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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必须走弘扬和借鉴相结合的道路文艺创作必须走弘扬和借鉴相结合的道路
□□陈玉福陈玉福

文艺创作不仅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借鉴世

界优秀文化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文化建设，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重大时代命题，并强调“增

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

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艺创作

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要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美学风范，

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

事关民族独立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

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又要求深入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观念、道德规

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

时代风采等重要论述，站在全球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制高点

上，视野开阔，论断精准，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创造性，值

得我们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自觉遵循。

文艺之根深植于各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中，凡是在创

作中取得显著成就的作家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

浸润着民族文化传统的营养，滋养其作品的格调、气质和韵

味等。这些作品无不与民族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中华文化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

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资源。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

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论过去还是现在

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中国古典文艺是中华传统文化最精

彩的内容之一，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

说，都是中国乃至世界文艺发展史上的瑰宝，也都蕴含着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

就，虽然有开放进取的一面，但更多的来自于一大批作家从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厚营养。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本，是中国文艺想象力的不竭源泉

和深厚土壤，中国文艺只有把自己的根系深深地扎在生于斯

长于斯的这块土地上，从中华文化中汲取灵感和智慧，才能

书写出当代文艺的辉煌篇章。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

道德规范，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总结出了其中的内涵，有重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扶危济困、见

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这些思想理念和传统美德是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过程中逐

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

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

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

因，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国外不少有

识之士认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

界，为不同国家治国理政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可贵的参照。

文学艺术实践与社会道德建设是融为一体的，是中华文

化的优良传统，重视作品的思想道德意蕴是中国传统文学艺

术的重要特征。不同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都把中华文化的思

想道德观念与文学艺术的美学追求相交织，把修身养性独善

其身与忧患苍生兼济天下的思想相融合，以艺术的审美方式

传达着中华民族的哲学观念和道德理念，并对今天中国人思

想品德养成以及精神境界建构产生了深刻而又积极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政治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

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

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在这种趋势下，民族的

本土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同时也面临

着因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弱势而被边缘化，逐渐衰落甚至

消亡的危险，这些年出现了一种缺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

历史虚无主义，某些言论和作品否定中华文化与中国历史对

传统文化的奠基，极度漠视或肆意诋毁优秀文化。尤其是一

些网络文学和电视剧作品里，不时出现一些戏说历史、亵渎

经典的现象，有的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甚至于

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与最终理想。这些作品不但

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历史化去中国

化，而且这些现象和不良倾向无论是对艺术的繁荣进步，还

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都是十分有害的。在文明问题上完

全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这样

的创作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传统思想文化资

源，把这些涵养和体现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追求的思

想和道德精髓发扬光大，要继承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发

挥文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和道德

精髓转化成动人的故事和感人的意境，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形式表现出来，让这些蕴含着民族优秀文化密码的思想道德

精髓展现在当代中国人的眼前，渗透进当代中国人的血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

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

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

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和中华审美风范。

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学方面的重要体

现。美学是研究和探讨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特别是作为这

种关系集中体现的文学艺术的学科。它介于哲学与文学艺术

之间，哲学理论指导制约着美学和文艺学美学、文艺学理

论，反过来它们又丰富和充实着哲学。世界各民族由于受着

人类社会实践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制约，哲学美学和文

艺学都具有一定的普遍规律和共性，又由于各民族历史条件

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使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哲学美

学和文艺学往往体现着本民族的某些特殊规律和个性。中华

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美学方面的重要体现，蕴含

着中华民族对文学艺术独特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美学理论创

造。中华美学精神来源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理念。

在美学内容上与西方美学注重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不

同，中华美学注重抒情写意，塑造主观意境与客观物象和谐

统一的意象和意境。西方美学的基本范畴是典型，中国美学

的基本范畴是意象和意境。意象和意境就是作家艺术家借助

客观的具体生动的有形可感的物质载体，通过想象和联想概

括和虚构等心理机制，应用象征暗示烘托等表现手法表达自

己主观的抽象和无形的捉摸不住的情感，使读者和观众听众

等受众得到感染和启迪的艺术生命形象和境界。简言之就是

主观心素与客观物素融合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境界。中国美

学推崇思想寄托和审美教化，包含美善相间、道义合一、形

神兼备、文质彬彬等辩证关系，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中和之美的节制理念。在美学表达上讲究借景抒情、托物言

志、情景交融、虚实结合，推崇格调神韵追求象外之象、韵

外之致、味外之旨、言外之意等。中华美学强调知、意、

情、行的统一。知就是认知和认识，意就是意念和意志，情

就是情感和情思，行就是行为和行动。其中知、意、情作为

人类文明的三种存在类型、人对世界的三种理解方式、人类

追求的三种价值标准，都要通过实践行动和行为落实和实

现。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又

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性建造。”美的规律包括客观世界、

物种的尺度和人类主观内在的尺度，亦即合乎客观实在规律

性的真知，合乎社会功利目的性的善，而真和善的内容又要

通过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来实现。知意情行的辩证统一就是

按照规律建造美好生活和艺术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千百年的文艺实践中，中华美学精神深刻影响了作家

艺术家的审美创造，涵养和培育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审美

习惯和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文艺与众不同的风骨格调和神

韵。中国传统的诗词、曲赋、音乐、绘画、舞蹈等传统文艺

样式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承载者，深深地影响当代文艺美

学精神。中国文艺从古到今形成了稳定而强大的传统，这种

传统构造了中华民族的独特审美精神，这种审美精神又塑造

了民族文艺。中国文艺的精妙大气之处正在于渗透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集体审美意识，沉淀着中华美学的历史精髓，凝聚

着中华美学的文化基因。当代的作家艺术家要想让自己的作

品征服大众，获得认同，必须首先理解中华美学精神。要从

中华美学风范中汲取营养，将中华美学精神融入个人的艺术

理念里，渗透进自己作品的肌理中，努力通过意象和意境的

营造，化抽象为具体，化无形为有形，为时代、为人民创作

出更多富有中华文化底蕴，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

品。要将中华美学精神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示好中国形象结合起来，与发展民族文艺的样式题材结合

起来，加强对中华诗词、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传统书画、

曲艺杂技等的扶持，以展现中华美学的风范，弘扬中华美学

传统，彰显中华文化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

是盲目排斥，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

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

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当

代文艺创作对待传统文化的重要遵循。不忘本才能开辟未

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文化是

主体，但也存在糟粕。一些观念和内容已难以适应今天的生

活方式、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当代文艺创作在面对传统文

化时，要警惕两种态度，一种是全面肯定，良莠不分，统统

拿来，甚至把糟粕当精华；另一种是全面否定，厚今薄古，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屑一顾，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守正出新才能历久弥新。传统文化也好，中华美学精神

也好，都需要辩证取舍转化创新，以创新来引导继承，在继

承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有鉴别地加以

对待，继承积极的思想文化，摒弃过时的消极因素，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传承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的优秀基因。创新就

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服务当代，面向未来，激活

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增强影响力和感召力，让文化遗产中的

精华闪亮起来，为当今人所认知和汲取，为当代中国文艺创

新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所以，我们不仅要传承和创新中华

诗词、传统书画、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族戏曲、曲艺杂

技，继承发展五四以来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而产生的现

代诗歌现代小说、话剧、歌剧、舞剧、电影电视、油画、交

响乐、芭蕾舞等，而且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广大人民审美情趣的变化，不断开拓

新题材、新主题、新领域、新风格、新流派，不断赋予其民

族色彩和时代气息。我们还要努力打造融通中西的美学和文

艺学新概念、新范畴、新形态，提升中华美学和文艺学的国

际话语权，进一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为中

华美学和文艺学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新贡献。

文艺创作不仅要弘扬中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借鉴世界

优秀文化成果。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坚持

“洋为中用”的原则，充分汲取外来文化有益成果，积极推

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

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们谈文

化自信，绝不是倡导夜郎自大、唯我独尊式

的“文明优越论”，搞“守旧主义”和“封

闭主义”，而是要秉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指导下，

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充分汲取外来文化有益成

果，使中华文化更具生机与活力；同时，我

们的文化自信更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殖民思维主导下的“文化霸权主义”，而是以积极友好的心

态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话语体系，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过程中向世界贡

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把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展现给世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

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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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才能更好地健康发展。

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

知和现实感受，也沉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

准则。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

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

进步做出了贡献，也吸取了别种文明的长处，丰富和发展自

己。文明的多样性、文学艺术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

存在。优秀的文明成果、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人类的共同财

富。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融，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的对话交

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是推动文学艺术创新与发展的强

大动力。随着人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民族国家地域的

文化和文艺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日益增强。我们不仅以自己的

才能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文艺，对世界文明和文

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在自己的文化和文艺活动

中也善于批判地吸取和借鉴一切有益成分。白话文、芭蕾

舞、交响乐、油画、话剧、电影、电视、现代诗歌、现代小

说、现代歌剧、舞剧等，都是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成

果。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积极浪漫主义、批判现实

主义文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都对我国文艺的

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我们要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胸怀和态度，积极学习和

借鉴外来优秀文化和优秀文艺作品所包含的有价值的成分。

任何学习和借鉴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对于外来文化搞

一些拿来主义直接引进优秀作品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以引进

移植淡化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根据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文化和审美需要，对每一种外

来文化资源首先要进行审视和鉴别，分清哪些是可以学习借

鉴的积极因素，哪些是需要剔除抛弃的消极因素，而不能一

股脑拿过来，盲目崇拜甚至“唯洋是尊”，“唯洋是美”。如

果不加分析地接受，那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种外

来文化资源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过来是没有意义的，最终要

实现本土化融会贯通为我们自己的东西。要将学习借鉴世界

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与本民族的审美文化相结合，最终

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比如中国传统画法与

西方油画融合创新，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写意油画，就是

中西艺术形成中国化、本土化的成功案例。对外来文化不经

咀嚼消化生吞活剥，结果只能是食洋不化，徒劳无功。由民

族文艺走向世界文艺，这是人类文艺发展的历史趋势。在这

个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并不是抹杀各民族文艺的独特性和多

样性，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形成不同的多样性的统

一。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文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我们的文艺作品要勇于面对批判和

竞争，要通过竞争提高质量和水平，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站稳

脚跟。

广 告

官
方
微
店

官
方
微
信

精彩阅读·2020年第七期要目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
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12
期定价180.00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副刊。
本刊2020年杂志仍可订阅，读者可到当地邮
局订阅本刊，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
（http://www.zazhipu.com）订阅或购买本刊。
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邮发代号：
M428；地址：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
月刊社发行部，邮编：100031；电话：010-
66031108，66076061。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作家人气榜
封城禁足99天脑子闪过些什么（中篇小说）

…………………………………… 池 莉
撞上无知的天花板（创作谈）………… 池 莉
现实中国
城市猎毒者——来自抗疫前线的报告（报告文学）

…………………………………… 何建明
生命的节点（报告文学）……………… 曾 散
文化观察
众语喧哗，生机盎然——关于七十年北京文学

的发展（文学对话）…… 孙 郁 张 莉
《北京文学》70年华诞经典回顾
内奸（短篇小说）……………………… 方 之
由《内奸》说起（评论）………………… 韩 东
好看小说
食物链（短篇小说）…………………… 阿 袁
青冢（中篇小说）……………………… 何存中
MK女孩（短篇小说）………………… 李潇潇

通道（短篇小说）……………………… 方 如
毛银鹏小小说两篇…………………… 毛银鹏
天下中文
相遇中药（散文）……………………… 王常婷
行走的脸谱（散文）……………【美国】孔捷生
吃相（散文）…………………………… 董 华
真情写作
鸟的故乡（散文）……………………… 叶浅韵
重新定义一些美德和美学（组诗）…… 李 皓
时光在缠丝手上倒流（组诗）………… 路军锋
春之美（组诗）………………………… 汤秀英
一只鸟撞在玻璃上（组诗）………… 温柔一刀

2019年《文艺报》（原版）
合订本已经装订完毕。定价：
300.00元/全年，不另收邮资。

本报零售价：每份1.00
元。北京地区挂号费5.00元
（10份以内），其他地区挂号
费10.00元（10份以内）。或
另行告知其他方式寄送。

可以扫描微信二维码付
款，付款时请备注购买人手
机号并请发送短信或微信告
知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
期数、份数及购报人地址、邮
编和联系电话。

邮购
启事

联系电话：18600547157（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