学识广博和视

野开阔的钱锺书，他的批评既是嬉笑怒骂又是百科全书式的批评；

真正有思想和见识的乔治·斯坦纳，他的批评既宏观又细腻，是用

诗的语言在写批评的批评家……我想成为他们，但难以企及，所以

心向往之，这就是所谓的理想，永远难以实现的那种东西。

作为一个所谓的批评家，我一直都在问自己：文学批评真正要

面对的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里的“真正”二字，对我来说，其

实是在拷问批评家的批评价值观：一方面，“批评家”这顶帽子带给

人优越感，仿佛真理在握的样子，在这种有些虚幻的优越感下，批

评家是否会以一个知识优越或者思想优越者的身份，来捧杀或者

棒杀一部作品呢？还是会以一个谦卑的合格的普通读者的身份，

表达自己的喜欢或者不喜欢，判断好还是不好呢？另一方面，“批

评家”这顶帽子有时也是灰暗的，与那些光芒四射的作家作品相

比，批评家会自问，一篇批评文章的生命力有多久？一个出色批评

家的声名能穿越多少时空？更不用说对那些很快便会销声匿迹的

作品的批评了。一个批评家总会在“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纠缠之间

摇摆着前行。

无论怎样，如果从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算起，文学批评

这门古老的事业已经存在将近1800年了，它还会继续下去。文学批

评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以为，从本源上来说，是建立并维护一

种健康的文学秩序。无论批评是面对喜欢与不喜欢、好与坏，还是本

体研究，都是在为一种健康的文学秩序而努力，这文学秩序是在“个

人偏好与政治偏向之外”回答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什么存在？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等问题。

有时候，我还愿意相信，文学批评是另一种人生哲学，它是批评

者的生活感悟、生命体验与作家作品敏感地碰撞之后，所生发出来的

不仅仅是关于文学作品的判断，更是一种关于人、关于世界的认识的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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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六个“更”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文化问题进行了持续

深入的思考，在这些思考中，“文化自信”的思想特别重要。

2015年11月，在会见“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表时，习

近平同志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

信。”这里完整提出了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而

且明确其关系是“3+1”，而不是简单并列。2016 年 5月，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

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然后，在“七一讲话”中说到，“全党要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

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至此，文化自信的意义，在

前面所提三个“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更”，四个自信

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关系，需要深入学习和领悟。

学习与领会文化自信思想，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是，如何理解文化自信的六个“更”？弄清了这个问题，文

化自信对其他三个自信的特殊关系也就能够理解了。所谓

六个“更”，也就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表述，把这六个“更”稍微梳理一下，可以看

出其意思是从时间与空间的定位，一方面是时间的长久

性，另一方面则是空间的广泛性，这是基于文化与人之关

系而提出的，是对文化具有长久而广泛影响人的特征的承

认，从而确认文化自信是更重要的一种自信。在文化学研

究中，这一特性是公认的，如雅各布·布克哈特就认为，“文

化的许多因素并不为人所感觉到，因为它们是从某个以往

民族那里传承到人类共同血液中的。我们应当时刻意识

到，这种无意识的文化成果的积累不仅发生在每个民族

中，也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这里，既有对其历史传承性的

确认，也有对空间广泛性的确认。

文化自信六个“更”的时间意义

首先，六个“更”中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揭示

了文化在时间上对人的长久性影响，是由文化的代际传承

性所决定的。

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存在的一个概念，人是在改造自

然的过程中进化并形成的，改造的成果及其过程就被称为

文化。从词源学来看，西方的文化概念可溯源于古希腊罗

马。文化（Culture）一词的语言形式是Cultura，来自拉丁

语Colere，意思是耕耘、培植。因此，在德语、英语、法语

中，“文化”一词都兼有培植、栽种之意。在远古时代，由于

农耕活动受自然的限制大，人们不懂得自然现象的奥秘，

只好当作神的意志来对待，为了农事的顺利，通过祭祀活

动向神表达自己的愿望。这样，“文化”这个词与巫术宗教

也密切相关。而在汉字中，与文化意义最相近的是艺术，而

艺字的象形字正是表示一个人跪着种庄稼，《说文》解为：

“藝，种也。”

尽管耕耘、培植的结果是地面上长出了植物，与自然

过程相仿，但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人的行为结果。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

证明自己是特殊的类存在物即人类。马克思将人类生产的

历史和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称为“一本打开了的关

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人

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能够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

身，即让人意识到人之伟大、杰出。

由此，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提及，有西方学者将

文化解释为：文化是由解决问题的传统方法构成的，所谓

“解决问题的传统方法”，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反应形式”。

在一种文化中，大家都接受这些反应形式，因为它们在实

际生活中行之有效，因此，文化是由学习得来的解决问题

的方式构成的。显然，对人类来说，首要和最初的需要解决

的问题，就是生产实践——文化之源头。

如果说，被改造的自然可称为广义的文化，那么，所谓

“直观自身”的活动就是狭义的文化了。这种最早的狭义文

化活动，肯定要早于文字的形成，因为当时并没有传播载

体，那么它是如何延续下来的呢？那就是依靠传承，即口头

的和手把手的方式，让下一代在被改造的对象世界（工具、

开垦出来的土地）面前知道如何进行这种最早的文化活

动。这样一种传承方式，当然能够适应于任何人，产生近乎

遗传一样的本能。

美国学者罗斯玛丽·列维·朱姆沃尔特在引用本尼迪

克特《文化模式》中的论断“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是一种

几近一贯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时，就补充说，“口头传承便

是文化的一种手段，它反映了这种模式化的过程”。另一位

学者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在《回忆》中考证了，在非洲不

识字的人对低水平的“死记硬背的再现”有特殊的能力。这

种社会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内在记忆来传播文化，来在

代际之间传递知识和习俗。但是，他们并不以完整的形式

记住每件事情,也就是说，不会一字不差地熟记它们。他说

自己认识的很多人根本不能连贯地叙述葬礼或成年仪式

的复杂程序。但当这些仪式真的开始时，一个活动就会引

导着另一个活动，直到一切都被完成，一个人的回忆将帮

助另一个人。

由于早期文化起源于人的进化，并仅仅依靠口头与手

把手就能够长久传承，这就奠定了文化的长期积淀性质。

到文字产生以后，文化传承的方式更是有了新的载体，其

延续性更是不容置疑。特别在中华文化中，汉字是惟一由

远古存活至今能够走入数据时代的起源文字，其使用时间

迄今至少已超过3300年，汉字还是惟一不需解谜的起源

文字，使用人口最多，印刷书籍也最多，也就是说，汉字这

一文化形式成功地长期负载了特定的文化理念。应该说，

文化自信之所以具有时间上的基本性、持久性、深沉性，理

由就在于此。

文化自信六个“更”的空间意义

其次，六个“更”中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揭示了

文化在空间上对人的广泛性影响，这是由文化的感性特征

所决定的。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形式，凡人之创造

物，均可称文化。文化一方面展示出人的本质力量，另一方

面给人以影响，使人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文化人。

由于文化形式是多样的，不同文化形式对人的影响程

度、速度是有区别的，形成广泛性影响的差别。具体地说，

在观念文化和器物文化中，当然是器物文化的影响更直

接、简易，这就是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文明

形式能够不断超越传统观念而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工业

革命的成果最终为全球任何地区所接受。而在观念文化本

身来说，感性特征突出的文化之影响力要比理论逻辑特征

突出的文化更直接、简易。比如说，艺术、宗教、民俗就比各

种理论学术要容易产生影响，即广泛性影响更大。

《吕氏春秋·古乐》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

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

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

极。”显然，这就是一种简单而感性的带有民俗性质的文化

活动——古之先民以大众化的歌舞形式来传达复杂的理

念，将祖先的由来与自然万物以及历史人物的实践构建为

一个整体，内含本体论、历史观与原始的宗教信仰。

显然，民俗这种文化形式对人的影响之广泛性，是超

越于一切理论形式的。以中国人的春节而论，由于这是一

个年度的轮回，中国人便赋予其隆重的礼节意义，而且需

要以全家人欢聚，特别是儿女回到父母身边的形式来实

现。因此，春节的“回家”便成为这个礼节的必须形式，在春

节回家这个礼节面前，一切时间和空间的障碍都不是理

由，由此创造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人口流动奇观，这本质

上是一种朴素的民族认同，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人们也

许不知道其中的理论内涵，但所有的人都会服从之。

至于审美文化，鲁迅当年在谈到诗歌起源时就说，原

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

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

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大

家予以应和。这样就成了公认的规则，而其之所以容易得

到公认，因为其采取了感性的形式（韵律与节奏），对接于

人人都有的节律感。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分析艺术之奥妙时说，“元

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

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

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

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王国维论断的意义在

于，他提出了艺术能够广泛影响人的三条理由：沁人心脾

之情，在人耳目之景，如其口出之事（即能够与日常生活对

接），其影响力、感染力均在于审美文化的特殊形式即感性

化形式，能够直接与大众的感受能力相吻合。

以具体理论命题而论，在理论形态的价值体系中，爱

国主义为什么是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价值观呢？须

知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长历史中，国家之形成以及具体

国家存在的合理性，都需要在理论学术的层面去深化，这

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简单理解的。但是，惟有借助审美形

式，爱国主义主题才能够直接进入大众的内心。德国哲学

家卡西尔认为，审美体验蕴含着人的一般感觉所不可企

及的无限可能，只有在艺术作品中，这些可能性才能变成

现实性，“它们显露出来并且有了明确的形态。展示事物

各个方面的这种不可穷尽性就是艺术的最大特权之一和

最强魅力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依据文学史概括出，“爱国主义是常写

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

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

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

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

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可以说，爱

国主义渗透入民族个体的血液之中，审美文化功不可没。

可见，由于文化具有感性特征，文化更容易存活于最

广大的人群当中，更容易产生广泛性的影响，这就决定了

文化自信具有空间上的深沉性、基础性、广泛性。

至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中，为什么要特别地揭示出文化自信的六

个“更”呢？就是因为，只有借助于这六个“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才能让政治家、理

论家的成果走进大众的世界，让大众在容易感受和传达的

文化方式中，理解和接受颇有专业特征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

马克思说得好，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

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说服人的最

好形式何在呢？那就是文化的形式。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

程中，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也

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必定能够做出无愧于时代的

贡献。

文化自信六个文化自信六个““更更””的意义的意义？？
□□黄力之黄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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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地理

“金丝皇菊杯”全球华语网络诗歌大赛 2017 年度总决赛作品选
辽东天赖 钱轩毅 杨 罡 张世德 王爱民等

《元写作》小辑
安 遇 吕 历 阿 野 三 原 庞雪君 胡 亮 阿 伍 周遂秋
古韵新声
菊斋网诗词小辑（第二辑）
飘 然 秦紫箫 球溪河 人淡如菊 弱 斋 王胡子
风雅沈阳 沈阳杂咏（组诗）……………………………… 曹 辉

诗咏沈阳（组诗） ……………………………… 张西潮
散 文 诗 黄恩鹏 黄小霞 道 非
读 诗 读诗记 ………………………………………… 刘向东

守望爱情：现世人间的荒漠甘泉……………… 袁 遐
李牧作品选 …………………………………… 李 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