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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实

现了跨越性的历史发展，中国人民豪迈地进入了新时代。文

艺事业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取得了大繁荣、大发展。创作、评

论和研究的新经验和新成果业绩斐然，需要认真总结。新的

历史条件下，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时代历史条件下当代中国文艺界出现

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给予了带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创造性的科

学总结。这些讲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作

为纲领性的历史文献，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对新时代

新文艺的繁荣，具有方向性和战略性的指导作用。

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首先强调文艺与新时代人民的关

系。可以说，他的讲话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和

如何为人民服务问题的历史性的新发展。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强化和优化文艺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关涉到文艺

发展的根本道路。人民需要体现文艺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和最高价值，是文艺的灵魂和生命之所在。我国久传不息的

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

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所成

就，必须自觉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

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惟一正确的

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的最大幸福。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文学

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创作源泉。一旦离开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艺一定会

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为了人民，必须热爱人民。热爱人民应当具有深刻的理

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

爱得持久，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历史前

进的创造者。文艺创新，归根结底来源于人民，只有脚踩坚实

的大地。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文艺创新的方法有一百条、一

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深入人民、扎根生

活，诚心诚意地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

风尚。作家艺术家应当满怀激情地描写和歌颂人民群众创造

历史的伟大实践活动。要“带着心”“动真情”地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

入”。要彻底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树立和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才能有利于培养

现代化的人，确立人民的信仰，提升公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伦

理道德情操，造就新时代的一代新人。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

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

一些丑恶现象，污染和腐蚀人们的心灵。如果文艺创作只是

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

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可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

主义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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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惩恶扬善的

目的。归根到底，要处理歌颂真善美和揭露假恶丑的关系。

只有弘扬真善美，提升正能量，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学艺术作为精神事业，应当承担起培根

铸魂的神圣职责。培根铸魂是培真善美的根，铸真善美的魂。

真善美不仅是艺术普遍永恒的母源性标准，而且全面深

刻体现艺术的本质和功能，统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研

究的全方面和全过程。从创作对象方面说，文艺尤其要选择

和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的人物和事件；从服务对象方面

说，文艺承担着推动和促进建构真善美的社会和培育真善美

的人的神圣职责；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作为评论主

体的批评家，作为研究主体的理论家来说，只有树立真善美的

坚定信念，追求和赞扬真善美，誓做真善美的人，才能有助于

文学艺术实现建构真善美的社会和培育真善美的人的历史使

命。简言之，只有文艺工作者是真善美的人，才有利于表现真

善美的人，才能有利于为社会培育和造就真善美的人。从真、

善和美的关系而论，真是美善的基础。不真的善是伪善，不真

的美是虚美。从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论，不真的意识形态

是虚假的，甚至是有害的；从真与人生和社会的关系而论，不

真的人生和社会是浮躁的，甚至是病态畸形的。因此，真实是

艺术的生命。求真、向善、尚美，是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理

论家的基本素质。真是对人生真谛和社会真理的叩问，善是

对真提出的道德要求，美是真和善相得益彰迸发出来的灿烂

光辉。

现实生活中，既存在着真善美，同时也存在着假恶丑。真

善美和假恶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任何社会都有正面

和负面，都有光明面和阴暗面。这是很正常的。作家艺术家

可以歌颂真善美，可以暴露假恶丑，也可以表现真善美和假

恶丑的矛盾和对立、冲突和搏斗。应当鼓励作家艺术家正面

表现社会生活和先进模范、英雄人物的真善美，推动社会的全

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提倡作家艺术家反映现实生

活中的假恶丑，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有利于社会治理和精神文

明建设。

真是艺术的生命。真是善和美的基础。诚然，艺术需要

虚构和想象，把生活真实转化为心理真实和情感真实。但这

种高于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应当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的真理和

人生的真谛，艺术应当表现真善美，揭露和批判假恶丑也是为

了弘扬真善美；艺术应当表现光明面，揭露和批判阴暗面也是

为了扩大光明面。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反对写阴暗面是不正确

的。但对写阴暗面理应提出更高的要求，确立必要的原则和

规范。诸如：不满足于罗列和展览假恶丑的表面现象，应当努

力揭示滋生阴暗面的土壤和根源；坚定理想和信念，防止和克

服阴暗心理；增强批判力度；给人以改变的希望，鼓起人们变

革的勇气。只有反对造假的文艺，才能确立真意识，有利于建

构真的人生和真的社会。

真善美既是评价艺术的尺度和标准，也体现艺术的本质、

功能、价值和作用。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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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弘扬真善

美，提升正能量，关键在于文艺队伍，在于作家、评论家、理论

家树立和坚定真善美的信念。创作和培育真善美的人，有理

由要求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理论家诚实热情，德艺双馨，誓

做真善美的人。

加强和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应当努力塑造社

会主义新人形象。“文学是人学”。写人的问题是文学的灵魂

和核心。文艺的基本问题是和人的关系问题。文艺工作者应

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有作家争做新人，塑造新人，才

能有助于培育新人。我们通常说，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其实，那些干活的人和给力的人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些

人的主体是劳动者、建设者、创业者、新人形象和英雄人物。

真正意义上的新人的根本标志是改变旧环境和创建新环境。

这种新人形象是具有“实践理性”和“实践力量”的人，是通过

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改天换地，实现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

一代新人。塑造新人形象，对推动历史的发展、提升人的综合

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人形

象不仅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同时是先进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代表，是先进的思想文化和高尚的伦理

情操的代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塑造新人形象对完善人

格、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对实现人的解放具有积

极意义。

担当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

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

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

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博，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

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文艺工作者应当自觉地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步，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承

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

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

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

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当代中国向现代化前进的时代变迁、历史变革、社会转

型，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这是新时代给当代中国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

家提供的历史机遇，赋予他们光荣的时代使命。中国当代的

人文知识分子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智者，不应当是现代化事

业的局外人和旁观者，而应当是具有爱国志向和积极进取精

神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

以自己的独特精神著称于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

心。顺应、描写和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当代艺术家

的历史使命。文艺是引领人民前进的灯火和鼓吹时代变迁的

号角。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

作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

回答现实课题。应当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

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

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评论家理论家应当立足体验、参与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天是世界的

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

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

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的浴血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

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中国人民极为丰

富的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独

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的自觉的行为准则。要号召全社会行

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

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

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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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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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

主旋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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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作家的时代

角色和历史使命是既要当好人类的工程师，又要像巴尔扎克

那样，当好人类历史的书记官，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立传，为人民立言立德，为建设者、创业者、英雄人物和新人形

象塑像，为普遍百姓的生活开新天。当代中国作家应当效法

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榜样，全景式和全过程地表现当代中

国的时代变迁、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这是当代中国正在进行

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反映主旋律

的、主流的、主导的、主潮的大叙事的作家作品并不多。只有

大力塑造创业者和新人形象，才能唱响主旋律，才能展现核心

价值体系，才能从正面、集中地、充分地体现推动历史变革和

社会转型的创造精神，才能使当代中国文坛的面貌和格局发

生结构性和根本性的变化。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经过精神积淀，历史地形成

的人文精神、社会风尚、传统美德和道德规范，作为非常宝贵

独特的思想品格和文化基因，理应通过文艺传承和弘扬。“托

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

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这些特征讲究志情统

一、形神统一、中和统一、意境统一，知、情、意、行统一的文化

和美学观念，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心灵的优

美的、和谐的、静好的和深沉的精神世界。

中华美学精神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内涵，中国人民创造出

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文化文艺工作者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

尚，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承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以文培元的使命，理应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

会作出表率。

中华美学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圭臬并表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精神和中

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施铸造人

的灵魂的伟大工程，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文艺的根本责任。文艺工作者应当敢于擎起民族精神火

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用最优秀的作品、最高超的技艺、最鲜

活的形象去赞美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弘扬我们赖以自

立自强的伟大的中国精神和民族精神，用文艺精品去感染人、

感动人、感化人，宣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作家艺术家要有

信仰、有情怀、有担当，坚守高尚的职业道德，树立高远的理想

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

献的文艺工作者。

我们强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守改革开放和

勇于创新的中国精神和中华美学精神，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

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

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

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

发展繁荣起来。其实，现代以来，我国文艺和世界文艺的交流

互鉴一直在进行着，并取得了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丰

硕成果。鲁迅等进步作家当年曾大量翻译介绍国外进步文学

作品和文学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习借鉴苏联文艺，如

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这

种学习借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起到了

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文艺对世界文艺的学习借鉴

更加广泛，并赋予其健康向上的内容。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必须抵制崇洋媚外。我们应当是人类

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狭隘的封闭

的民族主义会堵塞通向真理的道路。新时期和新世纪后，当

代中国文论界有选择地承接和吸纳了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有益

滋养，使传统的中国文论产生了结构性的优化，得到了重塑和

新变。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毋庸讳言，西方现当代文论中

国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以后现代

主义为主调的各式各样的非理性主义的文艺思潮和文艺观

念，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中国来说，表现出明显的时空错

位，并非完全适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这些文论思想过

于精英化和书斋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多半停留于语言层

面。这些社会文化思潮“化中国”的谋略和企图大大超越了

“中国化”的改制和重塑。这些以反中心、反稳定、反权威、反

统一、反深度、反价值、反理性为特征的所谓“片面深刻的真

理”，对培育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是没有出路

的，但崇洋媚外，惟西方马首是瞻，丧失文论的独立性和话语

权，将会危及中国文化的魂魄。有志气、有骨气的中国当代

文艺家和理论家，应当更加尊重和珍惜中国经验和中国精

神，本着“以我为主”的原则，吸纳中西文论的精华，交汇融

通，优化组合，择善而从，推动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和文艺理

论的新发展。

发挥文艺批评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

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

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不

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

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

这样会导致文艺批评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

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真理越辩越明。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

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失去了文艺批评的

功能。文艺批评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

批评家要浇花除草，更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应当杜绝“红

包批评”和“人情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

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

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

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

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

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

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

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的批评理论和恩格斯主张“用美学的

和历史的观点”评价作品的批评标准以及和毛泽东的“政治标

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标准，考察历史上的文艺要看

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和对历史有无进步意义的论述，一脉相通，

更全面、更完整、更简约、更鲜明，是对恩格斯和毛泽东的批评

理论和批评标准的历史性超越和综合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

倡导的文艺批评的“四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

的新发展，这“四大观点”作为文艺批评理论的基本原则，对从

事文艺批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批评标准和文艺观念具有深层联系。批评标准体现和折

射相对应的文艺观念。文艺批评作为运动着的美学和文艺观

念实际上反映着文艺的本质。对文艺怎么看，决定对文艺怎

么评。“四大观点”实际反映着文艺的本质，即文艺的本质是社

会历史本质、人学本质和审美本质的有机统一。文艺的性质

决定文艺的批评功能。

从历史观点看文艺。运用历史的观点来评价文艺，关注

文艺的历史内容，把作品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历史条件

下、历史背景下、历史过程中、历史结构里加以审视和评论。

我们提倡的社会历史学的观点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历史是文艺的根基和源泉。文艺是一定

时代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生活的产物。社会历史结构决定、影

响和制约着作家作品的文化思想结构。文艺的性质、功能、价

值、思想内容都植根于所属时代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文学

结构受历史结构的决定和制约。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环境中

产生的作家作品，必然反映出特定的社会历史风貌，是被主体

化了的、被情感化了的、被虚构化了的、被形象化了的社会史、

风俗史、思想文化史。文学艺术是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从

这个镜面上所反映出来的应当首先是那些主要的基本的社会

关系。文艺表现社会历史变革。首先应当促进社会历史环境

的变革。“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要求他自己的、自觉强调的

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

248页）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应当反映和推动社会历史的转

折。人民的、民族的、国家的大环境的变革，需要经过历史变

迁和社会转型，即将一个旧时代转换为一个新时代。这种改

变大环境的伟大变革实际上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遵循历

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的。

从人民的观点看文艺。“文学是人学”。人是社会历史的

人。社会历史是人的社会历史。因此，不能把人学观点同社

会历史观点割裂开来。应当这样表述：当我们运用社会历史

观点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运用社会历史的人的观点；反之亦

然。人民的观点应当有助于关注人的生态，提高人的素质、体

现人文关爱，弘扬人文精神，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

展。人民是文艺的主体。人民是文艺表现和服务的主体。文

艺属于人民，文艺为了人民。这是文艺的根本宗旨。文艺应

当表现人文精神。文学作为人学，表现人的生活和命运一直

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人的生存和发展培育着一种积极向上的

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又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驱动力。为

了人的美好的生存和理想的发展，文学应当表现一种奋发有

为的、健康的、富有蓬勃生命力的人文精神。人民的观点应当

有利于培养和提升人的综合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有助

于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从艺术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看文艺。这两种观点是比较

接近和相互联系的，体现对文艺本身的要求。文艺要表现高

格调的艺术精神和美学精神。这两种观点相济互补的功能是

追求高质量的艺术水平和审美品位。不应当孤立地强调表现

艺术精神和美学精神、艺术水平和审美品位，必须和表现上述

所说的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人文精神和人文关爱结合起

来。换言之，追求艺术精神和美学精神是为了更加出色地弘

扬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人文精神和人文关爱。在对待艺术

属性和审美属性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惟艺术、纯

审美、纯形式的倾向，这种倾向由于对艺术的内部元素的偏

爱，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脱离生活和大众的艺术至上主义、形式

主义和纯审美主义的倾向，显得过于精英化；另一种倾向是忽

视或降低对作品的艺术水平和审美品位的追求，粗制滥造、冗

长乏味、以量代质，又可能流于低俗化或鄙俗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审美和功利的关系是非常

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在审美和功利的关系问题上，只看到对

立，忽视统一，或只看到统一，忽视对立，都是片面的，都是违

反辩证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审美和功利的矛盾、冲突变

得更加凸显。被强化和泛化了的市场经济加速了文艺商品化

进程，使一些主张和推崇纯审美、纯形式、纯艺术的文化精英

和书斋学者感到迷茫和困惑。应当解决好“美的规律”和“市

场规律”的关系。应当全面地、辩证地理解和处理好文艺创作

的作品和文艺生产的产品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关系。应

当以发展、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和政策来对待审美和功利的关

系问题。应当正确理解和处理好人生观、价值观、文艺观和功

利观、金钱观和利益观之间的关系问题。应当引导作家艺术

家创作出与我们伟大的变革时代相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和里

程碑式的史诗般的精品力作，努力提高艺术质量，攀登艺术高

峰。文艺批评应当通过提升文艺的审美品位和思想文化水

平，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神圣使命。

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

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中国化的历史性新发展，

是新时代的中国文艺经验和文艺规律的科学总结，指明了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前进方向，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

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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