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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艺应有怎样的思想定位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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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不朽的经典。

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再到元代戏曲、明清

小说，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国文艺历史的一座座连绵不断的高

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

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这样的优秀作品，将是属

于我们时代的经典与高峰。此后，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呼吁铸

就新时代的文艺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

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

文化的新高峰。”如何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把打造时代经典的

历史重任落在实处，是摆在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

课题。毋庸置疑，完成这一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的关键

是，沉下心来，以美学的方式奏响时代之音、抒写人民之声、高

唱爱国之歌。这也是新时代文艺应有的思想定位。

奏响时代之音

细节绝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而是要精心

选取那些能够或显或隐、或强或弱地彰显时代总体

性的细节，精心编织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统一体。这

就需要作家艺术家具备总体性的视野

时代是客观的存在，对时代的呈现或表征，可以采取多种

不同的话语范式。相比之下，文艺话语主要是以美学的方式进

行书写。这既是文艺的独特性质，也是文艺赖以存身的根本。

关于这一点，鲁迅曾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有过专门辨析。他将

意在展演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学”分作两种：一种是狭义的标

语、口号式的革命文学，一种是广义的有血有肉的革命文学。

他批评前者徒有虚名，认为革命之所以在标语、口号之外要用

文学，恰恰是因为文艺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又如，同一个时代

的表述，历史话语将其概括为“安史之乱”，而文学话语则描摹

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总体而言，不同

话语在呈现时代过程中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博弈，而以审美介

入其中的文艺话语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力量。

文艺与时代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有的直接，有的间接。

一方面，时代为文艺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政治、经济、社

会、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巨变，不断催生新的创作素材。另一

方面，时代又对文艺的形式产生潜在的影响。这充分体现在体

裁、意象、语言、风格等方面上。正因如此，清人梅曾亮才于《答

朱丹木书》中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叶燮在《原诗》中

写到：“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余年之作者，其间节节相生，

如环之不断；如四时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

停，无可或间也。吾前言踵事增华，因时递变，此之谓也。”放眼

古今中外，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

振，可谓文艺的一条普遍规律。因此，新时代文艺应与时代同

步伐，立体呈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新时代是中国人民迈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

时代，是中国人民拼搏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新时代的文

艺表达，需要从新时代现实中萃取题材、提炼主题，并将它们

转化为丰富多姿、真实感人的审美细节，在细节中生动诠释时

代的沧桑巨变与伟大飞跃。

值得注意的是，细节绝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而是要

精心选取那些能够或显或隐、或强或弱地彰显时代总体性的

细节，精心编织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统一体。这就需要作家艺

术家具备总体性的视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树

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

程和时代大势”。在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奇看来，“总体”对

各个“部分”有着“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历史与阶级

意识》）如此而言，只有在与时代总体性的有机关联中，细节方

能真正实现存在的价值。否则，细节就难免陷入孤立无依、自说

自话的境地——即便一个个细节十分出色，终究也难以形成富

有时代意义的美学整体。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风骨》篇中写

到：“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

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时代总体性与审美细节之间的关

系，亦可作如是观，时代经典无疑是两者相得益彰的“鸣凤”。

抒写人民之声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千姿百态的具体人

物。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要不断发掘彰显时代精神

的新人，塑造出更多具有感染力的人物，为时代留下

经得起读者和时间考验的经典文艺形象

悠久的中外文艺史有力证明，凡是那些能够轰动当时并

传于后世的作品，无不反映着时代要求与人民心声。100多年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战线走出了一条高扬人民性的文艺

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党在百年奋斗中

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

述文艺与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

艺”，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源于人

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

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这些重要论述继承并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人民叙事提供了

行动指南。

以人民为中心，书写人民之声，既是历史的不绝回响，更

是时代的客观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

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正是坚

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文艺界响应时代

召唤、心系祖国人民、追求美学理想，推出了一大批时代经典，

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发挥了重要

的美学效应。现今，我们已经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

代，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必须协调发展。

在创造精神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进程

中，美学的作用不可取代。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坚持人民立场，

把人民心声、人民利益与人民意志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用时代经典夯实强国建设与民族

复兴的文化根基。

以美学方式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也是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客观需要。以艺通心，更易沟

通世界，满足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的需要。通过对人民生

活的美学表达，可以让国外民众在审美的过程中感受国人的

伟大创造实践和崭新精神风貌，深化对中国现实与中华文化

的认识。

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是打造时代经典

的根本保证。人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是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创作方法。现实生活

提供了多姿多彩的创作素材，作家只有认真咀嚼、完全消化，

才能将其提炼并转化为各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明代谢榛的《四

溟诗话》把这个美学化的过程生动地类比为酿酒：“作诗譬如

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料，酿成则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

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江酒也，此金华酒

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手不同故尔。”经由不

同的创作主体与创作技艺，生活素材将得到不同的熔铸、蜕变

与升华，形成风格多样的优秀作品。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

是千姿百态的具体人物。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要不断发掘彰

显时代精神的新人，塑造出更多具有感染力的人物，为时代留

下经得起读者和时间考验的经典文艺形象。

高唱团结之歌

在新时代，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以文艺的力量把

14亿多的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这个意

义上，打造时代经典，意味着用新的文艺作品唱响爱

国旋律，践行团结的美学、团结的诗学

上下五千年，滚滚长江东逝水，留下了无数仁人志士可歌

可泣的英雄事迹，同时也留下了无数文人墨客抒发忧国忧民、

歌咏爱国情感的诗词歌赋。家国情怀或爱国主义的美学叙述

若涓涓细流，汇聚为隽永而深沉的美学力量，潜移默化地陶冶

并形塑着人们的团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永恒

的情与浩荡的气，家国情怀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可或缺

的组成要素。在新时代，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以文艺的力量把

14亿多的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打造

时代经典，意味着用新的文艺作品唱响爱国旋律，践行团结的

美学、团结的诗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

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

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为新时代文

艺的家国书写指明了努力方向。书写爱国主义的美学篇章，需

要辩证处理如下三组关系：

一是宏大叙事与微型叙事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爱国英

雄与时代楷模是爱国主义的典范，是时代、民族最闪亮的坐

标。因此，礼赞英雄、致敬楷模一直都是爱国主义叙事的重头

戏，与之相应的是宏大的题材与英雄化的处理。现当代文学史

上，这种宏大叙事的模式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就事件与人物

的关系而言，这一模式聚焦的是大事件与大人物，现今仍然发

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理论上，还有其他三种叙事模式值

得尝试：大事件/小人物，小事件/大人物，小事件/小人物。在

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这些微型叙事得到了精彩的

演绎。它不仅通过小事件展现出时代英雄对国家发展的默默

奉献，而且展现出大事件背景下普通人的家国情怀。宏大叙事

与微型叙事之间并不矛盾，它们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两者不

可偏废。

二是大我价值与小我价值之间的关系。回顾文艺发展史，

既有过重视国家与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重视大我价值

而忽视甚至否定小我价值的偏向，也有过以小我价值、个人主

义冲击与否定大我价值、爱国主义的错误做法。实际上，两者

都把大我利益与小我利益割裂开来，违背了在实现大我发展

的同时促进小我的全面发展这一辩证关系。这两种偏向都产

生于特定的时代，都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知往鉴今，新时

代的爱国主义叙事，要着力展现个体如何超越小我、不断融入

大我并促进大我的发展，以及大我如何汇聚小我、整合小我并

持续实现小我的升华，展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与个人梦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筑同圆的关系，从而以审

美力量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大我和小我的价值关系。

三是美学传承与美学创新之间的关系。中国精神——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中

国精神的重要源泉。新时代的爱国叙事，既要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念与道德规范，

又要传承和弘扬其中的美学精神。中华美学精神强调含蓄之

美、意境之美、和谐之美，这些美学理念迄今仍有极高的价值。

一方面，我们要借助新的传播媒介激活古老文化中的传统美

学精神；另一方面，更要通过新的创作素材创新和发展中华美

学精神。美学创新离不开美学传承这一基础，美学传承要着眼

于美学创新。

总而言之，时代之音、人民之声、团结之歌是新时代文艺

应重点书写的主题。广大文艺工作者应与时代同步伐，为亿万

人民鼓与呼，以更多经典作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

神文化需求，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象，为文化强国建

设贡献文艺的力量。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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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浦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昆明市文联离休干部

王公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2月20日在

昆明逝世，享年102岁。

王公浦，笔名公浦，中共党员。1949年参加革命

工作。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苦聪人的春天》，中篇小说

《边疆巡逻兵》，小说集《好丑你们说》，杂文集《边

地草》《池畔草》，电影剧本《五朵金花》《摩雅傣》

《金沙恋》《三七情缘》，电视剧本《那满山的火把果》

《跨越》《雾圈》《日浴》等。曾获云南省1976-1979

年小说创作一等奖、云南省优秀作品奖等。

董义晋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原委

员董义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2月26日

在太原逝世，享年71岁。

董义晋，笔名雪野。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

有小说《北绿树》《泥土》《瞌睡》《最后的蚂蚁》，散文

《飞来飞去的日子》，诗歌《酒王》《枪手》《生命的舞

蹈》《我们的高原》等。曾获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甘

肃省黄河文学奖等。

骆寒超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教授骆寒超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2月28日在杭州逝世，享

年90岁。

骆寒超，原名骆运启，中共党员。1951年开始发

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艾

青论》《中国现代诗歌论》《新诗创作论》《骆寒超诗

论集》《新诗主潮论》《艾青评传》《20世纪新诗综论》

等。曾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浙江省

作协文学理论奖等。

首届东坡诗文奖在琼颁奖

日前，由海南省作协、澄迈县委县政府主办的“以东坡

为师”首届东坡诗文奖颁奖盛典在海南澄迈举行。中国作协

副主席阎晶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军，

韩少功、景柱、王山、夏斐、王冰、梅国云、冀铁军等作家、评论

家与会。

东坡诗文奖评选活动由海南省作协组织实施，每两年举

办一次，每届将评出杰出成就奖1名、实力作家奖4名、新锐

作家奖5名。首届东坡诗文奖杰出成就奖授予“人民艺术家”

王蒙，孔见、胡竹峰、朱涛、古马获得实力作家奖，熊焱、榆木、

王选、刘星元、朝颜摘得新锐作家奖。

中央美院美术馆典藏作品展在京举行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2024年 12月 16

日，由国家大剧院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时代鸿图——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以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为主题，以“筚路蓝缕”“天地新

颜”“山河壮丽”“新质创想”四大板块为叙事线索，集中展示了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的70余件（套）精品佳作。徐悲鸿、

林风眠、吴作人、王式廓、伍必端、艾中信、戴泽、叶浅予、靳尚

谊、王沂东等画坛名家的部分经典作品在展览中与观众见面。

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3月15日。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

心灵的双重盛宴，激发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王 觅）

浙江研讨《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名家论丛》

日前，由浙江省作协指导、杭州市文联主办的《中国网

络文学研究名家论丛（第一辑）》作品研讨活动在杭州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专家就论丛第一辑的10部作品展

开研讨。

《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名家论丛》由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夏烈主编，历时3年编辑出版，是国内首套汇聚网络文学研

究评论头部作者的丛书，旨在总结梳理近30年来中国网络

文学的学术发展。此次研讨活动采取一对一评论形式，由评

论家对论丛作品进行具体评论，作品作者给予回应互动。与

会者认为，该丛书不仅对网络文学研究领域过去30年的成

就进行了系统性回顾，也为网络文学未来发展路径作出了

展望。

《中国科幻发展年鉴2024》发布

日前，由中国科幻研究中心主办的“时光回响：科幻的流

变与未来”——《中国科幻发展年鉴2024》与《世界科幻动态

年刊2023》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科幻发展年

鉴2024》主编陈玲、副主编姚利芬和特聘专家三丰，以及杨

琼、詹玲、李琴等专家探讨了中国科幻的最新发展方向。

与会学者围绕近年来中国科幻长篇小说创作趋势、中国

科幻研究的最新动态，以及科幻文化的跨界融合、海外期刊的

译介与传播、中国科幻文学的国际化进程、历史科幻小说的创

造性转化、网络科幻的多元化趋势等话题进行了交流。大家认

为，《中国科幻发展年鉴》具备综合性、资料性和总结性，日渐

成为科幻研究者和从业者的工具书。未来，希望年鉴能更关注

科幻文化现象，进行热点观察与分析，从科幻文化角度扩展年

鉴内容。 （康春华）

专家研讨海飞“繁城三部曲”

近日，由作家出版社与浙江文学院共同主办的“繁城三部

曲”海飞古谍系列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彭学明、徐坤、刘琼等

10余位专家、学者、编辑与作者海飞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作家

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主持。

作家出版社推出的“繁城三部曲”收录《风尘里》《江南役》

《昆仑海》三部小说，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北京、杭州、台州和琉

球四地为背景，以锦衣卫少年团为主要人物，书写了小人物田

小七和他的兄弟们的成长史，兼具谍战、悬疑、推理、武侠等多

种类型文学元素。与会者认为，小说在尊重史实的同时，进行

了大胆且合理的想象，以富有诗意的历史化叙述，成功塑造了

一系列小人物形象，构建出一个逻辑缜密、引人入胜的“繁城”

古代谍战武侠世界。据悉，这三部作品均已进入影视开发序

列，番外篇《粮草官》也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王泓烨）

《天鹅旅馆》书写女性情谊与成长

近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作协等承

办的张悦然长篇小说《天鹅旅馆》研讨会在京举行。北京市文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赖洪波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

讨会由周敏主持，杨庆祥任学术主持。此次研讨会是“文学京

彩季——北京作家2024精品研推工程”第六期。

《天鹅旅馆》脱胎于张悦然2017年的同名中篇小说，近期

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以优雅又凌厉的笔触，书写了保姆

于玲与女主人秦文之间爱恨交织的友谊、彼此救赎与艰难成

长，呈现了当代不同身份的女性所面临的诱惑、困境与突围。

该作品法文版入围埃米尔·吉美亚洲文学奖。与会者认为，《天

鹅旅馆》用敏锐的眼光、灵动的文字展现了女性之间可贵的情

谊，以细腻的描写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是将类型元素融入严肃

文学的一次创作探索。 （王 觅）

《惹金枝》作品研讨会举办

日前，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湖南省作协和番茄小说

主办的空留《惹金枝》作品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作协网络

文学中心主任何弘，湖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游和平，番

茄小说总编辑谢思鹏，以及周志雄、王小英、乌兰其木格等20

余位专家、评论家、读者与会。研讨会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

心副主任朱钢主持。

与会者表示，该作品不仅具有网络文学典型的强事件性

和传奇性，而且叙事上并非一味追求紧张刺激的情节，而是通

过多种元素赋予其张弛有度的艺术美感。在塑造女性角色和

探讨性别关系方面，这部小说展现了超越传统框架的现代视

角和深刻的社会意义。空留在分享创作心得时说，写作过程中

不断挑战自我，走出舒适区，尝试不同的题材，是她创作《惹金

枝》的动力。 （刘鹏波）

《谍战京西》再现红色历史

日前，由中国电影基金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华夏电影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宣传部、石景山区文联

共同主办的电影《谍战京西》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业界

的专家学者及主办方代表、影片主创代表与会，围绕该片的创

作缘起、主题立意和艺术价值等展开深入交流研讨。

《谍战京西》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保卫石景山发电厂的故

事。影片充分利用北京石景山地区丰沛的红色文化资源，融合

多种类型元素，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再现风云激荡的革命

历史。该片由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宣传部、石景山区文联与北京

多家影视公司联合出品，杨联魁、程目全执导，程目全、张令

水、季明杰编剧，乌日根、陈端、阳知领衔主演。

与会者认为，作为一部类型化明显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

作品，《谍战京西》彰显人民理念、传承红色精神，叙事清晰、节

奏明快，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上独具特色，实现了思想性、

艺术性与观赏性的有机统一，为小成本电影创作提供了宝贵

经验。 （王 觅）

“2024玩转大馆马戏季”亮相香港

“2024玩转大馆马戏季”日前在香港举办，12个来自不同

国家的马戏节目带领观众体验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当代马戏

之旅。

作为香港的艺术文化地标，大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记忆。2018年，“大馆马戏季”成为在香港举办的首个当代马

戏艺术节，充分展现了传统马戏艺术与当代审美情趣、戏剧技

巧的融合。本届马戏季上，融合杂技、魔术、滑稽等元素与舞

蹈、音乐、视觉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节目，展现了当代马戏

艺术的魅力，不仅为大馆增添了文化色彩，也为香港的艺术文

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大馆还策划推出亲子杂耍工作

坊、杂技舞蹈工作坊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观众亲身体

验杂技艺术的无限可能。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