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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5日至27日，由《小说选刊》杂志社、绍兴市

人民政府、浙江省作协联合主办，鲁迅文化基金会、中共绍兴市

委宣传部、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绍兴市文联承办的鲁迅先生诞

辰140周年纪念活动在浙江绍兴举行。“鲁奖作家鲁迅故乡行”

采风活动同期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并讲话。叶小

钢、连辑、徐坤、路英勇、艾伟、周令飞、李红强、马卫光、盛阅春等

主办方代表、文艺界人士，王跃文、刘醒龙、范小青、东西、关仁

山、刘庆邦、徐剑、鲁敏、孙惠芬、白烨、叶弥、宁肯、潘向黎、邓一

光、贺绍俊、李骏虎、葛水平、陆颖墨、徐则臣、刘大先、朱辉、洪治

纲、黄咏梅、弋舟、温亚军、张楚、石一枫、胡学文等鲁迅文学奖获

奖作家参加活动。

李敬泽说，鲁迅毕生致力于现代中国人灵魂的重塑，他坚定

的爱国情怀、不屈的战斗精神、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情关切，

是新时代凝聚民族精神、建设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他以文艺

为灯火，照亮民族前行之路的勇气和担当，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

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激励鼓舞着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而不断开拓进取。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就是

要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设精神家园，铸牢民族之魂；就是

要增强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对人类的关注；就是要心怀“国之大

者”，拓展文学胸襟，提升文学境界，开启新征程、谱写新史诗。

在纪念活动中，贺绍俊、刘醒龙、王跃文诵读鲁迅文学作品

选段，向鲁迅先生致敬。

其间，30名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在绍兴采风。作家们到鲁

迅故里参观考察，并分6组到绍兴6个区（市、县）采风，作家们

将以生花妙笔书写鲁迅故乡的风情和在绍兴的感受，向更多人

推介鲁迅故乡。

（浙 文）

“鲁奖作家鲁迅故乡行”
活动举办

（上接第1版）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顽强拼搏、不懈奋斗。面对民族复兴的壮阔征途，面对前进路上的风险挑战，我们

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动摇、迟疑，必须始终保持必胜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始终坚定对马克

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依靠斗争夺取胜利，依靠奋斗赢得未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像鲁迅那样，坚定政治立场、

敢于斗争亮剑，大力发扬革命精神和大无畏气概，在重大斗争面前旗帜鲜明、冲锋在前，在

大是大非面前态度坚决、毫不含糊，不断锤炼坚毅硬朗的风骨、气节、胆魄。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文艺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文艺创作还是文艺评论，都要讲真话、讲道

理、讲正气，都要弘扬清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引导创作者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

位，帮助读者观众区分美丑、辨识优劣，塑造新时代刚健、厚重、先进、质朴的文化审美观、

价值观。

在新的征程上，要学习和弘扬鲁迅先生坚守民族立场、放眼世界潮流的文化胸怀。鲁

迅先生是博采众长的典范，也是融会贯通、锐意创新的楷模，一生留下600多万著译文字、

3万多页手稿。鲁迅先生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他说：“新的

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

取”。他赞赏汉唐气魄，也提倡借鉴外来，倡导“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

有之血脉”，广学博取、为我所用、别立新宗，创造出彪炳文学史的独特艺术形象。他广泛

涉猎矿产、医学、版画、木刻等领域，从各个门类汲取文艺创作的营养。他大量译介优秀外

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特别注意反映弱小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压迫的作品。他的

作品焕发着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光彩，闪烁着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精神光芒，开创了中国

文学的新气象、新风貌。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

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像鲁迅那样，增强

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秉持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既“承百代之流”，又“会

当今之变”，在历史传承中鲜明特色，在文明互鉴中汲取营养，让中华文化具有更加深厚的

底蕴、更加强健的风骨、更加独特的神韵。要把握好坚定自信与吸收借鉴的关系，把提高

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作为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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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不断创作新时代的文化精品、攀登新时代的

文化高峰。

同志们、朋友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我们正处在一个

伟大的时代，文化发展前景广阔，文化创造大有可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坚守初心宗旨，担当文化使命，锐意创新

创造，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应有贡献！

王纪国 摄

一切杰出作家的心中无不装着人民大众，鲁

迅曾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

关。”1932年，他创作了一首古体诗《自嘲》，其中，

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

甘为孺子牛”两句，是鲁迅精神的真实写照，体现

了他嫉恶如仇、忧国忧民的崇高品质和坚定的人

民立场。

1942 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引用了鲁迅的这两句诗，指出“‘横眉

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

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

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

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

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

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因为鲁迅，“孺子牛”这个典故

被激活，因为毛泽东，鲁迅诗句的含义得以放大、

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 2021年新年茶话

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深刻铭记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百年艰辛历程，发扬

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

黄牛的精神。”百年奋斗历程中凝聚而成的精神

力量，就有鲁迅等革命、进步作家所做的努力和

贡献。鲁迅毕生关注“立人”问题，遵时代之命、为

民众写作，我们从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中不难看

出，如果不熟悉我国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

境和心情，他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孔乙己、阿

Q 等人物形象，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想有所成

就，就必须自觉关怀民众生存冷暖，欢乐着人民

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

源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

文艺最根本的立场和最鲜明的特征，也是社会主

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

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

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

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

艺工作者的天职。”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

民，人民哺育、滋养、造就了文艺，文学艺术的根

在人民那里。为谁创作、为谁立言，涉及文学创作

根本立场，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更决定着文

学创作的命运。1949年，诗人臧克家在新诗《有的

人——纪念鲁迅有感》里盛赞鲁迅“俯下身子给

人民当牛马”的精神。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学习鲁

迅，就要学习他“做人民孺子牛”的精神，就要解

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始终把

“人民”置于文学创作和文学事业的最高位置，坚

定人民立场，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

进入新时代，神州大地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中

国人民丰富多彩的创造与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

了丰厚的沃土。人民群众对社会进步和幸福生活

的渴望，在劳动创造中凝结的美好理想，以及所

经历的酸甜苦辣，是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当代作家要把握历史主动，关注社会民生，贴近

人民生活，以人民为坐标确认自己的价值定位，

以自己的创作肩负起对世道人心和社会历史的

担当，走出书斋，走到丰富而复杂的生活深处，扎

根人民，走进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处，既要“身入”、

“心入”，更要“情入”，关切民族命运，倾听人民呼

声，感受大众愿望，自觉从人民生活的无尽矿藏

中挖掘素材，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中激发灵

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推动民族、国家、社会发展

进步。

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经得起人民的评价和

时间的检验。鲁迅的文字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

经得住人民评判和时间淘洗，就在于对自己所处

时代的独特的感悟，在创作问题上，他始终强调

作家要忠实于生活，遵循现实主义原则。新时代

的文学工作者向鲁迅学习，就要把人民当成文学

作品真正的主角，为人民立传，要在文学创作中

坚持唯物史观和文艺观，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积

极聚焦火热现实，记载人民伟大实践，反映普通

百姓喜怒哀乐，歌颂劳动者丰功伟绩和精神风

貌，凸显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

用，塑造人民形象，让更多普通群众在作品中成

为光彩照人的文学典型。要发扬孺子牛、拓荒牛、

老黄牛的“三牛”精神，心系人民，勇于创新，勤于

创作，在为人民抒写、抒怀、抒情中让自己的作品

高远起来、丰实起来、厚重起来，体现为时代立

传、为人民写心的恒久力量。

做人民大众的孺子牛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辛文岩

本报讯 9月24日，鲁迅文学院全国文学院院长

高级研修班开学典礼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鲁

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出席，并与学员们合影留念。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文学院工作是文联作协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文联作协开展工作的重要

抓手。各级文学院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扶

持培养文学新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对我们的文学教

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为切实推动文

学教育培训工作创新发展，鲁迅文学院先后开办了一

系列面向不同群体的多样化文学培训班，为中国当代

文学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参加研修班的各

位学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凝心聚

力，切实发挥好为文学事业发展培育优秀人才的职

能。要大力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适应新时代加

强文艺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建立文学评论工作常态化

引导机制和工作体系，积极扶持中青年文学评论新锐

力量。要进一步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增强

行业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学发展环境，自觉履行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武歆、张卫平等学员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本届研修

班开办得非常及时。当下全国各地文学院正处在深化

改革之中，文学院未来如何发展、如何定位，如何更好

地发挥功能，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梳理，希望能通过这

次研修学习，把优秀经验带回去，进一步做好文学院的

工作，为新时代文学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据介绍，本期研修班为期5天，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24名学员参加。为办好此次研修班，鲁院对课程进

行了精心筹备和安排，邀请业内知名的作家、评论家、

学者为学员们授课，着力搭建交流思想、分享经验的

平台。

开学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主持，鲁

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等参加。

（罗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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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束沛德、邱华栋为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胡永红、刘海栖颁奖 张宏森、海飞、朱自强为舒辉波、谢华良、杨志军、叶广芩颁奖

吉狄马加、张之路、方卫平为迟慧、葛竞、汤素兰、周晓枫颁奖 高洪波、吴义勤、梅子涵为蓝蓝、黄宇、张秋生颁奖

阎晶明、彭云、王泉根为湘女、马传思、吴岩、徐瑾颁奖 颁奖典礼上的少儿民乐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