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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协原理事孙毅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8月1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孙毅，原名孙志万，中共党员。1948年开始发表作
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儿童文学作品《小
霸王和皮大王》《五彩小小鸡》《秘密》《美猴王》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九江市作协原副主席兼
秘书长姚辉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8月19日
在九江逝世，享年86岁。

姚辉云，201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大海
和白云》《匡庐情思》《鄱湖风情》《南京大屠杀·1937》等。

姚辉云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明天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原主任张
寿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7月18日在济南逝
世，享年79岁。

张寿彭，笔名张望。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向早晨问好》《花瓣集》《历
山脚下的传说》等。

张寿彭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众日报社高级记者陈中华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8月6日在济南逝世，享年65岁。

陈中华，笔名陈子甘，中共党员。2006年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著有作品《海棠果熟了》《黄儿》《脱臼》等。曾获泰
山文艺奖等。

陈中华同志逝世

孙毅同志逝世

本报讯 日前，由书画家陈奕纯题写的《平四
海平》碑在泰山镌刻完工，为历史名迹增添了新的
文化气息。有评论家认为，《平四海平》碑是泰山碑
刻文化的延续。“平四海平”实为“平四海，四海平”
六字简化而来，以此歌颂大禹治水的感人故事。特
别是在现今，我们对《平四海平》碑文的含义及祈
福平安之意向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碑刻中可
看出，陈奕纯以草书呈现，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
走笔如金蛇狂舞，体现出笔实墨沉、酣畅雄厚的书
法之美。 （欣 闻）

陈奕纯题《平四海平》碑竣工
本报讯 日前，湖南卫视零点档推出的全新节目《风

度中国》正式上线与观众见面。该节目以“乘一缕清风，度
万里中国”为口号，用舒缓的自然美景与原声呈现中国自
然人文之美，为观众在午夜时段按下“慢进键”，力求引领
高格调、新语态、轻风格的全新节目形态。

据介绍，作为湖南卫视今年频道品牌升级换新的代
表，《风度中国》以“小而美”的切口，走出一条化繁为简的
独特创新之路。节目投资体量小，没有采用大型拍摄团队，
而是主打清新简洁的表达，希望呈现“最美的中国画面”。
业内专家表示，《风度中国》以自然治愈使人们从焦虑和紧
张中放松下来，有助于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美学修
养，倡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体现了湖
南卫视的媒体温度、价值锐度和站位高度。（湘 闻）

本报讯 9月3日至8日，由北京文
化艺术基金会主办，北京大都美术馆、刘
世彪工作室协办，大都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承办的“回不去的故乡——刘世彪艺
术作品展”在北京人美美术馆与观众见
面。展览由李建群、岳洁琼任展览顾问，
通过近50幅作品，展示了画家在油画创
新与探索上的最新成果。身为北京人的
刘世彪少年时代即系统学习中国画与油
画，善于用少量的绘画语汇勾勒出无限
时间和空间。他的作品中有对古城北京、
对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有对
故乡的独特阐释。在展览的四个板块中，

“久远的记忆”展现了艺术家心中的久远
记忆，“一片孤城万仞山”系列作品以单
纯的色彩叠加梦中的建筑形式直抒胸
襟，“故园”反复描绘的木构建筑寄寓了
画家对故园的情思，“荒原”展示了画家
对人与自然融合共生的思考。（王 觅）

本报讯 8 月 30日，由中
国电影基金会主办，聚影汇（北
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联合承
办的2021年东方影都电影创投
会“制片工坊”在京举办启动发
布会。这标志着针对本届创投会
创投项目50强为期6天的辅导
提升环节正式拉开帷幕。

会上，本届创投会总策划兼
评审主席团成员饶曙光阐述了
中国电影产业的现状及未来发
展态势，评审主席团成员丁晟围
绕类型片创作介绍了创作经验。
编剧、导演赵宁宇则分享了剧本
创作的理论、技巧与实践。青岛
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心
代表介绍了青岛东方影都的区
位条件、取景资源、优惠和补贴
政策等。此外，张冀、方励、王
竞、董越、袁媛等电影人也在活
动期间为项目方辅导。（欣 闻）

本报讯 8月25日，
中国金茂生活方式百椅展
在京开幕。作为一次展品设计时间跨度
长达160年的生活方式大展，观众不仅
能欣赏到象征着人类发展中材料科技
进阶、力学审美进步、生活方式丰富化
的百把经典名椅，还能深入了解建筑家
具史上一批颇具影响力的知名设计师，
以及他们所推崇的美好生活方式。

此次展览汇集了查尔斯·雷·伊姆
斯夫妇、汉斯·瓦格纳、菲利普·斯塔克、

凯斯·哈林等多位设计师的作品，百把
名椅涵盖多种艺术风格。展区内共有
35把意大利品牌设计的名椅、20余把
丹麦设计师的经典作品以及来自欧美
的知名作品，不少展示单品是全球限量
版本作品。展览集中展现了中国金茂对
高标准匠心艺术的理解与追求以及对
人类理想生活持续丰富化的致敬、传承
与延续。 （王 觅）

本报讯 9月4日起，由中宣部对外推广局指导，福
建省委宣传部支持，福建省广播电视局、泉州市委宣传
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泉州广播电视台、国家地理联
合摄制，泉州广播电视台、海峡卫视出品的纪录片《重返
刺桐城》在国家地理亚太、欧洲、拉美、非洲等区域下所覆
盖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为了解古代中国与
世界海洋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互鉴打开一扇窗口。

泉州古称“刺桐城”。今年7月，由22处代表性古迹
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入列《世界遗产名录》。《重返刺桐城》
以史料为证，全面考证梳理了从古刺桐城到今天泉州城
的历史沿革。据介绍，该片历经近4年精心打磨而成。
摄制团队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搜集关于泉州的历史
文献，并采访多位相关专家。三维动画CG的真人演绎
还原，使其具有较强艺术欣赏性和感染力。（闽 文）

本报讯 9月8日，《诗刊》《中华辞赋》公
众号和中国诗歌网首页同步发布中国·张家
界第五届国际旅游诗歌节“行吟诗歌奖”——

“大爱张家界”诗歌大赛征稿启事，从而拉开张
家界第五届国际旅游诗歌节的序幕。

据张家界市副市长欧阳斌介绍，今年7
月底，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张家界市委、
市政府果断决策，在暑期旅游旺季按下了
旅游“暂停键”，在社会各界的援助下，尤其
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倾情付出，终于取得
抗疫的胜利。为此，张家界市政府联合《诗
刊》社、中国诗歌学会、湖南省文联、湖南省
作协等单位，于9月8日至10月28日开展

“大爱张家界”诗歌大赛全国作品征集活
动。大赛以张家界特色风景和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为创作主题，体裁以现代诗歌为主，
兼顾旧体诗词。今年的张家界国际旅游诗
歌节计划于11月19日至22日在张家界市
武陵源区举行，将举办开幕式、诗歌研讨、
颁奖盛典、诗歌朗诵会等活动。（杨次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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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重返刺桐城》海外首播

《风度中国》呈现自然人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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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彪艺术作品展举办

以百种美好对话时代匠心艺术

（上接第1版）相对应地，找准文学在服务大局中的切入点、着
力点和突破口，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
找准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找准中外价值观的契合点，找准中
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鸣点，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
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中国道路、中
国理念、中国价值转化为精彩的中国故事、丰满的艺术形象，
讲出中国文化的使命担当和价值先导，讲好中国文化的丰富
多彩、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通过富有艺术创造性的中国故
事，全方位、大视野、多角度呈现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中国
优秀文化的传播，尽最大程度表达开展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
的善意，消解对立思维，加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理解和沟通，
增进世界对当代中国的了解，提升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度和美
誉度。

构建新时代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强调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将建成文化强国确立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远景目标之一，阐明了建成文化强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意义，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领域
的主要目标、具体要求作出阐述。这是我们党首次明确建成
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
及其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推动建成文化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深刻认识
新时代文化建设新使命、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明确了前进方
向。当前，文化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软
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回望
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文化兴盛始终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条
件。古代中国许多物质文化和发明创造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
方后，对促进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
到文学，从先秦诸子散文、孔孟老庄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
小说，璀璨绚丽的中国古典文学曾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欧
洲文艺复兴和欧洲近现代文学。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世界，其
实也只是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以后的事情。在殖民主义
时代之前，世界是多元并存、相互孤立的；在殖民主义时期，西
方话语逐渐成为世界的主导性话语；在冷战时期，西方话语体
现为美苏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竞争；在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
代表的西方话语一度独霸世界。当今世界和西方国家内部面
临的一些挑战，包括人口危机、环境危机和文明群体之间的矛
盾，都很难在西方话语框架之中找到答案。中国在大国崛起
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现象，仅仅通过西方话语体系也难以解
释。伴随着西方话语体系的公信力开始下降，构建客观、公正
的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恰逢其时。相应地，讲好中国故
事，就需要构建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

二、构建新时代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
的核心，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
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新时代
文艺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文学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构建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必须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文化导
向、价值取向，把贯穿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真挚人民情怀、自
觉历史担当，体现到文学创作实践之中，落实到具体行动之上。

举精神旗帜，发挥文学培根铸魂的独特作用。习近平总
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精辟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
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在伟大建党精神
的感召下，广大文学工作者自觉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
实践，不断推出反映时代呼声、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
的优秀作品。从建党初期思想启蒙到抗战时期精神鼓舞，从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化动员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再

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责任担当，文艺始终发挥
了独特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历数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
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
精神、抗疫精神等数十种精神，均催生了一系列文学精品力
作。“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新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红色文
学经典”，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真实地展现了各
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而
艰巨的历程，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强烈的鼓舞作用。继往
开来，构建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
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是新时代文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一
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都要将“文学梦”融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
代之先声，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创作，聚焦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感召和推动全社会树立
正确的价值追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生产更
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传世之作、扛鼎之作，引导人们树
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做
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增强人民群众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
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凝聚起14
亿人民的磅礴力量，在这个史诗性的大变革时代谱写中华民
族的新史诗，奋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列宁在谈
到无产阶级文艺为谁服务时指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
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
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
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文艺与人民的联系，是一种内在的生命
联系，这是一根永远剪不断的情感脐带、文化脐带和历史脐
带。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事业是党
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社会
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
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
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仅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方
向和宗旨，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取向和本质特征，天然地
具备有别于其他文艺的大格局、大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人民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主体论。文化历来就是美好生
活的重要评判标准和衡量指标，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
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没有精神文化生活的充实，幸福
人生和美好生活都无法圆满。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
的需求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
后，会形成更高层次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求
知、求真、求善、求美的愿望日益迫切，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包括着文化需求、精神享受、情感熏陶、艺术生活
的丰富多样和品质提升，这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学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至上、紧
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的要求，持续强化
宗旨意识，厚植人民情怀，以优秀的文学作品满足人民群众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三、构建新时代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
的关键，是塑造新时代中国形象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对文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深刻性、独特
性、预见性、形象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广大作家增强
主动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的自觉意识和行动能力，在国际與
论场上和文坛上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学话语权，塑造
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伟大复兴的大国风范和大国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时代新人形象。文艺以审美的方式
反映一定时代的价值和价值体系，主要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
来实现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有反映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时代
典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塑造出一批个性鲜明、形象突出的
典型人物谱系，如英国诗人拜伦以《唐璜》塑造了唐璜的形象，
法国作家雨果以《巴黎圣母院》塑造了卡西莫多的形象，德国
诗人歌德以《浮士德》塑造了浮士德的形象，英国诗人雪莱以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塑造了普罗米修斯的形象等，这些具
有创新意识、先进思想和道德情操的典型人物，堪称当时以具
有进步性的人道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为底色的启蒙主义思想
的“形象代言人”，为新兴市民阶级取代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

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文化营养和精神动力。高尔基在《论文
学》中指出：“新人怎样在为这块被几世纪的愚昧无知所淤塞
的土壤上，在这块被小市民阶层的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和兽性
的个人主义所毒害的土壤上成长起来，这种新人就是共产党
人、集体主义者，这种人开始理解到，他工作不仅是为自己，为
他所主宰的国家，而且为了教育整个劳动人民的世界、无产阶
级的世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革命的文
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
动历史的前进。”回顾历史，不同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塑造的
不同人物形象，同样承载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和核心价值。从某
种程度上说，文学意义上的“新人”是时代精神的人格化，“新
人”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学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
度。在新时代，文学塑造什么样的“新人”，是构建中国文学话
语和叙事体系面临的重要问题。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
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
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要站在“两
个大局”的时代高度，从前所未有的壮丽征程中把握住前所未
有的机遇，从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事业中挖掘创作素材，从布
局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实践中提炼大国工匠和工业精神
的力量，从全面小康、乡村振兴、装备制造、科技兴国、环保生
态、民生幸福等生动现实中发现新的人物类型，灌注新的精神
气质，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刻画最美人物，塑造典型形象。通过
塑造新人，记录中国人民史诗般的实践和创造，让中国人民勤
劳勇敢的传统美德和奋发向上的时代风貌闪耀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
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
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
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
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
他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
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更
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
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
的优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
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
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
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较之其他领域，
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形象塑造功能，历来是塑造和传播国家
形象的重要载体。德国诗人歌德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好逑传》
后产生这样的中国印象：“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
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英国哲学
家罗素则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形成中国想象：

“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
和的。……他们的和平主义深深地扎根于他们思辨性的观点
之中。”作为新时代的作家，要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主动塑造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的大国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
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
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
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
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
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要创新对外话
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
的概念、范畴、表述，塑造客观、清晰、正面的中国形象，向世界
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对文本的创
作，要更加强调信息的含量、思想的容量、情感的力量，努力创
作出更多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相融合、既散发出本民族文明传
统的魅力又展现出面向世界的广阔胸怀的文学作品。

四、构建新时代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
的重点，是实现“两个结合”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构建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是新时代
赋予文学的新命题。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
系，不是割裂传统，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
在融通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中有所创新和
突破，推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
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
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中国化也经历过艰难历程，对文艺创作发挥了重要的指
导作用。从早期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到五
四时期一些著名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等，
再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过译
介、传播，对理论意识和方法论的建设、文艺大众化实践作出
有益摸索。在理论建构上，茅盾与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理
论建构、张闻天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文艺建设理论、周扬的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等影响深远。历经不懈探索，以马
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结合，最终产生了
毛泽东文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
国化的探索掀起了理论创新热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发了
社会主义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使命，创造性地回答
了一系列有关文艺发展和繁荣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为新的
历史条件下做好文艺工作提供了遵循、标示了航向，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
的里程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历来有一个特点，那就
是它总把自己的理论命题和问题阐释同历史条件、时代特征
和现实需求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由这一学说的实践性品格
所决定的。今后，要构建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仍然需要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
来思考和把握社会主义文学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
的提炼、概括、升华。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借鉴
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
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
分”，既强调文艺之根要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又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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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
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
寻”。这些重要论述，一方面，厘清文明冲突的思想迷雾，另一
方面，把竞争作为提升文艺实力和竞争力的途径，充分显示出
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高度文化自信。中国
文学源远流长，从“四书五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
和明清小说，从五四新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精品佳作，绵延不
绝。这是我们构建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底气和根源。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文明，不管产生于哪
个国家或民族，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
一条重要规律。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
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从佛教东传、“伊儒
会通”到“西学东渐”，从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在不断的
交流借鉴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开放的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
弥新。当今世界，保持政治多极化与各民族平等共荣、和平发
展的期望，必然呼唤一个文化多元化时代的真正降临。在发
展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上，我们既要立足中国大地，扎根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仰望人类文明的璀璨星空，把民族特色
与世界潮流结合起来。我们要积极构建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
体系，在独特的审美创造中形成独特的中国风格、中国流派，
不断标注中国文学的新高度，为创造人类新的文明形态作出
新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
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我们要善于从“两个一百年”交汇的转折点、从“两个大局”加
速演变的过程中、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部署中，找准着力
点和突破口，洞察时与势，于变局中开新局，以伟大建党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努力续写更多新时代“春
天的故事”，以文学方式让“中国声音”叫得更响，让“中国故
事”传得更远。

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