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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7月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立
即引起巨大反响，随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热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黄坤明部长概括
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高举旗帜、自信昂扬的政治宣言书，矢志复兴、接续奋斗的时代
动员令”。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文学界、诗歌界的动员令，动员文学界、诗歌界投身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中去。

7月1日上午，我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很受震撼，心情
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也引发很多思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开启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
践意义。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就是要在具体的诗歌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
诗。”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过“史诗”这个词。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
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有过指示：“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
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确实，从上海石库门开始，由红船启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
征，到建立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开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所走
过的辉煌历程、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辉煌成就，是举世罕见的英雄之举，这壮丽史诗般的伟
大历史实践，呼唤着与之匹配的时代史诗。

中国共产党百年所走过的路，就是史诗般的伟大实践，为这史诗般的伟大实践书写和
讴歌，是当代中国作家和诗人所应该肩负的光荣使命和重任，也是我们诗歌工作者的主要
职责。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成就是史诗，即将开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也必然
是壮丽史诗。如何书写这史诗般的伟大实践，写出属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史诗，我们做过一
些探索。2019年，由中宣部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奋进新时代 礼赞奋斗者”音乐诗歌咏唱会，
《诗刊》社、中国诗歌网承担了诗歌创作任务，发动组织50多位优秀诗人参与，圆满完成任
务。晚会在中央台一套首播后，全国30多家卫视都在黄金时间播出，反响强烈。这也是中央
台第一次完全用主题创作诗歌的形式举办的大型朗诵会。

通过具体诗歌创作的实践，我们逐渐找到了一条组织重大主题创作的路子，一种融合
个人独特经验和时代普遍情绪、融合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中华美学元素和当代形象
意象的政治抒情诗创作的路子。今年是建党百年，《诗刊》和《中华辞赋》第七期推出了“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专号”。《诗刊》发表了25首长诗，主题涉及脱贫攻坚、绿水青山与
生态文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航天工程、新工业诗歌、高铁快递
行业发展等。其中的一些诗歌经《诗刊》社微信号推荐后，迅速被全国多地庆祝建党百年朗
诵会和电视节目选用。《中华辞赋》发表了100多位诗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的优秀诗作。这些作品以诗歌的形式提神振气、凝神聚力，增强了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
活的精神力量。

今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朗诵会”上，所选用的诗歌，
除了经典作品，新作都是《诗刊》组织创作和发表的。《诗刊》社组织推动的云南诗人王单单
创作的《花鹿坪手记》和福建诗人谢宜兴创作的《宁德诗篇》两部诗集，均列入了中国作家协
会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诗刊》社、《中华辞赋》和中国诗歌网随后将组织反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的诗歌主题创作，目前已确定了新工业诗歌、新军旅诗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国
重器等重点选题，还将组织关于长征、长城、黄河、大运河四大国家文化公园的主题创作和
诗剧创作。我们将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真正推出具有史诗品质的诗歌作品，响应习近平总
书记“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号召，推动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
史诗。新的征程上，《诗刊》社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团结全国
广大诗人，共同努力，以诗歌的创造激情和创新精神加入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之中，开创
新时代诗歌新局面，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诗歌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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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社会史、政治史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学史的角度
看，2021年都是极具“节点”意义的一年。站在历史节点上对
上半年主要文学理论刊物所刊发的研究文章进行回顾，会发
现它们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宏观全面的“史学化”风貌，在对
研究对象、研究角度和研究路径的选取上，表现出一定的丰富
性、深入性和创见性，具体来说，就是崭新的理论建构、广阔的
研究视域和多维的关注视角。

新问题、新思路：崭新的理论建构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始，中国文学已在党的领导下

走过百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
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文艺作品所反
映的社会问题不同，所表达和传递的主旨思想也不同，普通读
者以及专业评论家对于文艺作品的阅读和论断，也会受到社
会环境和观念的重大影响。时代语境和社会思潮在不断发展
变化，有关历史的叙述和评价也在不断调整和更新，如何在错
综复杂的思想和话语流变中找到可供借鉴的有效经验和路
径，是评论家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站在百年的历史跨度前，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对
以往的文学评论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特
别是对文艺理论的回顾、研究和建构，成为学界一项重要的工
作。《文学评论》开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栏”和“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栏”，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
种种复杂流变，并结合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实
际历史情况，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以及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指导作用，着重强
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特别
关注。其中，陈思和的《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
论》2021年第3期）一文，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与新文化
运动以来的百年文学史结合起来加以论述，解读中国传统文
化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内的世界性思潮对我党文艺
政策产生了何种影响，党的文艺政策在百年来不同社会时期
和历史阶段中发生了何种变化，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起到了何种作用。这种对主义、理论、政策的宏观历史性回顾，
有效厘清了中国文艺理论与政策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谱系，有
助于研究者进一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对当代文学史的重新反思和书写，也是评论家着重关注
的一项议题。《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刊发“‘中国当代文学：
发展与变化’笔谈”专栏，收录程光炜、丁帆、孟繁华、张福贵、
王尧、吴俊、罗岗、王学谦、张均、王秀涛、黄平、李建立、张涛、
姜桂香等人的文章，就当代文学的新变与分期进行了深入而
广泛的讨论，讨论问题包括当代性的外延和内涵、当代文学史
的上下限和具体的分期及命名、文学作品如何经典化等。这些
讨论反映出当下学界对于当代文学“史”之合法性的某种焦
虑：以目前的分期而言，当代文学的持续时间（七十年）是现代
文学（三十年）的两倍还多，假如不对当代文学史的上下限做
出调整，那么有关当代文学史的论述将面临更多的质疑。至于
如何调整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和上下限，研究者们各抒己见，有
人认为文学史应该作为政治史、社会史、时代史的注脚而存
在，故在研究断代时以社会事件作为主要节点，也有人主张采
用更为纯粹的物理时间来进行分期，重视编年体式的小历史
的书写。

与此相呼应的是《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的《作为“当代
事件”的文学史书写》一文，以及《文艺争鸣》2021年第4期所开
设的“书写‘中国气派’评论专辑”。前者围绕洪子诚的《红、黄、
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红色文学史”的编写》一文，整

合了洪子诚、贺桂梅、姚丹、王秀涛的四篇评述，通过1958年北
大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这一具体历史事件，
来切入考量文学史写作，进而“在一种历史化的视野中厘清当
代中国和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借此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从哪
里来、走了有多远以及可以重新出发的方向”（贺桂梅《文学史
写作的三个问题》）。后者收录陈福民、毛尖、萨支山、姜涛、李
静等人关于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
构》一书的评论文章，讨论其作为一部当代文学前30年的“断代
史”，作者研究的关注点、创新性和可行性何在。

总体而言，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实践，当代文学史的
书写问题都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不论是其断代和分期，还是
应该采用的研究视角和叙事态度，都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商榷。
可以预见，对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讨论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并有可能愈发紧迫和热烈。

过去、当下与未来：广阔的研究视域
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研究探讨，具体到实践上，就是对

文学文本的深入分析和解读。回顾半年来的理论文章，可以看
到研究者们侧重于将作家作品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域中
进行考察，探讨人与历史事件、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评
论界对文学经典作品序列的建构倾向愈发明显，具体体现为
对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特别是红色经典的再评价、再解读以
及对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创作情况一以贯之的密切关注。

对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进行解读的理论文章，主要有《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鲁迅研究”“周立波研究”“郭沫若研
究”“茅盾研究”、《文学评论》的“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暨《阿
Q正传》发表100周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的“21世纪以来鲁
迅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现代中文学刊》的“文学研究会成立
一百周年纪念”等专栏，以及关于老舍、胡风、李劼人、丁玲、赵
树理、汪曾祺、萧也牧、王汶石、高晓声等人的研究文章。研究
者从作品文本的生产、接受和传播以及作者本人的生活观、文
艺观、价值观等角度切入，探究中国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历
史性”或“现代性”所在，以文本为原点进行历史延展，以期能
够追认和接续文学传统。

对红色经典进行再解读的文章主要有邵部的《短二十世
纪的延长线上——〈金光大道〉出版考论》（《文艺争鸣》2021
年第2期），李雪的《小说、电影与文艺批评——对〈闪闪的红
星〉的三重考察》（《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许子东的《重
读〈红旗谱〉》（《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重读杨沫的小
说〈青春之歌〉》（《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重读〈创业
史〉》（《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王春林、梁贝的《阶级话语
视阈中的人性化战争书写——关于冯德英长篇小说〈苦菜
花〉》（《当代文坛》2021年第3期），以及《小说评论》的“《创
业史》研究”专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庆祝建党100周

年红色经典作品研究”专栏等。评论家们有肯定也有反思，以
当下的历史和审美眼光回顾这些作品，对其人物形象、语言
特色、美学风格、思想主题进行再考察、再评述，站在历史之
外，又深入具体的语境之中，来阐释过去的特殊审美倾向并
加以扬弃。

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情况的关
注，其中既有推动当代重要作家作品经典化的努力，也不乏对
新发表和出版作品的及时评点。《当代作家评论》的“中国当代
文学再评价”和“‘新生代’写作三十年”、《小说评论》的“70后
作家研究”、《当代文坛》的“发现经典”、《中国文学批评》的“作
家聚焦”、《扬子江文学评论》的“名家三棱镜”等栏目，以及散
见于各刊物的研究文章，对铁凝、王蒙、莫言、余华、贾平凹、王
安忆、陈忠实、苏童、格非、韩少功、迟子建、邱华栋、陈彦、毕飞
宇、李洱、徐则臣等人的代表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分
析，站在宏观历史的角度，试图将其纳入或者进一步巩固其在
当代文学谱系中的地位。《一把刀，千个字》《文城》《晚熟的人》
《暂坐》《笑的风》《四象》《北京传》《人，或所有的士兵》《烟火漫
卷》《民谣》《北障》《有生》《等待呼吸》《荒漠里有一条鱼》等新
作也受到了评论家的充分关注，多家刊物开设相关评论专辑，
探究其精神主旨与美学特征。

当然，文学评论并非一个封闭的体系，既不是单纯埋头在
故纸堆中追述历史，也不是只囿于纯文学的一方天地。文学批
评需要重视历史、关注当下，也需要拓宽视野、展望未来。在科
学技术高速发展、交流媒介多种多样、读者价值观愈发多元化
的今天，科幻文学和网络文学的热度持续攀升，相关研究也在
不断增多。《小说评论》推出“科幻小说研究专辑”，关注科幻文学
创作的前瞻性、科学性、人文性及伦理问题；《南方文坛》的“批评
论坛·网络文学”专栏、《中国文学批评》的“新媒介文学·网络文学
叙事研究”专栏，以及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章，聚焦网络文学的
起源、发展和传播问题，探究其叙事空间、题材、结构、语言及其所
产生的文化效应，拓宽了当下文学评论的视野和思路。

文体、地域、性别、民族：多维的关注视角
纵观重要文学理论刊物上的文章，会发现小说是受关注

最多的文学体裁，但有关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的论述并未
缺席，它们同样出现在研究者的观察视野之中。有关诗歌的
文章，主要见于《当代作家评论》的“当代诗歌论坛”、《当代文
坛》的“诗坛新观察”、《文艺争鸣》的“诗论”等专栏，旨在探讨
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的形式、语言及精神性问题。有关散文
的文章主要有南帆的《散文：文体、视角与重组世界的内在逻
辑》（《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和吴周文的《学者散文与“中
国问题”言说的先锋姿态——以丁帆、王尧为讨论中心》（《当
代文坛》2021年第1期）、《散文化:美文作为“后母体”原型的
文学话语》（《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等，意在重申散

文作为独立文体的趣味性、抒情性、隐喻性、人文性。《现代中
文学刊》开设“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专栏，以具体历史事件为切
口，观照现代戏剧的艺术特色和社会特性。报告文学和非虚
构文学也在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内，如丁程辉的《试论报告文学
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期）回顾了报
告文学的发生史和在国内的传播接受史，洪治纲的《非虚构：
如何张扬“真实”》（《文艺争鸣》2021年第4期）讨论了非虚构
文学的叙事策略与真实性问题。

此外，对于不同地域、性别和民族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及现
象，评论家们在过去半年中也给予了充分关注，整体呈现出更
多维、更立体的文学研究景观。

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学也是地理学，通过对不同地域文学
创作情形的研究，可以窥见中国文学丰富的地域性和文化性。
《南方文坛》开设“批评论坛·新南方写作”专栏，刊发东西、林
白、杨庆祥、林森、朱山坡、曾攀等人的文章，聚焦包括江南、岭
南乃至东南亚在内的“新南方”地带的文学创作，试图找到独
属于南方的文化特质，建构属于南方的叙事语言、风格和主体
意识。《小说评论》开设“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文学地理”

“陕西文学研究”等专栏，关注东北、江南、西北等文化地域中
的“老传统”和新现象。《当代文坛》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
栏目则将目光投向云南、湖北、青海、四川、内蒙古和京津冀、
江南等地，以具体史实史料作为切入，探究地域文学的文化根
基和发展脉络。此外，还有李勇的《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
义——论海峡两岸文学史上的一次转向》（《当代文坛》2021
年第2期）、汤哲声的《中国台、港、澳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语
境和价值评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钱虹的
《世界华文文学中二战题材的新开拓——评周励的新著〈亲吻
世界〉兼论其他》（《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徐英春的《渴望
融入者的焦灼——台湾杂志〈现代文学〉海外华人小说跨文化
冲突研究》（《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等关注港澳台文学和
世界华文文学的文章，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研究视域。

评论家们对女性研究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当代作家评
论》的“《她们》评论小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女性写
作研究专辑”，以及贺江的《21世纪深圳文学“女性话语”的建
构——以吴君、盛可以、蔡东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
第 1期）、黄晓娟、罗莹钰的《漂泊中探寻女性生命成长路
径——论新世纪以来广西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南方文
坛》2021年第3期）、黄文凯的《关于她的痛苦——论中国当代
文学“慰安妇”题材小说》（《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崔庆蕾
的《“革命女性”的内面及其叙事的难度与限度——评刘庆邦
〈女工绘〉》（《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等文章中，或是对作家
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讨论，或是关注女性作家的写作本身，探
究不同时期女性形象的表现和塑造问题，强调当下女性写作
的自觉性、自由性、现实性和丰饶性。

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研究文章有向贵云的《新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1956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
第2期），刘大先、刘成、朱旭的《“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笔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李晓峰的《少数民
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3
期）等，追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史和学
术研究史，对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期望。

综上，2021年上半年的理论刊物文章充分展现了研究者
们富有自觉性、建构性的学术追求和敏锐、宏观、现代的学术
眼光，以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路径，对历史经验做出了有效
总结和继承，对解决新时代语境下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尝
试。研究者们以史为鉴，深切观照当下和未来，为建构新的文
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是一个知美尚美的民族，把美
作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美的教育作为
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两千多年前，孔子倡
导诗教、乐教，礼乐影响遍及国家社稷、社会
风尚、日常礼仪和个人修为，形成了以艺术
审美塑造美好人格的美育传统。一百余年
前，王国维、蔡元培等倡导美育，致力在民族
危亡之际提高全民族素养，从而实现“美育
救国”。如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美育，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上，从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高度上，从立
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教育发展方向上，做
出了加强美育工作的重要部署。我们要
充分认识美育的深刻内涵和时代意义，以
美化人，以美培元，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落
到实处。

我们要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发展
新时代美育。古往今来，美育是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古代的诗教乐教，到现当代的
艺术教育，都在于以艺术和审美来丰富情
感、陶养人格、提升境界，发挥以美育人、以
美化人、以美铸魂的重要作用。一段时期以
来，人们对教育对美育的认识存在不足，往
往把应试的分数作为重中之重，把艺术教育
作为选修和特长，特别是在物质文明不断发
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凸显了提升人文素养和
精神文明的必要性。事实上，“美”不能等同
于物质的浮华，艺术教育也不能停留于技巧
的训练，各类人文社科的教育不应停留在简
单的知识层次。我们要从立德树人的高度
认识美育、开展美育工作，应该把“美”作为
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真正从审
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以及丰富想象
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出发，着力提升学
生的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

新创造的活力。
具体在学校教育中，要通过文学艺术作

品的欣赏和创作实践，潜移默化地感受和认
识中国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等
中国精神，并凝聚成中国力量；要通过各学
科知识的学习，全面深化对文化的理解、对
审美的感知、对艺术的表现和对创意的实
践；要通过学习和探索，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社会与实践深处的品德美、人格美、境界美，
使美育成为人之为人的教育。学校是人才
培养的重地，学校美育是对学校教育的深化
与提升，通过培育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
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我们要从人民的幸福生活出发，发展新
时代美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美育
的重地在学校、在教学、在课堂，同时也在社
会、在生活、在日常，我们要从人民的幸福生
活出发，发展新时代美育。就此，要开展社
会美育，发展日常美育，从现实的生产生活
出发，提高全民族的审美素养和人文素养。

古往今来，劳者自歌，人民在生产劳动中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母亲的手艺、乡
土的生活，都承载着乡愁记忆，凝聚着亲情乡
情，包含真挚的情感和美好的境界。从生活
出发发展美育，要传承和发展丰富多彩的民
间文艺，从中汲取乐观向上的精神，体会工匠
精神的境界，理解团圆吉祥的愿景，传承勤劳
刻苦、自强不息的力量，不断深化和提升生活
的幸福感、获得感、认同感，不断增强文化的
凝聚力和创造力。

我们要以真善美统一为精神追求，发展
新时代美育。中华美育传统是真善美统一

的传统，美不仅在于感官的愉快，更需具有
向善的内涵，才有社会意义和价值。孔子谈
韶乐，提出“尽善尽美”的标准，讲求“正声”
和“德音”。蔡元培发展美育，志在通过审美

“陶冶人的感情，培养出没有人我之见和损
人利己的念头、能够舍己为群的高尚的
人”。习近平总书记部署美育工作，着眼人
才培养、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强调教育以
德树人，文艺以追求真善美为永恒的价值。

我们要使美育成为中国人提升修养、塑
造心灵、醇厚情感、升华境界，追求更高意义
和价值的过程。发展教育，则摒弃片面的功
利主义，把人格养成和健全发展放在首要位
置。创作和欣赏文艺作品，要杜绝追逐市场
效益而放弃责任良知的现象，要改变有“高
原”缺“高峰”的局面，以优秀的文艺作品彰
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
中国力量，发挥鼓舞人的作用。每一个普通
人在物质的生活之外要更加重视精神生活，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树立正确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建立崇高理想和信念，使真善美相合相生，
建设更加富强美好的国家和生活。

美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社会
现代化转型的文化自觉，是中国新时代发展
的重要使命，以美强基，以美铸魂，将实现社
会长远的提升与发展。

践行新时代的美育使命践行新时代的美育使命
□□潘鲁生潘鲁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