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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艺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

党史学习，毛泽东同志早在1961年6月12日就在《总结经验，

教育干部》中说，“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并强调，“只有讲历史

才能说服人”。1964年、1973年，他几次强调要“写党的历

史”，共产党的历史应该总结。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3月到

1981年6月的《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的意见》中，更是讲到，“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

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江泽民同志

《论党的建设》一书收入其1993年7月5日的《领导干部要切

实加强学习》一文，他强调，“要努力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

近现代历史和党的历史”，并强调，这一点对于各级领导干部

十分重要。在1996年6月21日的《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

伍》一文中，他再次强调，“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

读一点历史”，“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

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

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

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11月24日

的《在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

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

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

和人民”。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他

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一面镜

子”。早在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庆祝大

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他就明确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2014年5月8日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要加强党史

学习和教育。”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

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回顾历

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

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

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他在多个

讲话中告诫我们：“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

什么出发。”他说：“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

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2021年2

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中说，“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历史是最

好的老师”，“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强调“以史为

镜，以史明志”，并提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的明确要求。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对于历史的真正学习

与深切领悟还是为了着眼于现实的工作，围绕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的历史的学习，结合从事的工作，我以“新时代党对文艺

工作的要求和我们应做的工作”为题，谈一下学习体会。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艺工作，可以说，从世界范围讲，

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将文艺事业作为党的事业

中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首先，党的诞生、新文化

新文学的诞生几近同时。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期领

导人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多有重合。陈独秀、李大钊、

瞿秋白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领导者和实践者。

前些天，我去陈独秀故居参观，看到自上海搬至北京的《新青

年》编辑部旧址，就在同一座院子里。第三，中共党史与中国

新文学史的发展相叠相伴、相促相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

文艺的发展，从1921年以来直到今天，每一历史时期，国运与

文运、国脉与文脉都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可以说，对于

文艺工作的关注、关心、关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比

肩于中国共产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断砥砺奋进的一百

年，也是中国文学事业不断繁荣发展的一百年。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

要性，确立了文艺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

的重要地位与历史作用，同时也为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指

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在新

时代做好党的文艺工作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通过党史学习，结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

要论述的深入学习，必须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党对文艺工作

的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党的新时代文艺工作既有与以往

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一以贯之的地方，同时也因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呈现出的新的

特点和要求。

一、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种文艺

要发挥引领作用，同样不能没有思想支撑。百年党史，证明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

思主义新境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如有论者指出，习近平

同志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思

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其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其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进一步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结合新的实践而作出

新的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有

一些人可能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家评论家的事，其实

不然，作家的学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首当其冲的。中国

当代文学发展史业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得好、学得透的

作家，其作品的格局和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柳青，我们阅

读他的《美学笔记》，就知道他是一个多么重视思想修养，而且

理论根基又多么深厚的作家。《创业史》之所以成功，我认为不

仅在于他对于生活的深入，在更深的层面上，它的成功还在于

对生活的体察，这个体察的深度从哪里来？还是从马克思主

义那里来，从历史辩证法那里来。所以，新时代文学工作，做

好文学史的成功经验的梳理，做好作家创作思想的引导，以使

新时代作家具备理论自觉的能力，仍然十分必要。

二、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坚持
以时代大势为重要参照

一个作家只满足于闭门造车，是终究造不出大器，也成不

了大器的。凡成大器者，他的视野必然是广阔的。对于党的

文艺工作者，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只看见门前院内，只兴味于

家长里短，只沉溺于杯水风波的描摹，而对正在发生的时代大

的变化、人类命运的大的走向漠不关心、毫不在意的话，那么

人们也是很难在他的作品看到“大风景”的。前些天，中国作

家协会主办“迎着新生的太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红色经典大展”，中国现代文学馆约我参与“云展”采访，

我谈及的部分是赵树理。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熟悉农民的

作家，对他的重读过程中，我发现赵树理现在让人记住的作品

并非动辄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他的《小二黑结婚》是短篇，《李

有才板话》是中篇，都是1943年写作完成的，都是薄薄的小册

子，但为什么时隔七八十年，人们还记得、读者还爱读呢？原

因之一当然像周扬所说，赵树理是“第一个以农民的语言、农

民的思想写农民生活的作家”，“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

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不要小看这些论断中的

“第一个”和“没有一个”，赵树理之所以被陈荒煤称为“赵树理

方向”，被周扬称为“人民艺术家”，其原因固然在他的小说写

出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直至六十年代太行山区人民的生活，

以及晋东南、晋北百姓的生产劳动、生活习惯、婚丧嫁娶，从而

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而

更深在的原因，我认为是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小芹”“李有

才”们，已彻底不同于闰土、祥林嫂和阿Q了，小说中农民形象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文学中的“农民”是被启蒙的对

象，自赵树理开始，“农民”在文学上获得了主体的地位，获得

了真正的主人公地位。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这说明什

么？这说明，“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历史前进的历程中

获得了人格的进步，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

只有农民的人格进步了，关于农民的“新人”形象才可能应运

而生。这也说明了，文学只能是现实生活的真切反映的道理。

赵树理写出“小二黑”“李有才”那一年正值37岁。1943

年，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年份。1943年 5月，赵树理写“小二

黑”，9月出版；10月写“李有才”，12月出版。在1943年的10

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于1942年5月

讲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

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赵树理的创

作实践中找到了很好的解答。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

之所以被认为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指引的方向的具体实

践，不在别的，而在于一位作家眼见农民的变化并将这一变化

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深刻、真实地反映农村变革，真切、

朴素地表达农民心声。赵树理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其原因

在于他的笔从来没有离开正在觉醒、正在翻身的农民获得了

主体地位的时代大势。准确地说，是这个大势成就了他。

我们身处新时代，目前的时代大势可概括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作家对于这

个大势的认识极为重要，它决定着一个作家能否写出这个时

代的真貌。当然，对于党的文艺工作而言，我们要做的工作，是

在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文艺发展、文学创作成就的

同时，给当代作家以观大势的眼光、定大局的思路、谋大作的

信心，这变得极为重要。工作得到位不到位，的确关乎能否催

生出伟大的作品，从而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呼应、相匹配。

三、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

调，“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

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人民，是

党的根基和血脉；人民，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

品格，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文

艺事业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只能是人民，这也是由社会主义

文艺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

文艺。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指

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大会祝辞中强调，“人

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

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

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

求，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一直以来都是党对文艺工

作的要求。这一要求是基本要求，同时也是高标准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

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因此他

指出，“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

的实践行动”，“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

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任何

一个立志为人民写作的作家，其作品境界的高下，也取决于这

样一种文学自觉。

路遥写过一篇散文《病危中的柳青》，我们从中看到了一

个作家眼中的作家形象。一个是病房里的柳青：“各种输氧和

输液的皮管子，从这里那里交错着伸到他的鼻孔里或者胳膊

上；有些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下身。在这个用皮管子把他

和各处众多的器械联结在一起的房间里，他本人就像一部仪

器的主体部分。”另一个是记录人民创造的“交响乐”的指挥家

柳青：“他把蛤蟆滩上所有的这些人都带到这个病房里来了。

他强迫这些人物进入他的心灵；而他也要固执地走进这些人

的心灵中去。他同时运用戏剧导演家的热情和外科医生式的

冷静来对付这群并不太听话的‘熟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他后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一群‘熟人’中间的。他

能离开自己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但永远也离不开他所创造的

这些人物。”一个作家何以与他的人物难分彼此？熟知柳青的

人，读过他《王家斌》《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人，都

会熟知他对人民的深情，那是经由14年的共同生活所建立起

来的牢不可破的关系。正是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直接决定

着《创业史》的面貌。新时代不是没有这样的作家，写《十八洞

村的十八个故事》的李迪就是这样的人民作家，为了记录人民

的进步，他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贯穿于自己创作生命的最

后一刻，直至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仍然

是写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的人民的，他在病床上坚

持写出的最后一行字仍然是关系到边远山区追求富足、幸福

生活的人民的。以人民为中心、讲人民故事的人，是会活在人

民心里的，这已是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通过学党史，我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

年，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仅有名可查的烈士达370多万名，

还有许许多多无名的烈士。千千万万的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新

中国的诞生，为了人民而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相比于

他们的牺牲，相比于他们心中的人民理想，我们的文学记录得

还不够，我们手中的笔要持续地书写这些英雄的事迹、伟大的

精神。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四、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坚定
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

文化自信，是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的“四

个自信”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远景目标，明确了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这一目标

的实现，这一任务的完成，都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葆有对中华优

秀文化的自信，并进行积极的弘扬。

文化自信的坚定性从哪里来，还是须从历史中来，须从对

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中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从

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

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

面向未来。”他还说，“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

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

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

史识、史才、史德，这是对于文学家的一个最基础的，同时

也是高标准的要求。作家笔下千钧力，作家笔下万古情，古往

今来，只有对中华优秀文化充满自信的作家，才可能在历史的

文学长河中，完成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试想如果一个

作家拒绝历史给予他的滋养和历史赋予他的想象，如果一个

作家的历史观不过关，那么他又怎能写出历史中真正有价值

的东西，又怎能将时代精神与文化精髓立之当世、传之后世？

历史不容虚无，也不容戏弄，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历史

与文化的关系，割裂、扭曲和戏谑历史的任何行为对于一个作

家都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样做就是对源远流长、绵延不绝、

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的失敬。而要写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以使文学作品完成承载中华历

史、体现中华文化精髓的时代责任，所需的仍是对于中华悠久

历史的认真而深入的学习，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

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的深入

学习。我们正在伟大的历史的创造之中，置身于这个伟大的

实践和创造中，作家作为以文学的形式承担中华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分子，是否已做好了以自己的作品

反映、书写、讴歌新时代的最充分的准备，这是需要我们下大

力气去做的工作。

五、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完善
“灵魂工程师”的“灵魂”铸造

文艺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神圣的劳动，它关系人的灵魂的

进步和塑造，因此也负有极为重要的使命与职责。马克思说，

艺术家“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

己”。一个作家，看似他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其实这些作品中

的人物也在“塑造”他的“塑造者”——作家自己。

灵魂塑造工程，实乃国之大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

果被人夺了“气”、夺了“魂”，这一个国家、这一个民族就失去

了存在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

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作家

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人，他所肩负的重大

而光荣的使命，则要求他必得首先是一个在写作中乃至在生

活中都不忘塑造自己灵魂的人。歌德讲过，“在艺术和诗里，

人格确实就是一切”，“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作出什么

样的作品”。生命与作品相通，从喷泉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

出来的是血。文学，是人格的投影。这就是说，文学与人格存

在着对应性，表现为作家人格与文学品格的对应性。人格是

一种选择，文学则直观体现着这种选择，什么样的人格，对应

于什么样的创作，人格的高下决定着文学的品位，文学家的存

在方式决定了文学的存在样貌和价值。这一点，已为文学史

上的无数事例所证明。

文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教育，是智的教育、心的教育，更

是整个人的教育。写作者在写作中，同时也包含着对自我的

教育。承担着如此重要而重大的使命，“教育者”应该成为怎

样的一种人，这一点至关紧要。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要塑

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他要求，“广大文艺

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

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

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在参

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

组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明明德，首

先要明大德、立大德。新时代的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明大德、立大德，就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

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艺术

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

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

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

马克思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

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我们写作的对象，人也是写作者主体，

人更是我们写作的目的。新时代肩负着人的建设的重要使命

的“灵魂工程师”，只有在塑造自己的灵魂的实践中不断以崇

高的思想塑造自己，才可能塑造出这个时代的伟大的灵魂。

六、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着力
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培养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

是事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文艺界是思想活跃的地方，也是

创造力充沛的地方，济济多士，英才辈出。我国文艺事业要实

现繁荣发展，就必须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

才。”新人是事业的保障。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要传承下去，必

须要培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新人。这里的“新人”指

两个方面，一是新的人，新的书写者；一是新的人物，新的主人

公。治当代文学史，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新人”的形

象塑造，与写作者作为“新人”的创造力有一定的正比关系，许

多文学“新人”形象都出自于写作者的中青年时期。这是一个

值得研究者深思的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

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

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人公”。无论是社会主义“新

人形象”的塑造，还是为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青年作家的

培养，这一工作的完成，一方面在于组织者的工作，以“鲁艺”

为例，党在培养文艺新人方面积累了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去学

习的经验，这些都需要在学习中进行不断地总结；另一方面也

须有文艺评论的研究推进与无私支持。曹文轩曾于研究论著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的后记中感慨于当代文学专

业的难度。面对变动不居的当代文学，他认为要有一种无私

精神的支持，“这个专业与眼光、勇气、激情、介入、生命、人格、

沉着、悲壮等单词似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读之感慨万

千，作为从事理论评论工作的我，也是选择治当代文学的一分

子，当时间的大潮向前推进时，总会有一些谈论新对象的新的

人。这是一切文字的命运。那么，就将这一切视为传承，像一

代代人已经做的，我们仍要做。

七、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做好
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大文章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我国改

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非常重要。在战争年代，

中国共产党就非常注重中国故事的讲法。比如1936年，斯诺

进入陕甘宁边区，记录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苏区延安的故事，

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讲述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故事。

新时代，我们的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更是为作家提供了丰富

生动的素材与广阔的创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有

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同时也要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2019

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国务院扶贫办的大力支持下，启动了“脱

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组织20多位作家奔赴脱贫

攻坚第一线，采访足迹遍及吉林延边、河北阜平、陕西周至、甘

肃定西、宁夏永宁、新疆伊犁、湖南湘西、贵州贵阳、四川昭觉、

江西井冈山、安徽金寨、福建宁德、云南鲁甸、内蒙古赤峰、山

西岢岚、山东章丘、江西赣州、河南兰考、河北张北等地，创作

出版了一大批反映人民心声、凝聚人民力量并为人民所喜闻

乐见的优秀文学作品。这项工程中9部作品被列为中宣部主

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多部入选“中国好书”年度榜，10多部作品

与英国、德国等海外出版社签约。诚然，讲好中国脱贫故事，只

是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要进一步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变他塑为自塑，变被动为主动，仍

需在方式、方法上大力创新，仍需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加强

对文化传播对象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发挥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功能，是一篇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

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经历了一年

来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意义。”相通才能共进，坚持开放融通、拓展互利合作空

间，相互尊重、平等对话，更好地发挥中国文学在传播中华文

明中的作用，是新时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和光荣。

学史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力行。党史是一部大书，只

有读懂读透了，才可能有对于时代、对于人民的充分反映与对

于灵魂塑造、艺术创造的勇敢担当。让我们以对党史的学习，

致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而最好的致敬方式是以更扎实

的工作、更优异的成绩，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

中，不负党的光荣历史，不负人民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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