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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明的

继承弘扬和创新发展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思考，提出了一系

列新的重大论断、重要思想、重要观点。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中华文化的“一池春水”被

彻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融汇澎湃，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充满时代生机。

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是中华民族
的无畏品格

创新，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品格。

“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

情”，在谈及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时，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一个“敢”字，折射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

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

品格。

在风雷激荡中挺立潮头，在闯关夺隘中开拓新局。战

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革故鼎新的文化是重要力

量源泉。

清晨，复兴号高铁列车从北京西站出发，一路向南，驶向

雄安新区。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

汇报时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

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

发展。”

从空中俯瞰，南北走向的京雄城际宛如一条飘带，连接着

北京与雄安新区。千年古都和未来之城正日渐紧密联系、相

融一体，焕发出蓬勃生机。

起笔是世界眼光，落笔为时代标杆，走笔成千年大计。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的智慧，“丹心未泯创新愿，白发

犹残求是辉”的信念，“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的

追求……一脉相承又不拘定法的创新精神，深深熔铸于中华

民族的血脉基因，也形塑着当代中国的崭新模样。

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始终以创新为支撑。无论是在中

华大地上耕耘繁衍，还是远涉重洋开创新的天地，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中华儿女始终秉持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

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从“盘古开天”“神农尝百草”“夸父追日”的神话传说，到

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荀子“义之所在，不

倾于权，不顾其利”的志向理念，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不惧

艰辛、迎难而上、勇于追梦的价值认同，滋养中华民族坚持守

正创新的勇毅气概和执着精神。

河南南阳温凉河畔，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墓祠纪念

地医圣祠树木葱茏。这里见证着我国传统文化瑰宝之一的中

医药的发展，铭刻着人类与自然疾病作斗争的历史。

2021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医圣祠观古今，并

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正是因为能够识变应变求变，中华

文明才能历尽劫波从未中断，中华民族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

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我国文化建设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正能量。

国家需要先进的价值观导航定向，社会需要能够凝心聚

力的共识引领发展，大众需要明确的准则规范行为。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与师生一

起座谈。座谈中，总书记的一席话道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间的关系：

“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

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升华。”

无论是以“中国梦”唤醒中国人民最深厚的文化基因，还

是将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创造性凝结于核心价值观中，推动形

成崇德向善、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以文培元、

凝神铸魂，不断增强国民的志气、骨气、底气，汇聚起同心共筑

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源头活水，润泽千年。

2022年5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

习时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纵深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迸发

蓬勃活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华文化

软实力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增强历史自觉、坚

定文化自信，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
脉、谱写当代华章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征程上，更需要以

史鉴今，更需要以中华文化开拓进取、不惧挑战的精神品格应

历史之变、解时代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

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守正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2023年6月7日，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和第十九

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贺信中

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一件件文艺精品、一场场文化盛宴背后，是新时代我国文

化事业日益繁荣兴盛，是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迸发。

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认定非遗代表性

项目10万余项……历史文化遗产生动述说着过去，深刻影响

着当下和未来。

系列图书《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深受读者欢迎，电视

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海内外热播，国潮文

创、古风汉服等成为时尚……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

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滋养美

好新生活。

固本开新，绽放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时代华彩——

2023年 5月 20日，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

搭乘“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中国文物工作者将水下永久

测绘基点布放在海底。

神秘的古代沉船，历经500多年，与深海考古队“相约”在

万顷碧波之下。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繁衍壮

大，把火热的生产生活实践镌刻成历史、积淀成文明。考古工

作者的双手拂去岁月的尘埃，揭示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基石

所在。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

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时代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既要一脉相

承、历久弥新，也应与时俱进、固本开新。以自强不息、砥砺奋

进的文化创造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激扬自信自强的

精神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铸就中华

文化新辉煌。

变中求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人类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一部

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推陈出新的历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年代逐梦现代化，对文明的信仰、对文明的

珍视、对文明的坚守，至为关键。

2023年3月15日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

界文明百花园。

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

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

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

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就能

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

力的文明成果。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

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力量，锻造坚忍无畏的精神品格。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定能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

代华章！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红岩》文学杂志社原编辑部主

任黄兴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6月12日在重

庆逝世，享年79岁。

黄兴邦，中共党员。201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

小说《明玉珍》，报告文学《一代名饮天府可乐》，散文《书房

闲坐戏说书》《民国街随想》，诗集《乐府采诗官》，随笔集

《本草物语》等。曾获重庆市作协新中国成立40周年重庆

文学奖等。

黄兴邦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淄博市文联原副主席韩

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 6月 14日在淄博逝

世，享年85岁。

韩青，中共党员。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

文集《寄情大自然》，诗集《春之歌》《生命与岁月》，评论集

《韩青序跋评论选》等。

韩青同志逝世

从中华文明创新性看中华民族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

研究所原所长、民族文学研究所原所长杨义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2023年6月15日在广东珠海去世，享年77岁。

杨义，中共党员。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

著《鲁迅小说综论》《鲁迅小说会心录》《中国现代小说

史》《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

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楚辞诗学》《李杜诗学》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读书的启

示》《感悟通论》《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20世纪中国

小说与文化》《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杨义文存》等。曾

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

果奖、中国文学研究奖等。

杨义同志逝世

新机制新形式助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扬帆计划”文学沙龙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6月13日电（记者徐健 康春华） 6月13

日，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办公

室、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中国作协新时代

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协办的“扬帆计划”文学沙

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这是今年2月“扬帆计划·中国

当代文学海外译介”正式启动以来的首场活动。中国作协创

研部副主任纳杨、中图公司海外业务中心主编赵大新代表

主办方致辞。熊育群、叶舟、叶弥、徐坤、石一枫等作品入选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5位作家代表围绕相关作品先后

作主旨发言。

熊育群说，“金墟”是关于中国与世界的故事，自己创作

这个故事，是想把世界风云、时代变迁、家国命运、个人离散

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一座城市的变迁中。“如果说写作是一

种宿命的话，那么河西走廊就是我的文学版图之一，也是我

的文学故乡”，叶舟深情地说。他认为，自己一直在用文学尤

其是长篇小说的方式剔除文明的偏见与促狭，努力擦亮被灰

尘覆盖的过往，寻找西北腹地的精气神，问询少年中国的光

荣来路。叶弥以一次海外交流为例谈到，人和人的交流很重

要，不同国家的文学交流更重要。文学交流能够让人更了解

彼此，让不同肤色、不同生活环境里的人成为“熟悉的陌生

人”。徐坤表示，文学的意义在于告诉读者，人的心里到底是

怎么想的。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的作家、新的故事在不断崛起

和生成，这正是值得汉学家、翻译家介绍给国外读者的核心

内容。石一枫认为，作家要始终保持敏锐的观察、勤勉的习惯

和客观的写作态度，要敏感于对现实的捕捉与思考，并且善

于分析现实变化对人物关系、对社会生态的深刻影响。

为更好地支持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文学作品

走向海外，推动当代优秀文学作品海外落地，本次“扬帆计

划”文学沙龙创新交流形式，在作家主旨发言后，分设“古老

文明的诗意表达”“古村落的变迁与新生”“小说与时代的对

话”“现实书写的多重面向”四大主题，让作家与海外汉学

家、翻译家和出版人就当代中国的现实经验与文学表达、中

华文明与世界文化交流、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等话题展开讨

论。来自波兰、伊朗、埃及、英国、奥地利、韩国、加拿大、匈牙

利、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意大利

等10多个国家的汉学家、翻译家、出版人，以及人民文学出

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山东文艺出

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等多家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代表参与沙龙。

在总结环节，艾哈迈德·赛义德、李季、吉来、阿卜杜拉·

沙罗波夫分别代表小组发言。大家认为，文学的沟通和文明

的交流需要这样的相聚而谈，抒发内心真情实感，分享彼此

的观察与思考。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这一理念得到世界各国

的普遍认同，国际传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责任与使命。作为

世界文学重要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有自身独特的文学经

验和审美价值，其开放的多重表现形态，不断向世界展示出

流动的风貌。大家表示，感谢和珍惜中国作协和中图公司提

供这次交流机会，文学有沟通心灵的力量，为更好地促进中

国文学与世界文明交流共生，每位编辑、译者、出版人都要

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文明传承的关键环节。期待更多作

家与海外出版人、翻译家相遇相知，让中国文学读者圈不断

向外扩展，助力中国文学扬帆远航。

据了解，“扬帆计划”重点围绕“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支持作品的译介与传播展开，内容包括借助中图公司的国

际传播资源渠道，优选海外汉学家建立文学译者资源库，与

海外优秀出版社合作推动中国文学作品海外落地；通过国

际图书博览会开展配套活动，扩大中国文学海外推介；通过

对外译介联动的新机制，不断助力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据介绍，“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目前已推出20部文学作

品，这些作品基本都已与海外出版社签署了版权输出协议。

作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子计划的“扬帆计划”自启动以

来，已实现多语种版权签约55项，涉及19部作品，近20种

外文。

（上接第1版）

将传统文学经验接入时代脉搏，塑
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王跃文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后谈

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气韵独特，为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前

进方向。他表示，文学界要做好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工

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气派和中

国风格的优秀作品。好的文学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的艺术载体和活体标本。文学家们要坚定

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根植传统、立

足时代、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弘扬光大中华传统美学

精神，锻造锤炼符合当代中国美学追求的艺术手法，以

适应新时代文学发展的需要。中华民族自诞生之日

起，世世代代就在同一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古往今来

的中国人同自己的生存空间建立了稳定而特有的精

神联系、情感关系和审美谱系，形而上则为中国人的

宇宙观、世界观和认识论，形而下则为中国人的审美

习惯和审美方式。仰观宇宙之大，山有骨，水有灵，

长天存浩气，大地起风雷；俯察品类之盛，物象多为

意象，景语皆为情语。以中国美学经验讲述中国故

事、塑造中国形象最为有效、最为贴切、最为动人。

他谈到，近年来在创作《漫水》《家山》等乡土题材小

说时，始终坚持真实书写，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

合起来，呈现生活原本的模样和应有的模样，传递向

上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坚持文化书写，深描细述普

通百姓深蕴泥土气息的生活，力图呈现凝结于日常

烟火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民族根性之美和文明进

步之美，昭示民族蓬勃向上的恢宏气象；坚持中国美学

经验书写，尊古不泥古，赓续而创新，让小说讲“中国

话”、讲“百姓话”，将传统文学经验接入时代脉搏，塑造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

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作

协主席团委员、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扎西达娃谈到，

总书记的殷殷告诫，是对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中华

文明昨天的回望、今天的坚守、更是对明天的拥抱。

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再次强调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意义。总书记以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对

中华文明全面概括，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

化融为一体，充分说明了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华文化是西藏各民族的情感纽带和心灵归属。西藏特

殊的自然风光与古老的人文景观孕育了灿烂的地域文化，这

是以藏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宝

库中一朵绚丽的奇葩。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各民族作家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己任，以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为主题，不断推动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家、文学工作者将继续围绕西藏工作方

略提出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这个明确的主题，

在创作中不断展现新时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气象和各族

人民守望相助、建设美好生活的家国情怀。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广西作协主席东西对中华文明在海

外的存续有切身感受。他谈到，自己曾在5月底跟随中国图书

进出口公司到马来西亚参加第40届吉隆坡国际书展，参与的

几场活动观众大部分都是华人。这些华人不仅对中国古典文

化如数家珍，还十分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

的阅读与国内读者的阅读是同步的。其中有在马来西亚从事

教育的读者，他们致力于华文教育，鼓励年轻的华人后代学习

华文、阅读华文、传播华文。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热爱华文，他

们采取了诸如办好华文报纸、让华文作家进校园讲故事、出版

推广有趣的华文童书、举办华文征文比赛等一系列措

施。在与当地读者交流时他发现，这些海外华人依然

保留着华人的精神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他们的衣食

住行、家国情怀既亲切又令人感动。2017年下半年，

他曾受邀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驻校写作，为写作高

级班学生上华文写作课。他发现，华人的后代都在自

觉地学习华文，尽管也面临困难，但从不放弃。这就是

中华文明的磁力，也是中华文化的韧劲，它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持续，凡是有华文的地

方就有中华文明的存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灿烂之花永续绽放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新疆作协副主席叶尔克西·

胡尔曼别克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

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

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

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

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

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

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博大精深、历史悠长的中华文化

传承至今，有其多样性，更具统一性。统一性是主干，

这鲜明地体现在民族凝聚力上。一部中国史，就是一

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也

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

史，也是人心凝聚、共同建设和保卫美好家园的历史。

新时代以来，随着国家的进步和强大，新疆两千五百万

各族儿女的文化自信不断凝聚和壮大，这种文化自信

体现在日常族际交往、人际交往、生活交往中，转化在

民间文化发展和文艺作品创作中。中华儿女是一体

的、不可分割的，尤其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更加以文化的方式将所

有人紧紧相连。人人都明白，只有国家的强大，才有小

家的安全。今天生活在新疆的各民族作家、艺术家将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传承性在艺术

转化中的时代意义，将以自身行动推动各民族文艺繁

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冯艺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

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地阐明了文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中的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

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

的文化沃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

民族团结进步、国家繁荣富强的奋斗中展现出来的新面貌，

即各民族的国家观一致，都认同一个中国；民族观相同，都认

同中华民族。当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都能团结起来，一致

对外，共同御敌。正因如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成为世界

历史上唯一一种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历史和实践都已经证

明，只有民族团结，人民才会幸福、国家才会强大、文明才会

接续。回望过去，我们拥有团结和谐的传统文化，共同书写

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传奇。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在思想上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继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挖掘各民族在

传承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中的新的典型素材，用心用情去讲好各民族手挽手、心连

心的生动故事，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灿烂之花永续绽放。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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