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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纪念《发展权利宣言》
通过30周年国际研讨会”开幕

《美美与共》
叶文玲 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年10月出版

新书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

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对广大文艺

工作者提出了四点希望，其中第一点就是

“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

精神”。这一话题在作家评论家中引起强烈

共鸣和广泛回响，他们从不同角度谈到对文

化自信的认识和理解。

文化自信是在新的世界视野
和立场上的判断

叶辛说，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很受

感动。和两年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相比，开幕式上的讲话把有些问题更深化，说

得更全面了。比如关于文化自信、关于勇于创

新创造，说得很深刻很有针对性，有很多新的

见地。有些问题我们作家自己意识到了，有些

没有意识到，总书记给我们指了出来。

徐贵祥谈到，总书记的讲话视野高远，

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体现了

接纳、改造和融合一切先进文化的博大胸

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铺就了

中国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道路。

刘玉琴认为，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拥有的

文化价值的高度理解和认同、创新与转化。

它是一个民族在文化问题上所具有的一种

积极精神状态，体现为观察思考和推动社会

发展进程中，对于优秀传统的礼敬，对于现

实生活的关切，以及直面世界的从容和开创

未来的坚定。拥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我们才

不会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才不会走入“历

史虚无”或“全盘西化”的误区，才能在文化

繁荣发展的时代进行传承弘扬，进行创造性

的当代转化，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

的优秀文艺作品。

刘笑伟说，坚定文化自信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问题。凡是在世界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

国家和民族，在其发展进步的道路上都会孕

育出光辉灿烂的文化，都会迸发出影响深远

的思想。今天，伴随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

兴的进程，中华文化必将焕发出更加蓬勃旺

盛的生命力。作为军旅作家，要成为坚定文

化自信的排头兵。

有文化自信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文化自信对作家来说尤为重要，不少作

家纷纷谈到了文化自信对创作的重要意义。

范稳说，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坚定文化自

信的强调让他感触良多。他目前正在创作一

部关于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这让他更为深

刻地领悟到，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抗

战的伟大胜利，跟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

优秀文化传统有极为紧密的关系，这种自

信，传递了一个民族的信念和高贵的精神。

今天我们在和平年代，建设日益富强的祖

国，就更应该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树立起

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更加宏伟的文学

篇章。

徐坤说，我们要加强自身的历史文化修

养，坚定文化自信，明确我们的文艺创作是要

为着人民的，书写人民的故事，为人民鼓与

呼。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历史，来源于五千

年的文明史中产生的浩瀚文化经典，还来源

于当代，来源于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

红柯认为，文化自信出精品。作为陕西

作家，文化自信更有意义。陕西文学有两大

传统，一是古典文学传统，从《诗经》、汉乐

府、《史记》到辉煌的唐诗，到宋代思想家张

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担当；二是延安革

命文艺传统，红军到陕北，中国革命在西部

浴火重生，给西部、给陕西带来无限生机和

广阔的前景，激活了古老民族的生命活力。

我们要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坚定文化自

信，写出更多优秀作品。

陈怀国认为，作为军队作家，学习落实

总书记讲话，首先要从反省开始，找到问题，

找出差距。总书记在讲到文化自信时强调要

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在

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来不缺英雄，书写

英雄更是军队作家的天然责任，但是我们是

否尽到了这个责任？我们应该好好反省。

文化自信是我们走向世界的
基础和力量

文化自信的话题也引起了港澳台作家、

少数民族作家和青年作家的极大兴趣，他们

也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谈到了对这一问题的

理解。

陈若曦谈到，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背弃文化会上演历史悲剧。坚定文化自信，

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这些主张都非常重

要。广大作家要勇于创新，创作出具有鲜明

时代风格的作品，以文育人。

吴志良说，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深入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从中汲取有用的养分。

可以预见，文艺作品在未来必将出现新的厚

度、新的深度、新的高度。

李观鼎谈到，文化是文学之魂，在文学

创作中，一定要把文化自信落实到实处、细

处、深处。我们港澳台同胞的文学创作，与大

陆的相比，可能存在差异，但我们都要充分

认识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潘琦谈到，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总

书记对文化自信的强调，凸显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质和文化理想，

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更明

确、更开阔的文化建构。

娜夜说，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

衰、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作家只有在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境界

下进行写作，才有可能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

民的好作品。

弋舟谈到，作为一名青年作家，如何培育

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创作自信，一直

以来都是他写作中面临的最为重大的问题。

总书记的讲话为他打开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大

门。那就是，要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牢

固的根基。有了这样的自觉，才能以此为基

础，有力地增强我们创作时的雄心壮志。

文化自信为当代中国文学打开了一个

新的空间和视野，在坚定的文化自信的基础

上，相信当代文学一定能够讲好中国故事，

振奋民族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征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坚定文化自信 振奋民族精神
□本报记者 李云雷

据新华社电 12月4日，“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

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强调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希望国际社会以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新起点，努力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

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值此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利宣

言》通过30周年之际，各国代表齐聚北京，出席以“共享发

展：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这对促进国际

人权合作、推进各国和国际人权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强调，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

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本国

实际相结合，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增进人民福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效保障了人民发展权益，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着力推进

包容性发展，努力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创造条件和机会。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中国人民生

活将更加幸福，中国人民权利将得到更充分保障，中国将为人

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刘奇葆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表示中国是《发展

权利宣言》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中国坚定不移走适合本国

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不仅造福

了亿万中国人民，也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次研讨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共同举办，来自

4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50多名官员、学者等出席研

讨会。

本报讯 12月4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的

宁夏多民族文学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

主席吉狄马加、白庚胜，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吴仕民出席并致辞。叶梅、石英、石一宁、商震、

张涛、黄宾堂、王干、苏保伟、赵晏彪、李朝全、牛玉

秋、郭文斌、漠月等20多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

吉狄马加说，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宁夏显示出

突出的地理优势和文化优势。多种文化的交汇、悠久

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宁夏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

源泉。希望宁夏的作家能够在思想上多碰撞、多思

考，写出更多反映文化共融、见证西部发展的当代史

诗，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白庚胜说，一直以来，宁夏作家扎根西部、用心

创作，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民族发展、时代进步、文化

融合的优秀作品。研讨会将集中为宁夏作家近年来

的创作把脉，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有助于作家们创

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与会者从石舒清、郎伟、金瓯、李进祥、马金莲、

单永珍、曹海英、了一容、阿舍、马占祥等宁夏作家的

作品谈起，对宁夏多民族作家的创作进行探讨。大家

谈到，宁夏的少数民族作家是中国作家队伍中一支

朝气蓬勃的生力军。他们扎根泥土，深耕细作，静水

深流，艺术风格鲜明，精品力作迭出，反映了西部少数

民族尤其是回族人民特殊的生存景观和精神世界。在

他们的作品当中，回族人民命运的起伏跌宕，始终传

递了正能量的文学表述，渗透着回族人民坚定而执著

的价值追求，展示了充分的文化自信。期盼宁夏能够

加强理论与评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长篇小说创作能

力，努力创新，取得更加丰硕的文学果实。

此次研讨会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

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作协创联部、中国作协创

研部、中国作协外联部、民族文学杂志社、宁夏民委、

宁夏文联联合主办。 （刘晓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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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敦煌——甘肃画院美术创作工程：甘肃画院美术作品展”近日在京举行。此次展览是甘肃画院
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国际战略格局，响应甘肃省创建国家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打造敦煌画派，建设文化
大省”号召，全面开展“朝圣·敦煌——甘肃画院美术创作工程”的成果展示。此项工程自2012年启动，历时
5年，行程数万公里，甘肃艺术家们在敦煌开展临摹写生，沿甘肃少数民族聚集地采风、写生，创作出了一批
相关主题的作品。此次展览共展出艺术家们创作的百余幅作品。图为潘义奎的油画《黄昏》。 （辛 雯）

本报讯 第四届宁波文学周于11月24日至29日举行，叶辛、叶兆言、

柳建伟等作家与多家重要文学期刊的主编们汇聚一堂，为宁波文学的发展

再次助力。

本届文学周共安排三个大项：评奖颁奖板块、作品推介研讨板块、文

学惠民活动板块，共计十多项子活动。储吉旺文学奖的评奖颁奖是每届

文学周活动的重头戏，老作家尧山壁、青年作家周李立分别获得第四届

“储吉旺文学奖”大奖。於梨华青年文学奖是宁波市作家协会的一个重要

奖项，主要奖励宁波市范围内40周岁以下的青年作家，青年诗人张巧慧

获得大奖，徐海蛟和西维获得优秀奖。作品推介研讨板块今年有五个主

要的研讨会，它们分别是余姚青年作家群作品研讨会、帕蒂古丽作品研讨

会、北仑区青年作家群作品改稿会、镇海区吴鲁言小小说作品研讨会、鄞

州区作家群作品改稿会。文学惠民活动板块的内容比较丰富，其中有文

学高峰论坛、名家对谈会，也有网络作家、畅销书作家广泛参与的关于影

视IP改编的专题会。 （欣 闻）

本报讯 由延安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委员会和北京鲁迅博

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共同主办的“抗战中的延安鲁

艺”展览，日前在北京大学红楼举行。

据介绍，鲁迅艺术院（简称“鲁艺”）是1938年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艺术学府。1938

年至1945年，鲁艺根据形势需要，不断调整教育目标和教育方

针。延安时期，共培养本部及各类中短期班学员2000余名。抗

战胜利后，鲁艺迁往华北、东北等地办学。新中国成立后，鲁艺

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全国文学艺术界的骨干和领导力量。

此次展览展出了700余幅珍贵的历史、文献图片，展示了革命

文艺家在艰苦岁月里战斗、生活的历程，真实再现了延安鲁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动员、组织群众，为

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延安鲁艺引领抗战文艺和革命

文艺发展的历程。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23日。（崔颖颖）

本报讯 11月25日，陈启文长篇报告文学《大河上

下——黄河的命运》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由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安徽文艺出版社主办，水利部新闻宣传

中心协办。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中国作协报告文学

委员会主任张胜友等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主持，周明、范咏戈、丁临一、黄传

会、王宏甲、高伟、刘琼等与会。

《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约45万字，全面深入反

映了黄河源头至下游的水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工程建设

运行、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状况，涵盖黄河沿岸人

文地理、风土人情等多方面内容。与会者谈到，这是一部

真实的有关黄河的故事命运传记，作家以报告文学的方

式对黄河进行全景式描述，与历史、与世界、与未来对

话。这部作品思想深邃，审视历史，笔接地气，不避问题，

为读者更加真实、全面、系统地了解和认识黄河打开了一

扇窗。这是一部写黄河的历史之书、文化之书、文学之

书。为写好这部作品，陈启文耗时数年跋涉在母亲河的

沟涧溪湾，用心感受黄河的神奇壮美和岁月变迁。陈启

文说，他写每一部作品都要以扎实丰富的采访为基础，要

对得起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把每一个字写到位，这是他在

文学创作中永远的追求。

据悉，该书为2015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2016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在社会各界和广大

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该书也得到了海外出版界的关

注，目前已与德国、塞尔维亚等国家和地区达成了版权输

出意向。陈启文被水利部新闻宣传中心授予“水利文学

创作特别贡献者”。 （李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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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延安鲁艺”
展览在京举行

第四届宁波文学周异彩纷呈

本报讯 11月25日至27日，以“丝绸之源”为

主题的“第五届南太湖诗会暨‘丝路与诗路’研讨会”

在浙江湖州举行。本届诗会由浙江省作协、湖州军分

区政治部、湖州市文联、中共吴兴区委宣传部共同举

办，来自“丝绸之路”沿线省市区诗人代表以及湖州

本地诗人共80余人参加活动。

与会诗人围绕“丝路与诗路”的话题，从不同的

视角、不同的层面作了发言。大家谈到，丝绸之路既

是商品交流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而中国新诗也

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一匹上好的丝绸，与一

首具有生命穿透力的好诗，都要经过一番艰难与困

苦、孤寂与煎熬，甚至是涅槃的过程；丝绸是轻柔的

贴身的，诗歌是精美的贴心的，诗意的丝绸与伟大的

乡愁，骨子里都是美的。其间还举行了“丝绸之源”专

题诗歌朗诵会，诗人们纷纷登台朗诵自己新创作的

作品，大家的朗诵充满激情，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据介绍，南太湖诗会始于2012年，每年举办一

届，已成为延续湖州历史文脉的诗歌盛会，成为江南

地区重要的诗歌活动。

（欣 闻）

第五届南太湖诗会关注丝路与诗路

《美美与共》是作家叶文玲编著的艺术评论集，其中
的大部分文章是她自己撰写的，也收录了其他作者的评
论文字。这些文字既涉及她与画家们的交往经历，又涉
及对具体画作的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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