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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总结概
括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突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
的历史性成就和巨大变革，是对党的百年奋斗的
深刻认识，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
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更加
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为在新时代更好
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决议》总结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
条历史经验，贯通历史、现在、未来，是党和人民共
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必须倍加
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现代化建设中不断丰
富和发展。其中，《决议》总结的第二条历史经验
是“坚持人民至上”。《决议》指出：“始终把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
使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
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坚
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作品为人民抒怀，为我们所处
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抒写。这是当代中国文学艺术
工作者的本职所决定，是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反
映社会现实、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应有之意。

坚持人民至上，是由党的宗旨和纲领决定
的。我们党来自人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我们党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
众路线。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
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宣明为了人民的利益，党在
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党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领
导人民求解放，建立新中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脊梁。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
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历
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共同培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
心向背关系国家的兴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否决定
我们事业的成败。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
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支持共产党，踊
跃参加红军闹革命，湘鄂西革命老根据地当年流行一个说法：“扩红一
千，只要一天；扩红一百，只要一歇（一个时辰）。”红军长征途中，少数民
族地区的各族人民群众热情支持红军，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由弱
变强，从小到大，革命事业蓬勃向前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踊
跃支前，支援人民解放军打垮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共产党依靠人民的支
持夺取了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高昂的热情积极推进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安徽凤阳小岗村人民率先发
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开拓进取
精神。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全面铺
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取得辉煌的成就。在建党一百
周年之际，全国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成就举世瞩目。

天大地阔，人民利益最大，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洪福齐天。中国共产
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正因
为依靠了人民。纵观历史，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人民
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我们要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
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
的生活。

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必须始
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
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奋斗。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能
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做人民
的勤务员，尽心尽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深入人民群众，想人
民之所想，做老百姓欢迎的高兴的事情。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发展依靠人民，不断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坚持把人民赞成不赞成、
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
出优异的答卷。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一
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
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
民团结奋斗，使全体人民都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建设祖国的美好未来和
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中去。

社会的发展是一条汹涌的激流。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是尊
重知识，热爱真理，执著于生活，服务于人民大众，是设法蹚过激流的智
者。优秀的作品是作家艺术家用艺术的眼光从生活的矿山开凿出来的
石块、打造出来的石墩。作家艺术家涉入激流，用自己精心打造的作
品，砌在激流中，摆成跳岩，让后来人走过，到达风景优美的彼岸。新时
代要求我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让人民大众能够愉
悦精神的好作品。

在当前的文艺创作现场，有的人不那么注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而是钻故纸堆，凭空臆想，想当然地写出一些无病呻吟的作品。有的则
热衷于描摹封建王朝宫廷内斗、后宫脂粉，美化封建专制，为腐朽没落
的封建势力歌吟。有的乐于散布追星文化，吸引青少年一窝蜂地盲目
追星。那些远离现实生活、不顾现实的胡编滥造，背离人民大众精神需
求的伪作，应该为时代所摈弃。

作家艺术家应该热情服务于人民大众。文学艺术作品来源于生
活，要采撷百花，酿造生活的甜蜜。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走出书
斋，走出闭门造车的小天地，必须深入生活，到人民群众火热的建设一
线去，以生动文字反映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喜怒哀乐，表现人民群众的
需求。

在现当代的文艺实践中，我们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有着丰富
的历史经验。我们需要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新征程中大力推出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鼓舞人心的文学艺
术作品，促进文学艺术事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广西文学中的家国情怀广西文学中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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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中始终贯穿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内涵中国文学中始终贯穿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内涵，，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人民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人民
的心理特征的心理特征。。文学作品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思想倾向范畴文学作品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思想倾向范畴，，相对间接隐蔽相对间接隐蔽，，但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和内容和内容。。以广西文学为例以广西文学为例，，它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个部分它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个部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部分。。无论是广西的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无论是广西的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都彰显着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彰显着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
者者，，要进一步以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进一步以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审美和教育作用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审美和教育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
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形成的。从历史上
看，“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
含义。现在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通常是指生长在中
华大家庭中的五十六个民族的总称，有时也指全体的
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加强了民族识别工作，
增加了民族认同感，同时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
障各族人民拥有高度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力。新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社
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观念
和民族自豪感增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各
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依托。

中国古代以来的文学中始终贯穿着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内涵，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和
塑造着人民的心理文化特征。古代文学承载着民族
的历史和记忆，如神话传说保存了我国远古时代人
民的集体无意识，古典诗词能够增加我们对我国古
代灿烂文化的了解，古典小说名著集中记录了我国
人民的社会生活等。这些文学作品极大激发了广大
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了人民对国家和本民族
的热爱，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
同，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和认识教育的作用。抗
日战争时期，面对着国破家亡的危机，全国各族人民
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深入人心。抗战文学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和
各民族共同抗争的坚强信念。当代全国各民族文学
之间相互影响、密切联系，充分反映我们国家经济社
会的繁荣发展，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
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

文学作品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思想倾向
范畴，相对间接隐蔽，但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和内
容。正如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样，是作用与
反作用的循环，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文学史
中，不少作家以维护民族团结的人物如王昭君、松赞
干布等为题材，创作了多种体裁和形式的文学作品，
既塑造了历史人物的伟大形象，又宣传了各民族友好
团结的思想，发挥了良好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些作品
通过文学的审美意蕴，作用于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理，
促进了国家认同与改造社会的作用。因此，阅读这些
作品不仅能提升国民的审美水平，而且能进一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别是爱国主义题材的文学作
品，极大地唤起人们的国家情怀，培养人们的集体观
念和爱国情操。

以广西文学为例，它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
个部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广西境内有12个世居民族，他们团结和睦，被
称为全国民族团结的楷模。广西文学中同样也有着浓
厚的国家和集体观念，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家国
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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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在广西文学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其内
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长诗、
山歌等。它们的思想内容各不相同，其中不乏宣传中
华民族传统的勤劳、勇敢、热爱和平、不屈不挠、自强不
息等精神。远古时代的人们还没有明确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但是他们面临着各种自然灾害，需要团结一
致才能战胜共同的敌人，因此应该维护好各族人民的
大团结和亲密的兄弟关系。彝族民间传说《插花节》讲
述这样的故事：在远古时候，洪水爆发，淹没了土地。
世界上只剩下了两兄妹，他们躲在一个大葫芦里用蜡
封住葫芦口。金龟老人劝说兄妹俩成亲，他们俩无奈
结婚后生下了一个肉团。这时金龟老人抽出宝剑劈开
肉团，出现50个童男和童女。他们长大后相互婚配，
就是今天的彝族、汉族、苗族、回族、藏族、白族、傣族等
几十个民族。各个民族都是同一个父母的后代。最后
他们在长满马缨花的地方定居下来，这就是彝族马缨
花节的来历，也叫插花节。后来在广西境内的民间传
说《插花节》里，则演变为兄妹俩生下了一个葫芦，从里
面走出彝、苗、汉等八个民族，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的兄弟情谊，反映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

壮族民间故事《马骨胡之歌》同样体现了各族人民
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思想。故事讲述明代嘉靖年间，
广西壮族青年何文秀替父报仇的故事。他的父亲何君
达曾在朝廷主管军械，但是被宰相陈连暗害，原因竟是
因为他是壮族“蛮重”出身。何文秀历经千辛万苦和种
种磨难，最终感动皇帝。他追查祸首并把陈连处死，命
何文秀承袭父亲的职务。这部传奇由汉族的传奇故事
《玉钗记》改编而成，它巧妙地将原来的民族隔阂变成

了具有忠奸斗争的性质，从而宣传了民族团结友好的
强烈愿望。歌中这样写道：“土人爱华夏，汉人爱壮
家。明透与君达，好比松与杉。”歌中结尾还直接点明
主题：“壮汉一家亲哩，团结像一人，琴歌谱传奇哩，从
古唱到今。”

广西民间文学不仅强调本民族内部的互助友爱，
也注重加强同其他兄弟民族的团结，共同反抗外来侵
略。在民族面临危难之际，一些少数民族领袖号召人
民勇于反抗外侵、保家卫国，成为了民间故事和民间传
说中的英雄人物。如壮族民间长歌《瓦氏夫人》，写明
朝嘉靖年间瓦氏夫人，本是广西田州土司岑猛妻子，她
的丈夫和儿子先后被指控为叛乱而被杀，孙子也战死
沙场，本是家族仇恨集于一身。但是，这时我国的东南
沿海遭受倭寇侵袭，朝廷调她出兵抗倭。她以国家民
族大义为重，毅然放下自己的利益，58岁了还率领族
人去前线英勇杀敌，在江浙一带同各族人民团结抗敌，
打了多次胜仗，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和当地群众的赞
扬。瓦氏夫人这样唱道：“如今事已到，不必记旧账。
眼下最要紧，齐心对豺狼！倭寇来侵犯，霸占我河山。
强盗不赶走，百姓怎安生？平倭国家事，老娘记心上。
国事大如天，家事算哪桩。”可见国家观念在瓦氏夫人
的心中始终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另外，魏晋时期的
民间故事《冼夫人》中的冼夫人、宋代以来的民间传说
《侬智高》中的侬智高等，也具有类似的反抗压迫和侵
略，体现国家统一和忠君爱国的思想，是广西历史上著
名的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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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现代文学起步较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步
发展，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则呈现了多样化的繁荣
态势，并以边缘崛起的方式走向全国的文坛。学者黄
伟林在《广西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一书中提出，
广西现当代文学经历了三个高峰：一是抗日战争期间
桂林文化城抗战文学的繁荣发展；二是新中国成立初
即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少数民族文学的崭
露头角，三是世纪之交文学桂军的边缘崛起。这三个
时期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的思想，在彰显民族特色的过程中，弘扬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首先，在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形成了桂林抗战文学
现象。这个时期的广西文学主题是启蒙和抗争，宣传
团结一致抗战。从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3
日，出现了三次作家集结桂林的高峰期。一是1932年
广西师专成立，校长杨东莼邀请了在上海的新文学作
家、学者沈起予、陈望道、夏征农、祝秀侠、杨潮、沈西
苓等人来任教，组成了第一个文学团队。他们系统
化地带来了新文学理念和新文学实践，培养了一批
桂林本土的新文学作家，奠定了桂林现代话剧运动
的基础。二是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之后，一大批文
人聚集桂林进行文化抗战。欧阳予倩、夏衍、巴金、
艾青、郭沫若、王鲁彦、艾芜、田汉、司马文森等人，组
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三是太平洋
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后，林焕平、茅盾、胡风、端木
蕻良、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将桂林的抗争文化推向
了另一个高潮，成就了一批名篇佳作，完成了桂林文
化城的文学定格。

旅居桂林的作家们组织文学社团，创办文学刊物，
培养文学青年等。他们的抗战文学内容丰富、题材形
式多样，包括夏衍、孙陵、司马文森等人的报告文学，艾
青、彭燕郊、黄药眠等人的诗歌，胡适、胡政之、丰子恺、
冯至、巴金、艾芜等人的散文，茅盾、巴金、艾芜、王鲁
彦、骆宾基、端木蕻良、司马文森等人的小说。他们创
作的著名作品有艾青的抒情诗《我爱这土地》、丰子恺
的散文《桂林的山》、茅盾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
花》、郭沫若的戏剧《屈原》等，反映了抗战时期我国社
会和人民遭受的灾难深重的情况，旗帜鲜明地主张和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以文艺宣传抗战救亡的作
用，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发挥了文学的教
育功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同时也促进了
广西本土文学从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型。

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广西文学的自我追寻和
自我发现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工作，促
进了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民族文学创作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少数民族作家们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民族
政策，歌唱社会主义新中国，激发了各族人民对新生
活的热爱和向往之情。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还勇
敢承担起了“窗口”和“桥梁”的使命和任务，让全
国人民认识和了解本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使大家形成
一种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浓厚氛围。广西当代的作

家文学也传承了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彰显了个人生活
与家国命运的密切联系。如壮族作家陆地的长篇小说
《美丽的南方》生动描写了我国南方的土地改革运动，
知识分子韦廷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工农群众取
得土改的胜利，使得当地群众翻身当家作主，过上幸福
的生活。仫佬族诗人包玉堂的政治抒情诗《歌唱我的
民族》《仫佬族走坡组诗》等，热情洋溢歌唱社会主义新
中国，赞颂仫佬族人民的新生活。侗族作家苗延秀的
长篇叙事诗《大苗山交响曲》《元宵夜曲》则分别反映苗
族和侗族人民在我国现代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勇
于反抗封建的斗争和社会生活等。此外，壮族诗人韦
其麟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通过描写古代古卡和依
娌反抗土司压迫的传奇爱情故事，体现了壮族人民热
爱劳动、善良勇敢的品质。这时期根据壮族民间传说
写出的歌剧《刘三姐》，反映了刘三姐热爱劳动、以歌传
情、敢于反抗的坚强故事，歌颂了她美丽贤惠、聪明能
干、能歌善舞的优秀品质，“起到了鼓舞民族自尊心、激
发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改变民族精神面貌的积
极作用”。

在新时期，广西文学创作形成了多民族文学共同
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文学作品既彰显民族特色，描
绘了民族地区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也反映了
国家层面的沧桑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生
活的巨大进步和人民心理观念的变化。王云高和李栋
合著的短篇小说《彩云归》写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少
将军医黄维芝，因思念大陆的妻子，最终回到大陆团聚
的故事，有力表现了祖国统一的时代主题。该作品
1979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陆地的《瀑布》
继续描写现代广西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讲述了青
年知识分子韦步平的英雄故事和壮族人民觉醒并走向
现代化的历程，反映了青年人的道路和国家的命运息
息相关。瑶族作家蓝怀昌的民族风情小说《波努河》则
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瑶族乡村的巨大变化，体现了少
数民族群众的集体观念和敢于改革创新的思想。另
外，潘琦的文化散文、韦俊海和黄佩华的红水河地域文
化小说、潘红日的桂西北叙事小说等无不具有鲜明的
民族特色，同时与国家命运和时代发展紧密相连。

1990年代末，广西文学紧跟全国文学创作步伐，
获得快速繁荣和发展，并在全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随着东西和鬼子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和作家李冯一
起，有广西“文学三剑客”之称。在创作手法和艺术上，
广西作家们各显神通、各具特色，东西的先锋小说、黄
佩华的现实主义、鬼子的现代主义、凡一平的后现代主
义等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凡一平近年打造的“上岭村”
系列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蝉声唱》等，更是
受到影视界的青睐。新世纪以来，广西文坛又出现了

“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光盘等，他们的小说同样描
写广西当下的现实生活，体现了南方的地域特色和人
文色彩。在散文创作方面，出版了凌渡的《故乡的坡
歌》、冯艺的《桂海苍茫》《红土黑衣》、蓝阳春的《歌潮》、
严凤华的《总角流年》等散文集，无不具有浓郁的广西
民族文化特色，体现出“美丽的南方”的生机活力与家
国情怀。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第十二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中，广西有3部作品获奖，分
别是潘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李约热的中短篇
小说《人间消息》、莫景春的散文集《被风吹过的村
庄》。再加上近些年获奖的钟日胜、陶丽群等作家，集
中体现了广西文学的创作活力。

总之，从广西古代的民间文学到现当代的作家文
学，都彰显着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现当代
的文学作品中，广西作家们既表现中华民族共同的民
族精神，又展示了广西世居民族在生活和艺术上的鲜
明特色。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幅员宽广的多民族国
家，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不仅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更是全体人民的
最高利益。在当代我国文学创作日新月异发展的过程
中，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
审美和教育作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