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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在与会代表中引起热烈反响，参加作代会的代表们在分组讨论
中，纷纷表达了聆听讲话的兴奋之情和学习体会。从今天起，本报将连续刊发代表们和文学艺术界人士学习讲话
的发言摘要和体会文章。 ——编 者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作代会代表中引起热烈反响
铁 凝：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
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博大精深，
具有质朴雄辩的真理力量，饱含关怀、信赖和期
待。广大作家艺术家不管是身在现场，还是心向
现场，都强烈地感受着神圣的使命、崇高的责任。
当总书记引用李白的诗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
摇直上九万里”时，所有人的心中都升腾着凌云
壮志，我们跟随总书记站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的高处，站到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高度。

这次大会在极不平凡的2021年召开，必将
被醒目地铭刻在中国文艺的发展历程之中。身处
这样一个伟大时代，中国的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
满怀在党的旗帜下与人民、与时代共同前进的昂
扬与豪迈，分享着在党的领导下与人民共同创造
历史的荣光。这次大会是新时代的中国文艺迈向
新征程、迎接新辉煌的大会。总书记在开幕式上
的重要讲话是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全国广大
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指明的方向、发出的号
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
程的新的历史方位上，总书记站在时代与历史的
高度，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大势与中国文化发展大
势的高度，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方向、擘
画了道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
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为
了实现这个伟大梦想，文艺的作用十分重要，文
艺工作大有可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着高度的历史自信
和开辟未来的历史主动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看待文
艺事业和文艺工作，在宏阔的大历史观、大时代
观中明确文化和文艺的使命、责任，为我们认识
新时代文艺的本质、认识新时代作家艺术家与时
代、与历史、与人民的关系提供了根本指南。历史
的辉煌前景正在党和人民的面前展开，灿烂的未
来正在等待着我们去开辟、去创造，在这样的时
刻，广大作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深刻体认着欣
逢伟大时代、把握历史主动的振奋激昂，我们的
创造必将融入伟大的历史创造，伟大的时代必将
通过我们雕塑出雄伟的艺术高峰。

张宏森：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
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备受鼓舞，倍感
振奋，深受教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
位伟大政治家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精辟论述，通篇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凝聚着总书记对
文艺事业、文艺规律、文艺发展道路的深邃思考，
既是对党领导文艺百年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全新擘画，提出了许多新论
断、新思想、新要求，是新时代文艺的光辉指引，
是做好新征程新起点文艺工作和文艺事业的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坚决拥护，完全赞成。讲话
提出的五点希望，关键词分别是新时代、人民、精
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正道，每一条都铿锵
有力又相互贯通，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深入思
考、贯彻落实。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要心怀“国之大者”，以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描绘
恢宏的时代气象；要坚守人民立场，书写人民史
诗，以优秀作品向人民交卷；要立足中国大地，讲
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审美旨趣，反映全人类共
同价值追求；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把艺术创造
力和中华文化价值相融合，开拓文艺新境界；要
弘扬正道，坚守艺术理想，造就新时代的文艺大
师，铸就新时代的文艺高峰。

新时代的作协工作要以讲话为根本指针，在
新的历史方位中锚定使命职责，引导创作、推出
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广泛团结广大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投身党的文艺事业，建设山清水秀的
文艺生态，让文学家、艺术家像泉水一样奔涌而
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王 蒙：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认为讲话非
常全面、非常丰富，也非常中肯，很有针对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对文学艺术方面的期许，特
别提到“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很
有启发意义。我们应当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文艺
工作，它反映了人民的精神面貌，反映了民族精
神，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性。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强调了对传统文化
的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汲取，以及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书记强调了文艺工作
者要用作品说话、靠作品来表现我们的时代和我
们的事业。总书记讲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
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并相当具体地论述了文艺的
行风，即文艺工作者对自身应有的自律和要求。
正像我们的文艺作品要强调向上向善一样，文艺
工作者本身也要向上向善。人民需要的是对自己
的道德作风、自律性等各个方面有要求、有底线
的文艺工作者。

对于文联、作协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也有
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有针对性的、有的放矢的
期许和愿望。我听后觉得非常受到鼓励。中国自
古以来是一个文艺大国，我们的文学艺术具有非
常优秀的传统，关键是我们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
求，要勇于攀登，要以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

罗贯中、曹雪芹、鲁迅为榜样，我们的文艺工作才
能真正上高峰，真正出大师。所以我觉得，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指出了攀高峰、出大师之路。

阎晶明：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受鼓
舞，备感振奋。总书记对新时代我国文艺事业取
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对文艺事业在党和人
民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讲话从五
个方面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和明确要
求。讲话指出，人民是文艺之母。文艺工作者要
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思想倾向和情
感同人民融为一体，要以形质兼美的优秀作品，
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这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必须要坚持的人民立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重
托，不负光荣使命，通过创作、评论和作协工作，
交出满意答卷。

何建明：

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对我来说是格外激动、感动的，因为我是报
告文学作家，而且一直以来以书写国家大题材、
写人民奋斗的史诗式作品为主要创作内容。所以
听到总书记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抒写中国人民
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
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时，一下子底气十足，坚信
自己过去走的创作道路并没有错，而且是一个正
确的方向和目标。近三年中，连续创作了四部反
映新时代新征程的作品，分别是《浦东史诗》《德
清清地流》《诗在远方》和《流的金，流的情》，记述
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在不同地区、以
不同的奋斗方式，为民族复兴征程而创造的史诗
般的时代画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
义。作品发表后，受到了各界热烈反响。如果说有
一点可以总结体会的话，那就是在写这类作品
时，比较好地把“心”、把“情”、把“思”沉到了人民
之中，沉到了生活之中，所讴歌的也正是人民已
经创造的和人民正期待的时代光芒。今后，我将
继续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心系民族复兴伟
业，为国家和人民书写恢宏气象的时代画卷。

莫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文艺队伍、文艺家
提出了五点希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热忱描绘
新时代，以人民为主体，以创新为手段，最终实现
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目标。中国人民向来就有天
下情怀，中国人的目光应该走向世界、走向人类。
我们的文学首先是中国的文学，同时也应该是世

界文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或者说，作家是有
国籍的，但文学是无国界的。作家应该“千方百
计”地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学，更要把握
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我们要传播
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更要反映全人类共同的价
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

“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
类社会而做的事情。”这让我联想到托尔斯泰、陀
思妥耶夫斯基等一批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他们用
自己的作品塑造了人物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俄罗
斯民族性格。我们中国作家也应该向世界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同时也要塑造一种能
为世界人民所接受的中国性格，这是我们中国作
家任重道远的历史任务。

徐贵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
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理论
性强、感染力强。总书记站在时代和中华民族的
立场上，充分肯定了在千年传承、百年巨变的历
史环境中，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发挥的重
要作用，这个定位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
了道路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用文艺的方式阐述
文艺的本质、规律、目标，语言生动形象，通篇洋
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讲话内容丰富、道理深刻，
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需要
我们不断深入学习领会、常思常新，切实贯彻落
实到具体创作实践当中。

王跃文：

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
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
舞和激励，也深受启迪和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对
文艺家们满怀深情、寄予厚望，对不断繁荣新时
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提出了新要求。作家们要自
觉担当历史责任，不负时代使命，心系国之大者，
保持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树立创作新时代史诗的
雄心，锤炼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能力，描绘新
时代图景、镌刻新时代形象、传递新时代价值，把
繁荣富强、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胸怀
全球的当代中国讲给世界，讲给未来。

刘震云：

多年间，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学、艺术等各
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与改革开放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讲话中深刻地阐述
了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
间的关系，指出要把当代中国文艺的目光投向世

界、投向人类，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同时还
要创作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我
认为，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要了
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可以从这个民族的文学艺
术作品入手，各国人民的处境和命运千差万别，
但是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和为改变命运的不
懈奋斗是一致的，也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我觉
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坚定创作方向、开阔
创作视野来说大有裨益，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也
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阿 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
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
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中国共
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
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也
是对文艺发展科学而全面的概括，为描绘新时代
新征程恢宏气象，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用跟
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向世界展现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筑就新时代文艺高峰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组织四川作家深入学习
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用更多
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文学作品书
写讴歌伟大的新时代、新征程。作为一个写作者，
我在将来的创作中，会将这种更加全面、深入的认
知灌注到文字之中，加深对生活本质、艺术本质的
认识，坚守文学初心，不断提升自我。

邵 丽：

非常有幸能够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同大家的心情一样，备感振奋，倍受鼓舞。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
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者都是为了人民。习近平
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五点希望，并再
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立场，把人民
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作家只有
始终保持对人民真挚、彻底、持久、发自内心的热
爱，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才能创
作出有生活、有温度、有情感的文艺作品。对标总
书记的殷切厚望，对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作为作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在下
一步的创作和工作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扎实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农

村社区、革命老区和生产建设一线采风，虚心向人
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
的生活中汲取营养，用心用情用功书写人民生活
伟大实践，以高尚的情操、真实的笔触和独特的艺
术表现反映人民的幸福、欢乐和忧伤，更好地满足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以美的发现和美的创
造反哺社会、奉献人民。

曹文轩：

中国具有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作为中国当代
作家，我们有责任与世界各民族的作家一起，为人
类创造最优秀的精神财富，并且应当通过自己的
文学创造对国际文化产生影响。在我们足够接受
世界之后，就到了我们能够谈论如何给予世界的
时候了。中国故事是中国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巨大财富，同时，中国有相当一批作家是在国际
文化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懂得了让自己的文
字走向世界所需要的那些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谈到文学艺术对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影响作用，
彰显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范，我相信，不久以后的
将来，世界会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中国文场”。

梁晓声：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
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我感触很深。尤其
是听到最后，我感觉到习近平总书记几乎是在动
情地朗读。总书记热爱文艺事业，这也使得他更
多地思考文学艺术和一个国家发展之间的密切
关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从大学毕业以后，
就进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对中国文艺的变
化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有很深的感受。毫不夸张地
说，每过一个十年，中国都有很大变化，这个时代
是向前发展的。我体会深刻的另一点是，作家是
一种极高尚的职业，作为一名作家，需要崇尚文
学，坚持人民立场，把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

南 帆：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思想深邃，博大精深，
提出许多事关文艺发展的重大命题，我们要认真
学习领会，深入思考，贯彻到文艺工作和具体的
文艺创作之中。总书记一以贯之地强调文艺来自
人民，要扎根人民，服务人民。他希望文艺家能够
多方面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
人民史诗。作为一个作家和文艺评论家，我要不
负重托，加倍努力，笔耕不辍。

何向阳：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五点希
望，高屋建瓴，语重心长。总书记充满深情地说，新
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
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这
些论断振奋人心，催人奋进。我们所处的时代前所
未有，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新时代作家必须有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方能
写出与大历史大时代相匹配的大作品。与时代同
频共振，反映历史巨变，描绘时代图谱，塑造崭新
形象，凝聚精神力量，在人民的创造中完成艺术创
造，在人民的奋进中书写人民史诗，为伟大时代留
下伟大“画像”，是新时代文学的光荣使命，对于这
一使命而言，我们生正逢时，责无旁贷。

毕飞宇：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
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之后，我最大的体会是，这
次讲话突出了文学创作守正创新的重要意义。任何
艺术创作都离不开创新，这是艺术生产的基本属
性，也是人类审美活动的基本要求。但是，创新从
不意味着自说自话，文艺创新有它的前提，那就
是，艺术家必须对日新月异的生活现场保持足够
的敏感和足够的热爱，要能够从生活现场之中发
现这种“新”、感受这种“新”，最终才有可能通过
文学艺术的形式去表达这种“新”。所以，从根本
上说，创新的本质还在于对日常生活的沉潜，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创新之“新”保持它的人民性
和时代性。

唐家三少：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我深刻学习
领会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总书记在讲话中充分
肯定了过去五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成绩，特别
是在党和国家重大活动上所作出的贡献。总书记肯
定了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
同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了聚人心、暖民
心、强信心的作用。总书记说，党从成立之日起就
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
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
展。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了
五点希望，我都铭记在心。讲话特别提到了青年文
艺工作者的重要性，让我十分振奋、备受鼓舞。

未来，我在文学创作中，一定谨遵总书记的
讲话精神，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投
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用笔下
的文字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创作
中更要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
诗，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
文艺新境界，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一
份自己的力量。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