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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

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

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

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

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

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

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我们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

科学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

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聚焦新的历史使命，文学创作必须为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作出历史性贡献。

一、历史使命：文学是推动文明
转化的重要动力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

的风貌，最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欧洲工业

革命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产的工

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世

界。先发国家凭借技术、资本、市场，乃至于金

融、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占据了发展的制高

点。现代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

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筚路蓝缕，自强自立，不

断探寻走上现代化的正确路径，终于在党的领导

下不断团结奋斗，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成就举世

瞩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发

展取得了让世界惊讶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体

现在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进步中，也体现在文化的

兴盛与繁荣中。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更有信心与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为人类的进步探索了新方法，积累了新经

验，开辟了新路径，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征程中奋力前行。这是我们所处的历

史方位，也是文学繁荣的崭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

文化建设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创造属于我们

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

这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新使命。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文

学从未缺席，从未失声，总是敏锐地表现出感国

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重要

作用，极为生动深刻地描绘了中华民族觉醒、奋

斗、进步的光辉历程，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变革、

兴盛。清晚期著名的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黄

遵宪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

能拘牵”，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要求诗歌要为改良

主义服务，希望通过改良为中国找出新路。辛亥

革命之后，文学的变革进一步为人关注，形成了

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学

革命推动文化变革，进而推动中国赶上时代的步

伐，走向现代。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成为

新文学运动的旗手，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社会变

革进步的推动器。抗日战争爆发，广大作家或深

入抗战前线，直接投身抗战，或留驻后方从事宣

传、动员等工作，涌现出一大批表现中国人民浴

血奋战、牺牲救国、追求独立的优秀之作。这一部

部记录英勇悲壮历史的文学佳作，鼓舞了全国人

民夺取胜利的信心与决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作家努力探索中国文学的创新之路，涌现出一大

批表现新中国建设、改革的华彩之作，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审美形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

十年代初以来，中国文学继续表现出敏锐的洞察

力、生动的表现力，呼唤改革，歌颂创造，表现了

新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进步。在这样的历史进

程中，文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时代变革

的先声、人民意愿的抒写。文学自身也完成了从

旧文学向新文学的革命性演变，并继续完成了自

身的民族化、大众化转化，形成了极具时代特征

的审美范式，成为真正的人民文学，为中华文明

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中华文明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最突出的就

是从未中断的连续性。人类古典文明是人类早

期生产生活形态的结晶。但是，在漫长的发展进

程中，世界上最早的原生文明陆续中断。唯有中

华文明一直葆有强劲的活力，绵延至今。一个非

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明在自身的发展中，能

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实现从既有的旧形态向应有

的新形态的转化蜕变，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创

造力。中华文明的古典形态华夏文明是人类文

明的宝藏，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范式。随着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要求出现新的能够与其相

适应的文明形态。我们的先祖在不断的实践中

推动了文明的转化，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新的发

展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机，创造力得以增强，生

命力得以延续。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阶段。文化、文明也在发生

着新的变革。这一转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

义与现实意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更自觉地实现

转化，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显然，对这一历史性的转化，文学负有极为

重要的责任，承担着十分光荣的使命。相对而

言，文学能够更为敏锐地感受到人民的意愿、社

会的变革、时代的动向，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能够更为形象、生动地表达正确的价值选

择、历史判断、情感形态，更便于人们的接受认

可；能够更鲜活地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

劳动、生活的真实形态与相应的情感形态、精神

风貌，成为历史的缩影；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提供

美的欣赏、引领，以及潜移默化式的濡染，以提

升、净化人的心灵。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文学

将更积极地对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观念形

态产生无可替代的作用，帮助人们从传统中发现

现代，从现实中走向未来，增强历史自觉、文化自

信、创造精神，推动中华文明由传统形态向现代

形态的转化。

二、现实品格：文学要为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提供精神启迪

任何文明形态的出现，都是现实社会生产生

活的结晶，表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特

征。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中，经

历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在当下，整个

社会生产呈现出一种丰富性和交叉性。进入工

业与商业社会，信息化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形

态，但农业、畜牧业、传统手工业与传统工业仍然

是整个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工商

服务业、现代金融贸易业、现代交通信息业等已

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支柱。空间的缩小、时间的

改变，社会关系的调整，伦理结构的新建，以及人

的精神、情感世界的重塑，都对人的生活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呼唤更多具有现实品

格的文学作品。文学虽然并不一定为解决具体

的现实问题提供方案与政策，却承担着表现社会

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对人的精神世界所产生的作

用的责任，需要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积极的精神

启迪与思想引领。在人们的生活被科技、大数据

“操控”的条件下，人的主动性如何体现？在更多

的人离开乡村涌向城市的情况下，人的情感与精

神有哪些改变？在农村人口日见减少、农业问题

进一步凸显的趋势下，土地与人的关系如何连

接？进入城市之后的人们，又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灵？等等。这些问题很可能是社会问题，但更是

人的精神情感问题。文学不可能回避这些问

题。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敏锐而生动地表现出人

在时代急剧变革中的经历和感受、智慧与能力，

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闪射出照亮未来的光芒。

虽然文学并不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存在，但仍

然会在形象化的表达中流露出对未来的期待、对

价值的选择。这种期待与选择是建立在人对现

实认知的基础之上的，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形成

的，是人仍然没有丧失理性的证明。内在的情

感、精神会不自觉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也正因

此，文学应该表现出人的行为活动、精神世界、情

感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质。这种特质是源

于现实生活的新变的，是人在现实社会中不同于

以往的新努力、新追求中形成的。

在社会发生变革的条件下，人的精神世界、

情感形态也将发生变化。随着现代社会流动性

的空前增加，人们会表现出对现实认知更大的开

放性、包容性，但也可能会出现情感的疏离性、陌

生化。传统的血缘关系、亲情关系乃至于家族关

系会削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资本的

力量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价值选择。人，以及由

人构成的社会需要在这样的语境中保持理性。

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消费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

动力。但是，随着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等现象对

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人的欲望会进一步

膨胀、强化，甚至泛滥。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人的奋斗精神在增强，规则意

识、法制意识、变革精神、开放精神、包容品格、协

作思想、共同体意识等在日见强化。人的精神世

界、情感形态、价值观念在这种变革中将重新整

合构建，显现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品质。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十分需要文学表现出人

的理性精神、正确选择，需要文学发挥自己的独

特作用，用生动的形象、感人的故事、美好的情感

来净化、提升人的心灵世界，增强人们积极健康

的精神品格，使人民更加团结奋发，社会更具创

造活力，情感更为强健美好。文学面对的是一个

发生了巨大变革的时代。新的现象次第而出，新

的问题不断产生。人们需要适应这种变革，形成

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性认知，认识到历史发

展的必然性。那些具有主动性的作家可能会有

意识地表现这种历史的必然性。而另一些作家

可能会在自己的创作中，源于生活的真实与人之

理性，无意识地表现出历史的可能性。不论是有

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们都将为我们的现代化

建设提供精神的启迪。他们写出的作品是我们

正确走向现代化进程的艺术记录，是历史必然性

的文学表达。

三、审美形态：文学要努力推动
现代审美体系的构建

中华审美具有独特的品格。它既强调人的

内在感受，同时也重视审美的社会功用。对此，

中华典籍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比如，强调创作是

由于创作者内心世界受到外在存在之物象的触

动后形成的。关注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

注重主客之间的必然联系，体现了中华哲学认识

事物的方法论，揭示了审美活动的多样性。它与

只强调事物的某一方面，忽略或遮蔽了事物其他

方面的方法是不同的。如《乐记》就认为，音乐是

从人的内心产生的，是“人心之动，物使之然

也”。正是人的内在世界受到了外在之“物”的触

动，才能够产生音乐这种艺术。但是，不同的人

对相同事物的触动是不同的。人的认知、心态不

同，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不一样。所以《乐记》又指

出，“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

其声”。就是说，那些先贤们对人内心世界受到

外在物象的触动而生发出来的情感是很慎重的，

希望作品表达出来的心志是符合礼的要求的，其

音乐是能够使人和顺协调的。他们认为，人内心

情感的表达并不是无节制的，而是要符合一定的

艺术规则与社会要求。“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乐

能够体现礼，使情感的表达既符合礼的要求，又

符合乐的规律，达到“皆得”的状态，就是“有德”，

就是符合道之法则的。这种既强调内在情感的

重要性，又重视表达的社会功用的审美要求具有

极为深刻的辩证精神，是中华传统审美文化具有

现代意义的生动表现。

中华审美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既对其

他地区的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不断地借鉴了

外来审美中于我有益的方法、理念，丰富了自身

的形态，增强了发展的活力与审美的魅力。如

“道”“自然”等范畴就深刻地影响了亚欧地区的

审美。意象派诗歌就明确宣示要借鉴中国古典

诗歌，特别是唐诗的手法来改变欧美诗歌过于抽

象的概念化弊病。同样，中华审美也大量地汲取

了其他地区的有益成分。中华现代审美体系的

形成必定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吸纳

外来有益成分的转化与创新。

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研究梳理中华审美的

基本形态、价值范畴、方法论，把握审美自身的发

展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辨析其在今天仍然具

有鲜活生命力的原因、规律，进一步打牢理论根

基，增强文化自信。要认真研究梳理中华审美在

人类审美活动中的贡献、特色，不能唯他人是

从。中华文化中重感悟、重内心、重整体的方法

论，中华审美中强调内在心灵与外在物象的相互

作用，强调想象、意境、神韵等创作论，以及言志、

美善、教化等价值论等，对今天构建中华现代审

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要认真研究梳理

中外文化交流融汇中产生的新变及其规律。特

别是要重视中外艺术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以

及沟通互融、转化新变的理论基础、实践成效，以

及相似或相近的现象。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

极地促进其转化新变，为我所用，使新时代的文

学在文明的互鉴融合中显现出新的活力。

荣格提出了影响广泛的“集体无意识”理论，

强调作家艺术家是“集体的人”，集体无意识是整

个种族的“原型”，是“人类精神世界和人类命运

的一块碎片”，是使作家艺术家与整个族群联系

在一起的纽带。英国新批评的代表人物艾略特

则认为，诗人只有努力使自身融入到伟大的传统

当中，才可以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他

强调有一个包括一切不朽作品的文学传统，形成

了完整的、可以吸纳新事物的不断变化的体系，

个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其影

响越是深刻，作家就越可能有成就。不论是从人

类心理角度出发的荣格，还是从文化传统角度出

发的艾略特，都强调作家艺术家个人不是孤立

的，不可能脱离“集体”——族群、传统——已有

文化的影响。这些论述虽然切入点不同、方法论

各异，但都强调集体的心理记忆与传统的文化影

响对个人创作的作用。我们需要不断继承优秀

传统，赓续中华文脉，深入社会实践，不断增强对

中华传统审美的认知，在吸纳借鉴的基础上创造

属于新的时代的现代审美形态。

艺术形象的塑造考验着文学的创造能力。

文学要生动、深刻地表现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

革与进步，展现人民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塑

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形象。屈原的《天问》中对

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苦苦思索的“追问者”，是那

一时代中国人探究世界本源、拷问人生价值的典

型形象。《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等是传统

社会走向现代的萌动时代对人的价值、意义进行

探寻的“苦思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

们生动塑造了一大批思想者、实践者，他们是中

国社会的“改革者”。进入新时代，社会生活的丰

富性日见突出，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人物更加

多样。他们体现着源于传统的现代特性。文学

应该塑造属于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独特而典型

的艺术形象。

中国文学已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活

跃。文学活动此起彼伏，文学形态更加多样，文

学作品如花似锦。但是，在如此繁荣活跃的情况

下，仍然需要紧跟时代变革的脚步，为社会创造

更多的优秀之作、高峰之作、划时代之作。要更

加理性地思考在经过又一轮的译介、吸纳、借鉴

的热潮之后，如何使外来艺术手法、创作理念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时代意义的

表现手法、理论范畴与审美形态。要更加有效地

抵御市场的诱惑、利益的迷障，把情感与才华更

集中地投入到创作之中。要努力提升自身素养，

拓宽视野、提高站位、提升境界，在关注个人感

受、命运与价值的同时，更加生动、深刻地体现民

族品格、社会本质、时代精神与历史发展的必然

要求。

构建中华现代审美体系，是建设中华现代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立足中华美学优秀

传统，继承中华美学优秀品格，着眼于现代化建

设的实践，以开放包容的精神有效吸纳借鉴外来

有益元素，推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

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彰显中国

风范，形成富有审美魅力的中国话语体系与理论

体系。这是文学创造者和理论工作者必须承担

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聚焦新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杜学文

那些具有主动性的作家可能会有意识地表现这种历史的必然性。而另一些作家

可能会在自己的创作中，源于生活的真实与人之理性，无意识地表现出历史的可能

性。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们都将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的启迪。

他们写出的作品是我们正确走向现代化进程的艺术记录，是历史必然性的文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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