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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脚步执著地从远古走
到今天，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
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真
切生动展现了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海
的发展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
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
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
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
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
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证实：良渚遗
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中华文
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
的过程，最终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
期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
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现探明
的六大遗址有：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
南灵宝西坡遗址、与传说中尧时代时
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能是
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可
能是夏启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
还有考古学界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都城
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大师姑遗址。这
六大遗址年代先后衔接，时间上大体
从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为了
解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
迁、王权发展的程度以及当时的自然
社会环境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上下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如黄河长江滋
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乘风破浪、一
路前行。

文化与文明的联系与区别

厘清文化与文明的联系与区别，
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
其价值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恩格斯说：“文明是
个历史概念，文明是和蒙昧、野蛮相对立的，是人
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文明是文化
中的积极成果，具有鲜明的经济社会和国家制度
特征，体现出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社会形态和发
展水平，显示出特定时期的社会秩序、精神价值。
文明相较之于文化的产生，时间为晚；而文化则伴
随着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而生成，具有鲜明
的地域性、群体性、民族性。如一个人的创造，如制
作风筝、画糖画等，不属于文化范畴，而当许多人
制作风筝、画糖画等，才是一种文化现象。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说：“文化
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
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
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泰勒
对文明和文化还没细分，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
夫·布朗却认为，文化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
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
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
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由此可见，过程
性是文化濡化、化成、沁润的鲜明特征。文化相对
自然而言，是人类独有的创造物，动植物界没有文
化；文明是以进步文化为基础的开化状态和发展
成果，没有进步文化的发展就不会有文明的发展。

先贤们所奠定的文明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
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
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据《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
药疗疾，救夭伤人命”。他为尝百草，一日之间而遇
七十毒。在与大自然、与疾病作斗争中，为后世医
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炎帝还发明了农具，教
人们进行农业生产。黄帝是我国古代部落联盟首
领，姓姬，号轩辕氏或有熊氏。黄帝当了部落首领
后，教人们建筑房屋、喂养家畜、种植五谷，还“制
衣冠、建舟车、制音律”等。黄帝的妻子嫘祖开始了
养蚕、抽丝和织锦。炎、黄帝一直被当作中华民族
的杰出代表，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海内外华
人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据《尚书·尧典》记载，尧的品质和才智俱是非
凡绝伦，“其仁如天，共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
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他即位后举荐德才
兼备的贤者，使族人能紧密团结，做到“九族既

睦”；又考察百官政绩，奖善罚恶，使政
务井然有序；同时注意协调各个部族
间的关系，教育老百姓和睦相处，因而

“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天下安
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尧令羲氏、和
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
法，颁布天下，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

“敬授民时”，使人民不致耽误农时。古
人将帝尧时代视为农耕文化飞跃进步
的时代。

这些先贤带领民众创造了那个时
代的丰富物质文化，而这个创造的过
程也无形中锻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和
精神，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
并随着后来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中华文明智慧的当代价值

翻检五千年来的文明史，中华文
明自始至终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
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
特质和发展形态，为当代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构筑了博大精深、
坚固厚实的文化根基。

在发展经济上，需要审视和吸收
传统经济中富国强民的发展智慧。孔
子希冀“足食足兵”，管子主张富国必
富民，荀子期待“上下俱富”。今天的我
们要升华传统富强观，正确处理竞争
与协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追求河清
海晏、物殷俗阜的盛德大业。此外，中
国古人提出的治理其财、用之有节的
节俭观，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义利
观，勤劳致富、取财有道的财富观，依
然适用于当下的现实。在民主政治方
面，需要审视和吸收民本政通的政治
智慧。中国古代先哲很早就认识到“以
民为本”的重要性，倡导“政通人和”，
同时强调“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

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日亦不足矣”（王安石）。这些
治国辩证思想，已成为融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的文化元素。在文化建设方面，需要审视和吸收
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思想智慧。历代先贤十分重
视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倡导道德上的完美典
型。孔子的“圣人”，孟子的“大丈夫”，庄子的“至
人”“真人”，黄宗羲的“豪杰”，都提倡通过格物致
知、正心诚意的方式，使自我修养达到一种高尚境
界，把人自身的心性修养推广到社会领域，担当起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使命。这种富有中国
智慧的文化自信，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精
神支撑和智力支持。

在社会建设方面，需要审视和吸收中国传统
仁爱和合的治理智慧。“和合”一词最早出自《国
语·郑语》：“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
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即商契能和
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使百姓安
定和谐地相处与生活。《管子》认为：“畜之以道，则
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
谐辑以悉，莫之能伤。”“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仁爱思想，对于引
导当代的社会建设依然富有启发意义。在生态文
明建设方面，需要审视和吸收中国天人合一的生
态智慧。“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不讲“人定胜天”，
不讲征服与被征服，使天道、地道、人道相互对应、
相互联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思想告诫
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在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集体学习中，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
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
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
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
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泰戈尔在《飞鸟集》中非
常辩证地描写道：“根是地下的枝，枝是空中的
根。”文化的根与枝、源与流，放在历史整体中，其
实是一以贯之、系统整一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古今
脉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转化，为当代社会发展赋
能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证实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为更好认识
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给出了历史的确证和科学的答案。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
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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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80周年。我们纪念《讲话》，重温
《讲话》的深邃思想和宝贵精神，就是要准确领
会和把握党领导百年文艺发展道路的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及当代价值，坚定中
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初心使命，引领广大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艺前进
方向，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论述，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文学创作
生产，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走好新时
代文学赶考之路。

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十分关心、格外
厚爱。党的十八大以来，除了主持召开文艺工
作座谈会，还连续出席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
协九大开幕式和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
大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先后给内蒙古乌兰牧
骑队员、老艺术家牛犇、中央美院老教授等回
信，亲切看望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的文艺界、
社科界代表，致信祝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
70周年，深刻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应势而
谋、顺势而为，科学回答时代之问，回应现实问
题，精彩描绘了文艺事业前进和发展的理论画
卷，围绕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
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
述，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
进，既有全面的继承性，又有新锐的开创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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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重申文艺工作的重要地位和社会主义文艺的
人民属性，为新时代做好文艺工作划定了遵
循、标示了航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开宗明义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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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
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
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
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这些重要论述，作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
艺地位和作用的根本判断，充分肯定了文艺事
业和文艺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非凡作用。与此同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解决好文艺工作“为
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谈文艺

“我是谁”问题，总书记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文
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是铸
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
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突出了马克思
主义文艺观一以贯之的“人民性”。谈文艺“为
了谁”问题，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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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艺“依靠谁”问
题，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
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真正做到了以人
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在进入
新时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
关键时刻作出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
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对当代中国
文艺实践作出了科学总结。这些重要论述贯
穿了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精
神，并同当下的时代课题、历史使命和文艺形
式高度结合起来，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时代
感。谈文艺“写什么”问题，总书记要求“承担
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
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
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

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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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
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
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阐释好”。谈文艺“怎么写”问
题，总书记指出，“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
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
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
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
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
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
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指
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底色、根基
和取向，文艺理论充满了中国文化的色彩和
音响，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和方向，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具有恢宏的历史视域、人类视野和世界眼光，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境界。习近平总
书记不仅从中国实际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
发展来看待文艺问题，而且把文艺发展繁荣放
到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放到世界各国
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大格局中去观察和思
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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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
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
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并提出“要立足中国大
地，讲好中国故事，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
大的胸怀、更为自信的态度，择取最能代表中
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塑
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
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谱写新篇章”，“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
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
引”。这些重要论述在文艺的世界性命题上取
得突破和创新，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

推动广东文学事业从高原向
高峰迈进

刚刚胜利闭幕的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提出，要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推动文化高质量发
展，塑造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文化优势。全省
文学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
新时代广东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文学家要坚守人民立场。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自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
把“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文学与人民的
联系，是一种内在的生命联系，是一根永远剪
不断的情感脐带、文化脐带和历史脐带。时代
在变，环境在变，但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性”的
灵魂始终未变。80年前，毛泽东同志振聋发聩
地提出文艺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8年
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高屋建
瓴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
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

‘剧作者’。”这一论断，用生动的比喻深刻阐释
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深
刻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新时代文学家要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学工作者的天职，把满足
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站在时代高处、观照当下，对社会实践
有深刻体验，对日常生活有深切介入，对人民
群众有深情厚意，把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
体，把人民作为文学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以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接受不
接受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

新时代文学家要讴歌伟大时代。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
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

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
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
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
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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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和
先行区，是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
要窗口、国际社会观察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
口，这为广东文学创作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
材。比如中国品牌企业（华为、腾讯）、中国桥
（港珠澳大桥）、中国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
中国车（高铁）、中国港、中国网，在改革开放的
大潮中涌现出的改革先锋、科技奇才、商业强
人、英雄模范、道德楷模，还有各行各业追梦圆
梦的普通劳动者，“双区建设”、横琴、前海合作
区建设、“一核一带一区”发展，全力做好疫情
常态化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都值得我们去书
写、去聚焦。新时代文学家要善于从当代广东
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从改革开放的伟
大事业中汲取精神力量,运用广东特色语言、
广东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广东故事，为广
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提供强大的精神
支撑和文化力量。

新时代文学家要攀登文学高峰。新时代的
文学高峰应当代表当代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广
视野和最高美学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作为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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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
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
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
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最终要落到出精品、出人才上。我们要把创作
生产更多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把推出更多
优秀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创新体制机制，激发
创作活力。要遵循创作规律，推动文艺门类全
面发展。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大力
推进文学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
大力推进文学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
展，博采众长，厚积薄发，推陈出新，创作更多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艺术震撼力强的“扛
鼎之作”，形成新时代广东文学的“高峰”。

新时代文学家要坚持文学惠民。积极满足
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文学是重要渠
道，文学工作者责无旁贷。我们要坚持促进满
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强化供需对接，提高文学普及效率。一方面，开
展文学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活动，
把文学送到普通老百姓中去。组织“红色文学
轻骑兵”活动，为基层作者和读者服务。组织作
家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源源不断的高品质文学供给。另一方面，加快
文学硬件建设。按照“时代的产物、文学的殿
堂、市民的空间”定位，将广东文学馆打造成为
岭南文化的标志地、大众休闲的目的地、湾区
交流的会客厅，让广大市民共享优质文学成
果。推动修葺广州市文德路红楼建设，策划组
织“广东左联作家纪念陈列展”，打造红色教育
基地。

80年，岁月如歌，江山如此多娇；80载，
薪火相传，风景这边独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了新的历史进程，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
战更严峻，文学事业大有可为，必将迎来新丰
收。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胸怀

“国之大者”，树立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光大
文学价值，勇攀文学高峰，共同书写更多新时
代的“创业史”，以优异业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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