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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作代会代表中引起热烈反响
（上接第2版）

王晋康：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的文学
指明了方向。科幻文学要唱响主旋律，弘扬正
能量，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科幻文学是一种关
注现实、关注未来的文学品种，而且与社会的
发展水平包括科技发展水平呈很强的正相
关。由于科幻文学的特点，它也非常适合讲好
中国故事，它关注全人类命运，对未来提出预
警。所以，今天的中国正是科幻文学繁荣昌盛
的最佳时期。目前中国科幻已经初步繁荣，有
些作品已走出国门，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辜负这
个时代。

张之路：

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讲话中谈到对文艺工作者的希望，
提出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
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
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塑
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总
书记提出：“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
心，更易沟通世界。”学到这里，我心有所动。我
体会到什么是作家写作时阅读生活的能力，这
就好比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像是在挖一口井，
中国的作家是这样，国外的作家也是如此。大
家都想挖一口深井，这井挖到深处，我们发现这
些井水都是相通的。我们又忽然发现，它们就
是一条向美、向善的河流。这条河流上的一片
片白色的船帆就是一个个让人难以忘怀的文艺
形象。

王 山：

有幸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情
非常激动，感到很温暖，很振奋。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通篇都是名副其实的金句，照亮了新时
代文艺前进的方向，温暖了我们文艺工作者的
心。总书记的讲话是我们党新时代关于文艺工
作的里程碑式的纲领性光辉文献。讲话高度肯
定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也充分表达了对文艺工
作者的信任与殷切希望，凝聚了我们党百年经验
智慧，也体现了总书记作为我们党的领袖的智
慧、视野、胸怀与担当，既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大
开大合，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讲话充
盈着浩然正气与中华民族的美学旨趣，非常接地
气。中国诗歌学会要不断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生活。我们要真正树立起大历史观、大时代
观，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把中国诗歌学会的
工作落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实处，盛世仗剑
行，诗响新时代！

黄发有：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高度上，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发展的重
要成就，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
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
瞻远瞩，思想深邃，催人奋进。在新形势下，山东
作家要把讲话精神落实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
造更多更好的精品，书写伟大的人民史诗。齐鲁
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做出了独特贡献，山东作家
得地利之便，应当更为自觉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
寻找文艺创新的资源与动力，把握历史进程和时
代大势，用情用力讲好山东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时
代，阐释并塑造仁者爱人、日新为道、刚健笃实的
中华文化形象。

季 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
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
进，也给我们的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文学创
作是一项艰苦、寂寞甚至清贫的工作，在文学
面临诸多挑战的今天，我们尤其要牢记初心使
命，坚持理想担当，力戒浮躁，甘于寂寞，向人
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与祖国、与人民同心同
德，潜心创作，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回馈时
代、回馈社会。

何 浩：

14日上午，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
话，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深感振奋、备受鼓舞。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
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文艺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作出的重要贡献，
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五个方面的殷切期望，讲
话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持久的文化推动力，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学工作
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
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领重庆广大
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牢记使命任务、不负责任担
当，繁荣文学创作、服务党和人民，努力推动重庆
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新的伟大征程中争取更
大荣光。

张雅文：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我真的深受感
动，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摆在作家面前的是一项

伟大的使命！文学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重
要部分。我们作家不是社会的旁观者，而是积极
参与者。作家不是超越时空的编外人士，而是参
与实现百年梦的创造者！我们是有担当精神的
一分子，是铺垫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我们作家
不是世外桃源的超脱者，而是肩负伟大使命的奋
斗者，讴歌时代英雄楷模的挖掘者，引领时代精
神的先行者！我们要无愧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
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站在时代的制高点
上，反映大时代大形势，写出中国的人间正道，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主旋律，写出无愧于这个
伟大时代的作品！

鲁 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传达出党和国家
对文学与文艺事业的深切关怀和殷切期待，作为
一名写作者，既为这样的关切感动，同时也感到
一股奋进的压力与动力。

社会生活广阔而丰富，时代光影生机勃勃，
我们除了阅读经典，更要学会阅读生活和时代，
学会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如何把创作者的
艺术生命与所处的时间空间，也就是我们此时此
在的伟大时代与祖国紧密结合，这是每一名艺术
工作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命题。

作为一名“70后”，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成
长、成熟与改革开放同步，我们从乡村来到县城、
来到省城，这种地理空间的不断拓展和延伸是个
体的，同时也与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物质生
活的不断丰富、精神追求的不断发展密切相关，
而这种个人与时代的水乳交融也自然而然地折
射并构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创作面貌，以文学的
表达构成了当下时代进程中的艺术维度与精神
向度。但在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如何做到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还有许多的工
作要做，如何深入讲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
文化之美，如何讲述中国人民的奋斗之志、创造
之力、发展之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中国故
事的文学表达需要一代又一代作家的接棒与努
力，借此与前辈们以及更年轻的写作者们共勉，
共同努力，不负使命。

黄咏梅：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给广大文艺工作者
提出了五点希望，我觉得这是对近年来文艺创作
现状的一次全方位的把脉，对作家的创作方向以
及作家的自身修养都有重要的启迪。

文学就是人学，既要书写自我成长的心灵
史，也要写出生生不息的人民生活史诗，这需
要调动作家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全身心
投入到生活中去，记录时代发展变迁中人们的
生活和情感，记录下时代的新风吹动之下小草
的摇曳。我感受很深的是，总书记强调艺术不
是技艺，而是要真正表达出人们的真情实感。
我想，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一味地书写一己之

悲欢，即使写得再细腻动人也是雕虫小技，只
有不断跳出小我，拥抱大我，才能在作品中完
整地书写出一个“人”，才有可能称得上生活的
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
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
境界。作家要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髓注入
到作品中去，但表现手法要善于创新，如同新瓶
装陈酿，要用跟新时代风貌相匹配的文学样态
去传递真善美。对照我们当下，譬如有的作品
为了突出江南特色，对传统文化的呈现通常是
用一种回忆的姿态，在文艺作品里极尽细腻地

描写、刻画浙江的旧景旧物，好像一提到浙江，
就只会呈现一幅陈旧的江南山水画面貌。我觉
得用这种姿态展现当下浙江是远远不够的，我
们要回到当下看传统，跳出浙江看传统，只有这
样才能讲好浙江新故事、书写浙江新气象，既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展示浙江文化的先进性，努
力为人们开启一扇认识和了解浙江新风貌的重
要窗口。

武 歆：

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总书记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
五点希望，我受到很大鼓舞。在离开会场的
路上，我们天津作家一路在热议。其中我感
受最深的是第二条，总书记希望广大文艺工作
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人民”两个字出现频率很高。结合总书记之
前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始终有着一条清
晰的思想路线，那就是“人民至上”，以人民为
中心，为人民创作。总书记在阐述“坚守人民
立场”时，结合创作特点，说得特别详细。总书
记说，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
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
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我们每
个作家都要真诚书写时代，书写新时代中国人
的生活变化以及人们的内心情感，这是每一
个作家的责任。小说的确需要虚构，但是无
论怎样虚构，一定要建立在现实生活的感受
上，还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探究中，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书写历史前进中的人民的真情实
感，书写广大劳动者的高尚和伟大。在我们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征途中，文学大有
作为。我们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用中国审美来书写文学作品，来传播中国信心
和中国精神。

敖 超：

14日上午，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
大开幕式上，我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五点期望，
为今后文学创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我们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讲话使我们深感激动振奋。作为新时代
的写作者，我们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潜心钻
研，把总书记的讲话要求转化为文学作品送到西
藏各族群众的心坎上。

津子围：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
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
象。去年，我们创作了以中共中央护送民主人士

“北上”东北解放区“协商”建立新中国的话剧《北
上》，演出后受到观众和专家的高度评价。《北上》
所反映的主题在新时代，对于广泛凝聚社会各界

共识，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下一步，我要把讲话的
精神学习好、贯彻好、实践好，将话剧《北上》的创
作延展到其他艺术形式，把文学创作融入民族复
兴的伟大历史洪流之中。

龚学敏：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备受鼓
舞。总书记对文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和谆谆
教诲，使人倍感亲切，十分激动。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高度，高屋建瓴，在我们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要
时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前进的
方向，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在新时代的繁荣发
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既是向全国文学工作者发出的号召，更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是
我们作家行动的纲领。

张 者：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作
家感慨万千，总书记向我们作家提出了五大期
望。我个人总结了三句话，一个作家要做到内心
纯净，观念纯正，身体端正。

所谓的内心纯净，就是要专心致志，一心一
意，心无旁骛，把心思放在创作上。内心无杂念
这一点太重要了。同时，作家的观念要纯正，要
守正，“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树立大历史观、大
时代观，最后才能守正创新。作家的一生都在寻
找自己的美丽的词语花园。内心不纯净的人，不
可能寻找到这个词语花园。写小说当然要有意
义，但一定也要有意思。所以，作家要观念纯正，
要有思想。要分析复杂的社会，面对复杂的社
会，不能人云亦云，要有判断力，要有自己的思想
认识，要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作家更要堂堂正正
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伟大的
作品。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还要创新。要创
新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新？这就要大量阅读经典，
只有这样才能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
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最后，“衡量一个时代的文
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

生价值也要看作品。”作家要以文立身，这就是一
个作家的价值观。

葛水平：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
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备感振奋。文学是人
类思想、情感以及知识得以表达的一个重要载
体，不但能够成为推动民族和国家向前发展的动
力，而且会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当前，我们
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为作家提供了
丰饶的创作源泉。特别是总书记讲到“生活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
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
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
民。”由此，我感触到了文学创作要从人民生活中
发现和提炼素材，从细微处发现让人心动的故
事，文学根植于生活的土壤，不是被动地反映生
活，也不是机械地复制生活。

潘 灵：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激动人心，催人奋进。
作为一个来自祖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小说家，我从
中更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找到了
精神的皈依。怎样书写一个文化多样性的边疆，
怎样讲好民族的故事，展现山清水秀、团结和睦
的边疆文化生态，是我今后创作中要着重思考的
问题。新时代需要新气象的文学，我们要为时代
放歌！

全勇先：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人民
的重要性，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
最高标准。作家艺术家要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
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总书记告
诫作家艺术家要不能庸俗、低俗、媚俗，不当市场
的奴隶。每位作家艺术家要以敬畏之心和赤诚
之心来对待艺术，要重视作品的精神价值。作为
新时代的作家，我们不只要书写高山大海、雄鹰
猛虎，也要关注小河小溪、蚂蚁蜻蜓，真正做到源
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表现人民的喜怒哀
乐，永远怀着善意和激情，关注民族的伟大复
兴。书写荣耀，也记录苦难。忠于自己的内心，
写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老老实实写作，老老实
实做人。

林秀美：

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五年前
一样，心潮澎湃。总书记的讲话既有理论纵览的
高度，又有审省思辨的力度，也有包罗万千的广
度，讲话感情真挚饱满，诗性鲜活丰盈，一如既往
地闪耀着卓绝的文采。

作为一名诗人，我应该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担当起诗人的责任，用诗歌的方式来书写中国人
民的奋斗之光、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感受
时代的脉搏和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用诗歌的魅力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作为福建省作协的组织工作者，我们要充分
发挥作协作为人民团体的专业优势，紧扣“做人
的工作”的任务，发挥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
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积极投身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建篇章的伟大实践，倾情服
务人民，倾心创作精品，奏响一曲曲时代之声、爱
国之声、人民之声，努力推动福建省文学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

海伦纳：

2021年12月14日上午的人民大会堂，我怀
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见到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领
袖习近平总书记！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
刻！这一时刻，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我做梦都没
有想到一个草原上牧人家的孩子，一个蒙古族作
家能够走进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人民的领袖，聆
听了领袖的教导，此时此刻，多么想把这一时刻
分享给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同行——
草原上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心里只有一句话：永
远铭记领袖的教导，做一名不辜负人民，无愧于
伟大祖国、伟大时代的作家！

周明全：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新时
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
舞台，我作为第十次作代会的代表，认真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提出了五点希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
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
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坚持
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
界；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
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令我心潮澎湃、深受
鼓舞。一个时代要产生高峰作品和高峰作家，
离不开文学批评。作为一名青年批评家，我一
定坚守艺术理想，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旗帜，关注时代主题，以人民为中心，引领向上
向善的社会风尚；坚持创新精神，秉承精品意
识，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把中华
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不忘初心、担当
使命。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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