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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但凡马克思主义发挥深

远正面效应的地方，都是它同当时、当

地具体语境完美结合的地方，这种成功

实践，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即“第一个结

合”），也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即“第二个

结合”）。可以说，“第二个结合”是“第

一个结合”的深化与发展，“第一个结

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前提与保证，两

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

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

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

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新

的时代，我们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就

必须深刻领会“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

事”价值。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理论结晶。中国式现代化是一

项系统的工程，“第二个结合”作为其重

要的构成部分，既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

建设的实践意义，也具有理论上的创新

价值。作为实践和具体历史进程的“第

二个结合”，可分别上溯至20世纪40年

代延安时期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的追求，和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思

潮。毫无疑问，这两个时段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相互趋

近的重要年代。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

深入思考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问题，思考中国文化的传统因素在“新

的人民的时代”的传承发展问题，从而

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

化的探索进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

既是这一历史进程深入展开的体现，也

是理论思考深入拓展的结晶，体现了中

国文化主体意识的高度自觉性，具有理

论创新的价值。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对以往中

西二元论命题的扬弃。以往的中西关

系命题，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

论命题，常常使我们感受到取舍的困难与困惑，“第二个结合”的提出，

表达了建构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尝试，是对传统二元论思维模式的扬

弃。它不是片面地强调马克思主义，而是聚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文化取向。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

位置，它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同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在政治经济上的生动实践，也提出了文化上的相应要求，“第二

个结合”的提出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第二个结合”呼吁复兴传统文化

中的当代价值和人民性内涵，是与包容、互信和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因

而能够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中大放异彩。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恰值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这是“第二个

一百年”的关键节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并产生越来越大

影响力的新时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展开，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系命题日益凸显。“第二

个结合”的提出适应了这一历史要求，具有“中国叙事”的独特价值。

“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首先体现为站在中国的角度，以

适合中国的话语体系重释中华传统文化。这与直接借用西方话语来阐

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明显不同。以往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主要建立

在西方话语和范畴的基础上，我们在这种认知中所能见到的，只是西方

文化的“倒影”和对西方文化的靠拢。要想建立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性，必须建立适合中国的话语体系，“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中华传统

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依据与方向。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具体问题

出发，而非从概念出发；要从具体语境出发，而非从超越历史的抽象原理

出发；要面向未来，而非回到过去。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重构传统文化的

当代合法性，也要建构具有“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人民性内涵

的重新确认与当代建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

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可以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核心所

在。“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重建传统文化的人民性内涵提供了思想基础

和路径保障：我们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即“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

为人民抒怀”）的指向，并最终接受人民考验的人民文艺。这样的文艺，不

仅具有特定时代的独特性，也具有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性，能够将当下的

优秀文艺纳入进来，共同汇聚成为“人民文艺的大传统”。

“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还体现在民族精神的历史重构和

当代阐释上。通常认为，民族精神是国民性命题的重要体现。然而在中

国，国民性命题与“五四”以来的文化启蒙联系在一起，其提出之初偏向于

对“劣根性”的强调，结果导致长期以来，国民性与“劣根性”之间几乎画上

了等号，国民性命题受到了严重的误解，并以窄化片面的形式呈现。历史

地看，针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与批判，对认识与改造传统中国自有其不可

磨灭的社会价值，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的推进，中国人民的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民族精神也具有了新的内

涵。“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我们重新阐释国民性命题和民族精神提供

了思考路径，指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是人性命题

与中国叙事的辩证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

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

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

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并发

挥深远影响的过程，就是“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逐渐显现和凸

显的过程。它的提出，既使得传统文化的重新定义与当代阐释成为可能，

又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叙述；既是崭新思维方式的体现，又是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未来视角；既是从中国立场出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

导，又是“中国叙事”的新时代呈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呼唤新的“中国

叙事”的出现。

（作者徐勇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郭良干系厦门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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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2014年 10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发展举旗定向。十

年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讲话精

神指引下，勇担新的文化使命，于人民

的伟大创造中实践杰出的艺术创造。

以中篇小说为样本，可以清晰地看到，

新时代文学正在以一系列代表性作品、

标志性现象和时代性特征，构筑新时代

文艺的独特景观，彰显新时代中国的文

化力量。

弘扬家国正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

历程，一方面为广大作家扎根

大地、淬炼经典提供源源不绝

的精神动能，另一方面也呼唤

更多对重大时间节点、重大历

史事件、重大题材提供深广文

学观照的家国正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

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十年来，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

以党史、军史、国史为素材和题材的优秀

作品不断涌现。徐贵祥《鲜花岭上鲜花

开》驻扎大别山，以鲜活的英雄形象、英

雄情结和英雄史事源流考，向沉睡在历

史深处的英雄致以深切问候。杨怡芬

《里斯本丸》从多年后的纪念活动起笔，

多视角审视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海难，彰

显历史正义和对和平的守护与期许。王

松《红骆驼》向新中国第一代核工业者致

敬，以对祖国“清澈的爱”树起一代人“奋

斗青春，无悔抉择”的精神丰碑。王凯

《荒野步枪手》聚焦军事演习，以饱满明

快的语调描述新时代强军故事和军旅生

活风景，称颂可亲可敬的基层官兵。西

元《徒步走到终点》在常态和艰险双重境

遇中，贴近戍边军人的心绪，书写家国意

志和崇高信仰的深沉力量。小白在《封

锁》中用周详广博的细节考据、重重镜像

的风俗还原，让抗战时期的上海在沦陷

与封锁的暗处迸发出民族大义的壮烈光

芒。董夏青青《冻土观测段》递交了一份

青年作家眼中的和平年代军事斗争素

描。

家国正声是国之大者对新时代文艺

气象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新时代文学的

郑重嘱托。它激励广大作家眼纳千江

水、胸起百万兵，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

观、国家观、文化观锤炼文学的视野和格

局，以庄严、崇高、宏阔的艺术表达承载

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和英雄礼赞，以吾土

吾民、人间正道的浩然之气和民族尊严

不可侵犯、世界和平不容践踏的正义之

声，构筑新时代文学的筋骨和脊梁。

家国正声还包含着那些被称颂和

铭记的属于文学的荣光时刻——2018

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会上，“‘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蒋子

龙、“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

的优秀作家”路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

号；2019 年 9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为“人民艺术家”王蒙

颁授勋章奖章；在从事文学创作70周年

系列活动中，王蒙作为当代文学乃至文

化重要代表，其杰出成就和深刻影响赢

得无数礼赞，新时代十年创作的十余个

中篇，也成为他生命伟力、人间大爱以

及丰沛创造调性的有力证明。感应时

代精神、体现时代高度的文学大家，由

他们所发起的领唱，本身亦是正声。

把握时代进程

新时代文学作为新时代的

重要文化实践，其生命活力，

就在于以强劲的时代脉动、火

热的现实生活、生动的人民创

造为深厚基础，于时代之变、

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书写

山乡巨变，攀登文学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

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全面小康的第一现

场，活跃着新时代作家潜心深入、孜孜

以求的身影。艾平《包·哈斯三回科右

中旗》以草原上最出色的牧马人三次回

乡为线，让新时代故乡和人们生活方式

的新变化，结结实实生长在草原丰美水

草、醇厚民风以及天地人的交流互通之

上。杨遥《父亲和我的时代》写脱贫攻

坚中的父辈新曲，时代深处生长出的活

力与不接地气的“隐疾”并存对照，儿子

进步、老人犹疑的人物关系模型也就此

被刷新。苏二花在《拉大锯，扯大锯》中

蒸腾起雁门关外返乡后充满生机的“纯

天然绿色”新生活。

此外，在家族叙事、城镇变革、都市

生活、世界图景等领域，新时代文学同

样多有掘进，累积着艺术探索的新成

果。邵丽《黄河故事》翻涌两辈人波澜

起伏的命运，映照出中国社会数十年间

家庭伦理、情感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

迁。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融现实

主义品格、抒情精神和青春理想于一体，

在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性格命运中浓缩

社会生活特定形态，展现人的道德困境

和精神坚守。林森在“心海三部曲”（《海

里岸上》《唯水年轻》《心海图》）中寻绎海

洋叙事与家族、伦理、时代、历史等坐标

系的呼应，常与变，出走与归来，顺应或

对抗自然及时间，都被吞没在潮汐的奔

涌里，由此，写作也得以从心海走向文学

的深海。黄立宇《制琴师》借助陈腐乖张

的木匠形象，传递了特定时代县城青年

生命的困顿与希望，同时将整个时代向

外部张望的渴求描绘得意味深长。杨少

衡《铜离子》、洪放《追风》写城市建设、生

态保护、科技兴业中的为官为民、家国情

怀和理想担当。荆永鸣《较量》、常小琥

《长夜行》里的医者仁心、众志成城、同舟

共济，令人动容与敬仰。王威廉《你的目

光》以“家族寻根”为叙事动力，以“眼镜”

设计为纽带，书写了客家人和疍家人的

历史渊源和生存境遇。王占黑《小花旦

的故事》以方言入文，从个人生活史到少

数族群生存状况，再到城市的文化变迁，

为城市景观中落后但蓬勃的部分扩容。

周嘉宁通过《基本美》记录大陆小城青年

和香港青年之间的友谊，探讨重要历史

时段如何与青年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

建立联系。杨方将两个大陆板块看似分

离又不曾断裂的情感，安置在《澳大利亚

舅舅》几十年的光阴中，时代变迁、时光

流逝投射其中。

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的十年，是新

时代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丰收的十年。

作家们以敏锐的艺术感知力深入现实

内部与细部，在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中生

成无尽的创造力。我们有理由相信，更

多具有新时代情境气象、精神气韵、人

物气质的现实题材力作正在走来。

在人民中实现艺术创造

作家们能否写出传得开、

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从根本上

取决于能否为人民抒写、为人

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在人民

中实现艺术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

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

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

牛。”人民，作为新时代文学的关键词，

在作家笔下得到了深刻熨帖的呈现。

尹学芸《李海叔叔》真实恳切、情深意

长，两个家庭二十多年的交集缠绕，在

形式技巧匿名的状态里牵动起人们的

记忆、经验和情感。艾伟《过往》从代际

关系的角度试炼人性，以独有的故事张

力诠释美德和宽恕的力量。田耳《一

天》以死亡为契机，将人物连同他们的

命运召集、容纳进特定的时空容器里。

刘建东在《阅读与欣赏》的工厂生活中，

贡献了一位文学长廊里少有的风姿绰

约、行为大胆的女性师傅形象。张楚在

《过香河》里创造别具一格的舅甥关系，

是对过于强盛的日常生活的飞升。鲁

敏以临终拜访为主题结构《无主题拜

访》，浩茫的心事无一落实，却又在不圆

满处得见圆满。叶弥《是谁在深夜里讲

童话》、陈仓《再见白素贞》于现代童话

和传说中倾注慷慨与虔诚，铺陈与人相

拥的善和暖。裘山山《我需要和你谈

谈》、程青《父亲的深夜》、马金莲《蒜》关

注暮年叙事，面对代际间或焦灼或汹涌

的情感，抽丝剥茧。蔡东通过《来访者》

的心理治疗提示我们，对于戏剧性之后

升起的日常之物，以及人的不健全与自

省，谁都无法真理在握。孙频在《鲛在

水中央》中处理创痛，用情感的素朴与

温热，营造出相对安全的暗处，企盼居

于其中的人走向愈合。在胡学文《丛

林》、许春樵《麦子熟了》、东君《上海为

什么没有山》、弋铧《秋千引》里，命运强

有力地阐述自身；在双雪涛《平原上的

摩西》、班宇《双河》、韩松落《给雷米杨

的情歌》、陈再见《旁观害羞者》、杜梨

《今日痛饮庆功酒》里，年轻且敏锐的才

情得到充分彰显。

文学的常温，在于在历史的承续处

和时代的更新处看到人，从蕴含在具体

生活中的理想、劳动、境界、趣味和共同

的价值追求中，提取整全的人的心灵。

那些以人为本的优秀作品之所以令人

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事业和生活、顺境

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

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能够在其

中被洞察并洞见。

承续优秀文化传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新时代文学的根基

和宝藏正在于此，十年间，传

承中华美学精神、赓续中华文

脉，成为越来越多的作家的自

觉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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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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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传承中华美学精神、

赓续中华文脉，成为越来越多的作家的

自觉追求。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

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

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

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迟子建在《碾压

甲骨的车轮》中钩沉东北历史，小说以

乐章的形式集结，古与今、现实与世情、

历史与文化在迷雾般的人物命运中次

第展开，借由甲骨文物碎片的遭遇，作

者完成了对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深情

回望。肖江虹《傩面》在归来的游子和

最后的傩面师之间展开“变”与“不变”

的对话，小说中一切机缘巧合都笼罩在

对神、对信仰、对漫长的人类经验的敬

畏里，这将它同一般意义上的民俗书写

区分开来，获得了独立的精神空间。葛

亮在“匠人”系列（《书匠》《飞发》《瓦

猫》），对饱含传统文化光晕的器物和手

艺，以及灌注其中的生命遭际和文化情

感进行持续书写，在完成文学地理学意

义上的开掘的同时，也传递了与当代审

美追求同声相应的古典文脉、风格与精

神。冉正万以《鲤鱼巷》《指月街》《醒狮

路》等为代表的贵阳系列，建构着写作

者新的写作地标，也展现着一座城的文

化氛围，可以以“情书”的方式烙印在文

字里。普玄在《太阳刻度》中交付足够

的耐心和诚恳，描述看似“前现代”的守

信方式和道德准则，在遭遇“现代”生存

智慧时，如何被磨损却依旧刻画在人的

心里。陈集益《大地上的声音》起笔地

方剧种，描摹地方性文化与时事命运的

审美综合。孙正连《江水炖江鱼的日

子》以“活传统”与“后继人”的父子关

系，再现北方渔家文化的风俗画卷。林

筱聆《故香》在15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

以世界视角讲述茶的历史与传奇，茶的

哲学及文化，写茶人茶事，亦是对传统

文化和家国想象的诗性演绎。龚万莹

自诩“鼓浪屿小孩”，《出山》在成长小

说、新南方写作、岛屿叙事、闽南风情画

等条目外，自有为达观热闹的生命哲学

所滋养的光泽与韵律。舒飞廉《团圆

酒》写乡村一场迟来的婚宴，小说中的

人与万事万物始终并存，那些品性、造

化跟前程也因团圆的篝火而被一一点

亮，作品的自在与自足指向传统审美范

式的活化魅性。

可以看到，新时代文学的丰盈质

地，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代代相传

生生不息的文化坚守与精神追求，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创造的

奥义，也将在新时代文学的书写中得到

持续的审美的验证与升华。

绘就人类文明新篇章

古典与现代、科学观与人

文 观 、想 象 力 与 使 命 责 任 并

行，科学精神、技术支撑在美

学层面上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相互

交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

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

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新时代文

学是坚定文化自信、光大中国气派中国

风范的文学，也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体现广大人类关怀的文学。

集天地生趣，与万物共生，是中国

精神的精妙所在，也是中国智慧和中国

经验参与构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

涵。这当中既包括对生命原力的追溯，

也包括在天地人的多维结构中恢弘心

界，寻求人文与自然的融通。《三只虫草》

《蘑菇圈》是阿来“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

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

的小说”。小说的人物来自朴素的诗歌

时代、手工劳作的时代、灵魂眼睛和身体

相互协调的时代，来自时间无限充裕、智

慧可以予人忠告、讲故事的艺术和口口

相传的经验孕育其中的时代。在与消费

社会的碰撞交锋中，人的神性、“齐物”的

智识之境以及面向未来的强大力量横亘

其间，深情召唤人们重新开始、再度出

发，与世界相亲相敬。张炜《寻找鱼王》

将出门远游、拜师学艺的情境处理得灵

动活泼、富有深意，让时间和自然当中指

引人生的恒常之理一代又一代传承。罗

伟章《声音史》中，主人公小如草芥却天

赋异禀，耳朵无限延展，能将万物的声音

收纳于心，再在嘴唇上开花结果。在他

的讲述中，世事更迭与古老神秘的历史

以合于天地的状态形成呼应。索南才

让《荒原上》构建了富有原初生命活力

和原始诗性的生存空间，在那里，生灵

万物和山川河流坚韧，广袤无垠的大地

与人的渺小并置，精神游牧者行走期间，

自由吟唱。

近年来，科技与科幻在文学领域声

势渐长。科幻文学是大国文学、生命文

学，也是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

义等于一身的探索人类文明存续拓展

的审美共同体。在中国科幻发生、发

展、崛起的过程中，科幻文学作家用幻

想、更用思想，有力参与中国文学现代

化进程中新的观念和新的时空的塑造

与创造。新时代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和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的时代命

题，让科幻文学恰逢其时汇入中国式

现代化的精神洪流，陈楸帆、李宏伟、

宝树、程婧波、江波、张冉、阿缺、顾适、

昼温等一批作家以迭出的精品力作，

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科幻的智识与审美

担当。

现实题材领域中，科技题材小说的

出现与累积，尤其值得关注，并正在形

成新时代文学独有的科技风景。《中关

村东路》聚焦国产芯片创业史，作者秦

北凭借十余年半导体行业从业经验，讲

述了“中国芯”坎坷波澜的研发之路。

陈谦在《无穷镜》中用3D成像的技术难

题，隐喻现代科技背景下人类看与被看

的存在主义难局。吴清缘《卫煌》处理

守护敦煌的主题，让现实与幻象、史迹

无缝对接，知识之核在精神与美的洇染

下化为文学图景。在彭杨《故事星球》

里，年轻的科技公司创业者高呼“中国

在长高”，也道出了向世界敞开胸襟的

文化自信与自豪。在这些作品中，古典

与现代、科学观与人文观、想象力与使

命责任并行，科学精神、技术支撑在美

学层面上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相互交融。

优秀作品不胜枚举，新时代文学向

高峰砥砺奋进的崭新气象，有赖于文学

场域内外乃至新时代中国和整个中华

民族的斗志昂扬。期待更多珍惜来路、

识微见远、丰沛开阔的新时代文学叙

事，在新的文化情境中发挥应有的精神

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发展研究处处长、副研究员）

在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中生成创造性力量
——新时代中篇小说观察

□聂 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