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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时代文学起高峰推动新时代文学起高峰
□□李庚香李庚香

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

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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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肯定了文艺界、文学界的成就和

担当作为，深刻阐述了文艺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地位

和重要作用。讲话既是对党领导文艺百年的经验总结，

也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全新擘画，提出了许多新论

断、新思想、新要求，是对新时代文学的光辉指引，是做

好新时代新征程文学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总

书记的讲话，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透着他对文学艺

术的深刻理解，凝聚着总书记对于文艺事业、文艺规律、

文艺发展道路的深邃思考，令人既十分感动，又十分振

奋。总书记要求我们要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

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

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以新时代新征程历史方位为坐

标，把文学事业置于民族复兴的伟大背景下，置于文化

强国建设的庄严征程中，置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促进人民精神富裕、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价值体认里，

全面诠释了新时代文学的内涵、方向、原则、使命，体现

出大格局、大气象。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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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时代文学铸就高峰，这一嘱

托和要求既有历史纵深，又有宏阔视野，体现了高度的

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和开辟未来的历史主动精神。

推动新时代文学起高峰，就是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
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体中华

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

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

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人

民在新的考验和挑战中创造光明未来的时代，也是中国

人民拼搏奋斗中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如何展现这个

振翅欲飞的伟大时代呢？新时代必将是大有可为的时

代。我们不能身子进入了新时代，思想还停留在过去。

而如何捕捉、再现、深入刻画这些新时代的新形象，是对

今天作家的挑战。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脉搏中感悟

历史的脉搏、艺术的脉搏，向丰富的社会生活敞开。要

在世界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萃取精华，展现中华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书写中华民族的奋斗之

志、创造力和创新成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

神气象。与之相应，中国文学已经迈向了崭新的天地。

新时代文学是延续革命文学、新时期文学血脉的文学，

更是体现新时代实践、反映新时代精神的崭新文学。要

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实践中汲取力

量。这为我们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提供了遵循。

祖国翻天覆地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践，需

要伟大的作品与之匹配，我们必须热切回应时代的召

唤。新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我们要从时代

脉搏中感受历史脉动，就要以宽广的胸怀和开阔的眼界

观察时代变化，领会人和人心在时代年轮中的变迁路

径，才能写出具有新气象的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

台。”伟大时代生活是新时代文学创作的“能量源”。这

是文学创作的巨大“富矿”，强烈地呼唤着我们开采。我

们要深切感受到新时代新征程蕴藏着无限的文学宝

藏。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里，处处是精彩的中国故事，

需要春秋之笔去书写、去记录，以激励当今、传之世界、

留之后世。“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

位”，当代作家要以历史方位标注文学坐标，辨识属于这

个时代的故事和情感，努力破译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密

码。在历史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用文学表现新的时

代。因此新时代文学承担着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

讴歌新时代的重大使命。这就要求我们要紧跟时代步

伐，全景式展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精神气象。找准历史方

位，就是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身处“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面临前所未有的伟大

前景，肩负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全面、准

确、深刻地理解新时代，表现新时代，从新时代新征程的

历史方位，找到文学事业的“定位”、个体创作的“身位”、

下笔书写的“落位”，把排山倒海的鲜活实践，如火如荼

的壮丽景观转化为新时代的新史诗。伟大时代精彩纷

呈，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正一幕幕呈现于眼前。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一定要描绘新时代图景，塑造新时代形象，

传递新时代价值，树立创作新时代史诗的雄心。宏伟的

历史携带着它的方向与力量，正以移山倒海的意志展开

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辽阔雄奇的艺术

天地正在向着我们一往无前地展开，我们将以灵魂和心

血、理想和热情、才华和汗水在新时代的光和热中淬炼

出文学的群峰挺秀。我们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迎来

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崭新阶段，翻开了中国文学史中新的

壮丽篇章，新时代文学的广阔天地正在我们面前浩浩荡

荡地展开。

为新时代这一伟大时代“画像”，是新时代文学的光

荣使命。书写好实现第二个百年梦想新征程上的风云

际会，书写好中华民族壮丽激越的新史诗，为新时代画

像、立传、明德，是所有作家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的必答

题。做新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这就要求

作家艺术家要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勇于承担

时代课题，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使命，描绘我

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

代明德，书写新时代新史诗，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

的作品。面对新时代，我们要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宏阔的

历史进程，描绘出富有价值的建设性图景。新时代之

“新”，就“新”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新”在民族的精神面

貌，“新”在每个人思考世界的态度、认识世界的角度和

改变世界的方式上。一是视角之新。改革开放给我们

的内心和外在世界都带来了巨大变化，现在我们已经完

全有了与世界对话的能力和对话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我

们要从过去的“俯视”、“仰视”变成新时代看世界的“平

视”。新时代作家必须具有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方能写

出与大历史大时代相匹配的作品，才能反映时代本质，

塑造典型生动的时代新人和时代英雄。二是内容之

新。伟大时代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文艺是

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

一个时代的风气。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拿出更大的胸襟，

展现我们民族的奋斗史，用新史诗展现时代新风尚，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新时代作

家要认真倾听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强音，倾听崭新

时代的召唤，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

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

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给予最深情的褒扬，要热忱描写

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三是意义之新。新时代作家要充分认识新时代文学的

重大意义，要关注伟大时代的磅磗伟力，去感受澎湃的

激情、壮丽的史诗、恢宏的画卷，树立星辰大海般的辽阔

目标，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用内

心去触摸新时代的脉搏和节奏，写出新时代的主基调，

写出新时代的温度，让文学与新时代的呼吸同步，与新

时代的脉搏合奏，为新时代文学的春天奉上各自的青枝

绿叶和姹紫嫣红。

推动新时代文学起高峰，就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从精神主动、时代主动到历史主动，中华民族一步步赢

得了战略主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人民从此迎来了精神主动。改革开放40

年，我们从落后于时代到跟上时代、引领时代，一步一步

实现了时代主动。这些现实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创作养

分。面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面对未来新征程，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实现“历史主动”。“历史主动”是十

九届六中全会提到的一个关键词。现在，习近平总书记

又一次要求我们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就是要求我们

“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要以总体

性视野把握历史趋势、时代主流，以艺术的创造标记出

时代的精神高度。把握历史主动，就是要牢记“国之大

者”，强化使命担当，与人民同向而行，为民族立言立心，

努力攀登新时代的文学高峰。把握历史主动，就是要以

笔下风雷激荡民族巨变百年沧桑，以生动笔墨描摹新时

代精神气象，发挥文学滋养人民心灵、塑造民族精神的

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文学的“主题主线”、

“主流本质”。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始终紧紧拥抱和书写

着“民族复兴”这一主题。心系民族伟业，描绘恢宏气

象，既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历史对新时代文学

的要求。心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就是要发挥文艺

的正能量作用，深刻而丰富地表达时代主题和时代精

神。我们要热切回应这一主题，心系民族复兴伟业，为

民族复兴提供丰沛而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把握历史

进程和时代大势，才能把文艺创作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

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强烈的

历史主动精神，用跟得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

界，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

丰富多彩的时代经验，最终要指向时代精神气象；

生动鲜活的时代书写，最终要凝成时代精神气象。真正

体现时代力量和时代高度的文学经典，要以时代精神气

象作为它的书脊。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伟大飞跃，热

情迎接伟大跨越，勇敢创造伟大史诗。要坚信历史主流

在我们这边，人类进步趋势在我们这边，既看到中华文

明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也深刻认识复兴之路的艰巨艰

苦。同时，我们还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要正

确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不仅要写好过去的历史，

也要写好新的经验和形象，更要经由经验和形象，写出

背后浩大而澎湃的历史主动精神，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强劲的文学动能和持久的精神力量。在这个

意义上，只有把握历史主动精神，才能创作出新时代的

新文学。要努力创作更多富有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

术价值的精品力作，在新的伟大征程中意气风发地走向

文学事业的星辰大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文

学力量。

推动新时代文学起高峰，就要正确认识新时代文学
的基本特征。快速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使中国成为一个

充满未来感的国家。文学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时代的号

角。柳青说得好：“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

柳青的话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清晰

表述，这一经验对于新时代文学创作依然有积极意义。

在百年历史上，我们有五四新文学，有社会主义文学，有

新时期文学，还有新世纪文学的提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文学随之而出。新时代文学是书

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凝聚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文学；新

时代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激励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文

学；新时代文学是以提高质量为根本、奋力铸就艺术高

峰的文学；新时代文学是以创新为动力，勇于拓展新空

间、塑造新形态的文学；新时代文学是坚定文化自信、光

大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新时代文学是主

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有力证明文学地位价值尊严的文

学；新时代文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学；新时代文学就是参与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体现广大人类关怀的文学。新时代的文

学，既“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又有属于新时代

的内容、形式和情感；既属于时代，属于中华民族，也属

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新时代文学起高峰，就要全面推进新时代文学
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广大作家

勇攀艺术高峰。讲话引用了李白的诗句：“大鹏一日同

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把李白和盛唐与今天的文艺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相比拟。如今，中华民族历史

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和如此接近的目标，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新时代

文学要涌出这种气势、气魄和气象，为中国故事立心，为

中国精神赋形。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源流相汇、沛然前行，让中华文脉永葆星汉灿烂的壮

阔气象。这就要求我们要向着历史的深度、社会的广

度、生命的力度和艺术的难度进发，在现代化新道路中

开拓新的艺术空间，在文明新形态中塑造新的文学形

态。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文学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呢？一是浮躁。二是功利。三是缺少原创能力。四是

有数量缺质量。五是有高原缺高峰。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不断提升作

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不断推动新时代

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要求我们必须全面推进新时代

文学高质量发展。在我看来，作家不接地气，就会断

气。深入生活，不仅是要“身入”，而且要“心入”、“情

入”。文学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可以说，没有源于生

活，要想高于生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生活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生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人民与文艺、生

活与创作关系的最精辟的概括。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每

一个人对于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对

新时代文学的壮阔前景满怀信心和期待。新时代文学

不在别处，它就在我们前行的路上，经由我们笃定恒心、

精益求精的创造而徐徐展开。

推动新时代文学起高峰，就要推动中原大地的文学
起高峰。从高原、高地到高峰的跨越是一个台阶紧接着

一个台阶。在文化的高原上积土累进，形成民族精神的

高峰，是新时代中原文学的努力方向。李凖的《黄河东

流去》、杨兰春的《朝阳沟》是一个很高的标杆。中原作

家群在新时期文学中不同凡响，独树一帜，在新时期文

学中作出了独特贡献。李佩甫一辈子执著，活出了自己

的精彩。他经常说：“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他自20世纪

80年代就专注书写豫中平原乡村，几十年来初心不改，

一部接一部地写出了《城的灯》《生命册》等作品，对时代

经验进行了有力表达。李洱也是如此，他以《应物兄》写

出了时代的新质。这些都激励我们要用情用心用功书

写中原大地的时代传奇，创作出更多属于新时代中原文

化的精品力作。可以说，所有发生在中原这片辽阔大地

上的故事，都是中原文学创作的源泉。中原大地、中原

百姓，是我们写作、创作的宝藏。例如，跨境电商、中欧

班列，就展现了新时代河南的巨变。我们要深刻认识乡

村的历史性变化和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发展前景，在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书写新农村。要通过乡村振兴，

写我们的乡村巨变，写我们国家、我们省“强起来”的过

程。河南的作家也许没有人家有“趣味性”，但是我们有

力量感。用李佩甫的话说，我们河南作家不是比衣服，

而是比肌肉。在这里，文学的力量是能够被真实感受

的。我们要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河南恢宏气象，通

过对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炎黄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我们要坚定地行

走在中原大地上，向最高峰努力攀登，努力在高原、高地

之上再建高峰，铸就新时代中原文学高峰。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中国不乏生动的故

事，关键要有讲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

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新时代呼唤感应时代精神、体

现时代高度的大师、大家、史诗、杰作。在新时代新征程

的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作家艺术家展示出来的是一个

登攀者、跋涉者的身影。如今，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跋涉

与攀登。新时代文学的高原上，定会出现更多探索的新

足迹，铸就不朽的新的高峰。“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

豪迈，前程远大”，这是对新时代中国的一种形象描述。

我们要把深情、深度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史诗作

为新时代文学的崇高追求，支持作家艺术家大胆创新，

聚精会神攀登艺术高峰，书写新时代文学的云蒸霞蔚、

群星灿烂，努力开辟新时代文学气象万千、群峰耸峙的

壮阔境界！

（作者系河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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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讲话精神 书写新时代新华章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

深刻指出：“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

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

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

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

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

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我

理解，深刻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紧跟时代步伐，勇立时代潮头，上接文

艺理想天光，下接官兵生活地气，记录

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把

新时代的文学写进官兵心里，把记录

新时代的笔迹印在强军路上，是军旅

作家的新使命。

“文者，贯道之器也。”新时代新征

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奋斗

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军旅作家决不能

袖手旁观，做局外人，决不能置身事

外，做游离者，要主动融入浩浩汤汤的

时代大潮，奋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强军梦的征程上。在这

个波澜壮阔、百舸争流奔涌向前的进

程中，流下自己的汗水，留下自己的文

字，用深情的笔墨记录壮美时代，讴歌

奋斗时代，礼赞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人民，是军旅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军旅作家，首先应该永远牢

记文艺战士的身份，始终不忘为兵的

初心，把这个初心时常擦亮，才能不迷

航、不转向、走得远、走得正。我军的

文艺队伍和文艺事业，从井冈烽火走

来，从雪山草地走来，从延河宝塔走

来，一路走进了新时代。历史已经证

明，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军队文学始

终是时代最刚强的音符，始终是军队

最鲜亮的名片，是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新时代强军路上，军旅作家有责任

为国家强盛、军队强大注入铁血阳

刚、勇毅魂魄。军旅作家应该胸怀

“国之大者”，把艺术理想融入强军伟

业，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官兵、

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创作更多

反映时代呼声、展现官兵风采、振奋

战斗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文学作

品，为进一步强固信仰、鼓足士气、

淬炼思想加油，为强军兴军、迈向一

流提供文化支撑。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题材，伟

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作。党的十八

大以来，人民军队浴火重生、全面改

革、全面重塑，从南海之滨到北疆大

漠，从东北丛林到雪域高原，广大官兵们立下冲天强军志，奋斗建功新

时代。部队凤凰涅槃的变化和官兵热火朝天的生活，为军旅作家提供

了无比丰厚的沃土。在强军事业比天大、人人争戴大红花的时代里，军

旅作家不能缺位、不能失语，需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用我们连通血气

的墨水，由衷地向奋斗着的英雄致敬。军改后，自己的工作与写作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参与了一些英模个人和群体的事迹材料撰写，从“时代

楷模”王锐、75集团军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大学生女兵群体、“扫雷英

雄”杜富国到习主席回信的“硬骨头六连”，作家与机关干事一起“联机

作业”，挖掘感人事迹，描绘生动细节，共同书写新时代的强军故事。我

还参与了存史留史工作，编写年鉴和党史军史。完成这些任务，很多时

候是与大家一边学一边干，摸着石头过河。这些工作，与正式的文学创

作是有区别的，但大气磅礴、气壮山河的强军使命在召唤，觉得自己责

无旁贷。一句话，哪里强军事业红火，我们就扑到哪里去记录；哪些人

强军事业干得漂亮，我们就挥笔去书写。作家的长处是用官兵听得懂、

听得进的生动语言，把强军事业用心描准描细，为威武雄壮的强军时代

讴歌放歌，心灵与时代同频共振，笔端与官兵息息相通。

“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在边关，一代又一代青春少年，远

离城市的热闹，新脚印覆了旧脚印，新描红艳了旧描红。在基层，一个

又一个英雄连队，赓续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他们过着像复印机复

印出来的日子，却一步一步地推进着强军事业。正是这些基层官兵和

连队，用奋斗挺起了人民军队的脊梁。我们应走进他们，与他们同吃一

锅饭，同唱一首歌，体悟他们的喜怒哀乐，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

们的家国情怀，这是文学创作的必须，也是军旅作家的使命。

作为军旅作家，应该永远记住，在基层一线流血流汗的官兵，才是

最值得我们大写特写、大书特书的人。也只有从这个视角看去，创作才

不会脱离“人民”。书写强军故事，不仅是时代所需、使命召唤，也代表

着我们对基层官兵的根本态度。作家们只有放下言不由衷的夸夸其

谈，放下养尊处优的高高在上，用蹲下来的姿态、最虔诚的内心对待基

层官兵，才能写出饱含真情的文字。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记录英

雄、书写英雄，弘扬英雄主义，是军事文学的重要特质。新时代，强军精

武的英雄最感人，许党报国的官兵最可敬。这几年，我写了更多的纪实

文学，比如写王锐的《战车 809》、写“硬骨头六连”的《罗浮山下锻硬

骨》，写“扫雷英雄”杜富国的长篇纪实文学《杜富国》，真不敢说达到多

高艺术水准，但我敢说它们都饱含着对英雄的礼赞和真情。这几年，我

还完成了几届“强军标兵”颁奖典礼的总策划、总撰稿工作。在这个过

程中，我体会到：把每一位标兵的事迹写清楚，把标兵的“画像”画传神，

把颁奖词写豪迈、写精彩，也是向标兵致敬、向英雄致敬。最开始接任

务，的确矛盾过，这些写作与文学创作比较远，但随着走近他们的故事、

走进英雄内心，我深深体会到，这个过程也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升

华。军旅作家应该记住记录时代、礼赞英雄这一永恒主题，用浓墨重彩

礼赞英雄、讴歌英雄，把英雄时代的印记留下来，把英雄的事迹写下来，

把英雄的形象树起来，把英雄的精神传开来。

“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文艺要塑造

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对于军旅作家来说，艺术理想要追求一

辈子，文人初心要坚守一辈子，少一点人生得失的“碎碎念”，多一些书

写强军事业的心心念。古人说，“文以载道。”中国文学从来都有教化人

心的使命。要教化人，先做好人。在改革强军大潮中，我从繁华的广州

五羊新城，到了南宁一隅的五象岭，虽然离家远了，离舒适生活远了，但

离强军事业的主体战士们更近了，离强军路上的奋斗者们更近了，这是

创作之幸、人生之幸。作家的风骨应该是，生活中做个实在人，行文里

流露真性情，遇大事体现真担当，奉天道、守正道、走大道，积跬步、汇细

流，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做堂堂正正人、谋清清白白事、写真情实

感文，放歌强军新时代，书写强军新时代。

（作者系军旅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