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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今天开幕了！这是全国广大少数

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的一件大事、喜事，是中

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各

位代表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中华各民族文学交相辉映、携手

共进的历史。回望来路，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共同缔造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

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也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文化

权利，这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条件。广大少

数民族作家，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见证着中华大

地上震古烁今的巨变，记录着各民族儿女革命、建设、改

革开放、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70年来，弘扬爱国主

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讴歌时代进步始终是

少数民族文学最为昂扬的主旋律，多民族、多语种、多门

类、多梯次，深具实力和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壮

大，从创作、翻译、出版、评论到研究、教学的少数民族文学

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家的作

品，不但深受本民族群众喜爱，得到各民族同胞的共鸣与

认同，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进入世界读者的视野。70年

来，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的创造使得中国精神的星空更加恢

弘灿烂。在此，请允许我向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筚路蓝

缕、鞠躬尽瘁的前辈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向为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翻译、理论批评和少数民族文学组织工作辛勤

奉献的同志们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这些天来，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每一座山川，每一

条河流，都为中华儿女的自豪和喜悦所浸染，全国各族人

民正在共同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全国广大文

艺工作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五年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回顾和展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道

路，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和憧憬，充满创造的渴望与激情。

值此之际，召开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具有

非同寻常的意义。接下来，钱小芊同志将代表中国作家

协会党组书记处作报告，我想在这里提出三个词与大家

共勉。

第一个词是团结。10月1日，我们都观看了天安门广

场上的盛大庆典，其中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大会开始的时候，广场上响起了隆隆的礼炮，我们一下

一下地数着，一共 70 响。后来我知道，这 70 次轰鸣是由

56 门礼炮发出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中华各民族人民

团结奋斗的象征，过去70年的光辉道路是我们大家手挽

着手、肩并着肩一起走过来的，团结就是我们奔向共同的

光明前景的力量之源。

关于团结，习近平总书记用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他说，中华各民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他

说，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建设各民族共

有的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想，一个中

国作家，不管来自哪个民族，都要把这些话牢记在心，作

为我们的根本信念。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最深层、最根本的是文化

认同。少数民族文学对本民族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具有

特殊重要的影响，文学的交流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各

民族作家是园丁是耕耘者，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牢记，我

们手中的笔要让各族人民的心贴得更近。这是我们的神

圣使命，这是我们的重大责任。

第二个词是时代。今年，我去了新疆、内蒙古、湖南，

到了一些民族地区。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每一次都是兴

奋的、惊喜的，因为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强劲步

伐，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创造美好新生活的激情和伟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一带一路”，乡村振兴，

生态文明建设，等等，我们的边疆民族地区正在成为新时

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热土，在这里，你能够鲜明地感觉到

一切都在变、在前进，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与人

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乃至根本

性的变革。

——这就是新时代，这就是大时代。在这样的时刻，

我自然会想起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如果说，传统的

史诗保存着一个民族对于创世的记忆、对于民族历史和

英雄业绩的记忆，那么，就在我们的身边，新的英雄业绩

正在展开，民族生活中改天换地的重大历史变革正在发

生，这个时代的作家们，能不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期待的那

样，像各族人民期待的那样，书写民族的新史诗，记录和

讴歌这个伟大时代，刻画和讴歌这个时代的英雄？我想，

这是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根本课题。

第三个词是创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经取得了辉

煌成就，在中国文学的辽阔疆域中占有耀眼的位置。但是

我们要看到，在新时代，艺术创造的新的可能性正无穷无

尽地向我们敞开。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回应人民对美好精

神生活的新期待，如何有力地准确地表达民族生活和民

族经验的变化，如何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映照下省思

和光大民族文化传统，如何在本民族传统与中华各民族

传统的交流交融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

以独特的精神风貌和艺术语法参与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

的对话，所有这一切，都有无尽的文章等着我们去做，都

伸展着探索创新的广阔天地。

创新是文学的生命，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新时代

少数民族文学必将充满生机和活力。只要我们像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的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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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定能够

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

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

团结、时代、创新，我想，这三个词也是三个课题，摆

在少数民族作家面前，摆在所有中国作家面前，等待着我

们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回答。

同志们，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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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

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也意味着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迎来了崭新的宽阔的发展空间。推动中国社会主义

文学繁荣发展，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

各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共同的事业和使命。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用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和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创作，

以更加澎湃的激情，投入到各民族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

火热实践中，以更多优秀作品回应伟大时代的丰盛馈赠，

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会议开幕辞

（2019年10月14日）

□铁 凝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0月14日，由中国作协和

国家民委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

在京开幕。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并致开幕辞。中国作

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出席并作工作报告。国家民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郭卫平出席并致辞。中国作协副主

席吉狄马加主持会议开幕式。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阎晶明、白庚胜，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丹增，中国少数

民族作家学会名誉会长玛拉沁夫，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邱华栋，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扎西达娃、叶梅、冯艺，中国

作协名誉委员叶广芩、包明德、买买提明·吾守尔、晓雪等

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高举民族团结进步的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回顾总结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总结工作经验，研究

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举措，团结带

领全国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开创新时代我国

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新局面。

铁凝在致辞中对各位作家代表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向为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辛勤奉献的作

家和文学工作者表示崇高敬意。她说，一部中国文学史，

是中华各民族文学交相辉映、携手共进的历史。新中国

成立以来，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

围，见证着中华大地上震古烁今的巨变，记录着各民族儿

女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70

年来，弘扬爱国主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讴歌

时代进步始终是少数民族文学最为昂扬的主旋律，多民

族、多语种、多门类、多梯次，深具实力和才华的少数民族

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从创作、翻译、出版、评论到研究、教

学的少数民族文学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少

数民族优秀作家的作品，不但深受本民族群众喜爱，得到

各民族同胞的共鸣与认同，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进入世

界读者的视野。70年来，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的创造使得

中国精神的星空更加恢弘灿烂。

铁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迎来了崭新的宽阔的发展空间。在新时代的新

征程中，广大少数民族作家要正确对待“团结”、“时代”、

“创新”三个课题。过去70年的光辉道路是我们大家手

挽着手、肩并着肩一起走过来的，团结就是我们奔向共同

的光明前景的力量之源。我们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

的那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建设各民族共有的

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作家要

真切感受到新时代的强劲步伐，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创

造美好新生活的激情和伟力。在我们的身边，新的英雄

业绩正在展开，民族生活中改天换地的重大历史变革正

在发生，这个时代的作家们要书写民族的新史诗。创新

是文学的生命，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新时代少数民族文

学必将充满生机和活力。在新时代，艺术创造的新的可

能性正无穷无尽地向我们敞开。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工作和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创作，以更加澎湃

的激情，投入到各民族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火热实践中，

以更多优秀作品回应伟大时代的丰盛馈赠，为推动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全文另发）

钱小芊在报告中全面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少数

民族文学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就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指示批示，对推动我

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全面部署。与此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民族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为创新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作协和各级作协积极引

导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传。这7

年来，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人才辈出、充满活力，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和理论批评欣欣向荣、硕果累累，少数民族文学园地百花齐

放、生机勃勃。各民族文学交流互鉴更加紧密，少数民族文学对

外交流日益活跃。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我

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

总结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基本经验，钱小芊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取得的成

绩，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艺工作、民族工作重要论述指导指引的结果，是党

中央坚强领导、亲切关怀的结果，是全国广大少数民族

作家、文学工作者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各民族作家精

诚团结、相互帮助的结果。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

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地执行党

的文艺方针与民族政策；必须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推动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促进我国

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互鉴；必须着力建设优秀的少数民族作

家队伍。

谈到今后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工作思路，钱小芊

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艺工作、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要组织广大少数民族作

家积极参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动和增强“四力”教

育实践，不断提升把握时代脉搏、反映人民心声的能力

与本领。继续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加

强“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培训”、“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

品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出版”、“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

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青年评论家培养”等项目建

设。通过举办培训班、采访采风、作品研讨和创作交流

等举措，加强少数民族文学队伍建设，积极培养少数民

族优秀文学人才。加强少数民族文学园地建设，发挥好

少数民族文学园地的重要作用。同时，增强作协组织的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改进工作作风、创新工作机制、

延长工作手臂、扩大工作覆盖，更好地为少数民族文学

事业发展和少数民族作家成长服务。

钱小芊强调，“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

上”。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中华文

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我们大有可为。全国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和文

学工作者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不忘初心，不懈努力，潜心创作，勇攀高峰，共同推

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共同丰富我国多民

族文学宝库，共同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

学篇章。

郭卫平在致辞中说，多年来，广大少数民族作家潜

心耕耘、用心书写，传承文化、颂扬时代，为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起点，面对新的使命，少数民族

文学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用心去体察，用情去书写，用力去劳作，创

造更多具有民族特色、群众喜爱的作品，让少数民族文

学之树枝繁叶茂、永葆长青。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不懈努力。国家民委将

一如既往地支持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加大对优秀民

族文学作品的宣传和推广，努力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搭

建更多平台，营造良好氛围。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自1980年以来，已经举

办了5届，走过了近40个年头。每一次会议的召开，都

强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第六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是在全国各族人民喜庆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热烈气氛中召开的，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召开的第一

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这是全国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喜

事。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推选的来自56个民族的205名代

表出席会议。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来自56个民族的56名“鲁

三十七”学员，中国作协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和国家民委相关部

门负责人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据介绍，本届会议为期两天，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司长隋

青、《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四川作协主席阿来先后为参

会代表作讲座；其间举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并安排

分组讨论和大会交流发言，组织代表们交流探讨各地繁荣发展

少数民族文学的举措、成就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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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 周玮 史竞男 王
思北）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奋

斗吧 中华儿女》以“奋斗”为主线，通过大型音乐舞蹈

史诗的形式，全要素运用交响、合唱、舞蹈、朗诵、情景

表演等舞台手段，再现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民族独

立、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伟大历程，获赞“为人民树碑、

为新中国立传、为新时代放歌的艺术作品”；9月30日

至10月7日，我国电影票房以50.5亿元创同期历史新

高，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点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

机长》《攀登者》领跑，创作者通过类型化创作和艺术创

新，与观众的爱党爱国信念和拼搏奋进激情共鸣共

振……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

礼，是艺术创作从高原向高峰的奋力冲刺。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五年

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呈现出令人振奋的

崭新图景——

作家艺术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进

一步深入生活聚焦现实，潜心创作深耕不辍，用心用情

用功抒写伟大时代；电视剧《海棠依旧》《绝命后卫师》

《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电影《战狼2》《流浪地球》

《哪吒之魔童降世》，图书《海边春秋》《战上海》《主角》，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广播剧《“事儿妈”宋小娥》等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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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获奖作家合影五位获奖作家合影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于

10月14日晚在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为获奖作家颁奖。他强调，要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面精神旗帜，坚持人民立场，强

化历史担当，满怀时代激情，创作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为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黄坤明向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表示热烈祝贺，向所

有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作出贡献的作家们表示感谢。他指

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广大作家艺术家深

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深入群众、扎

根生活，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结出累累硕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作家艺术家牢记初心使命、坚守

艺术理想，用生动的笔触描绘光明宽广的中国道路，用饱满的

热情激励顽强奋斗的中国精神，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再立新功、

再创辉煌。

黄坤明、王晓晖、铁凝、吉狄马加、李敬泽分别为获奖作家

梁晓声、徐怀中、徐则臣、陈彦、李洱颁奖。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主持颁奖典礼，中国作协主席、第

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主任铁凝致辞，来自各界的代表600余人

参加颁奖典礼。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颁奖典礼举行

黄坤明出席并会见获奖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