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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协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 ，再
次吹响了文艺界以文化自信为底气和
底蕴， 以伟大灵魂和作品攀登文艺高
峰的进军号角， 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
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事业
的未来。 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
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
前浪的生动局面。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
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
逢盛世，肩负重任。 必须要主动提高站
位，勇挑重担 ，要有时不我待 ，只争朝
夕的紧迫感， 要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
神， 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 青年文艺工作者不缺生活，缺乏的
是视野，缺乏发现生活之美的能力。 我

们应该潜心学习 ，多读书 ，读好书，既
要读有字之书， 也要多读生活的无字
之书。 只有肚子里的东西多了，才能在
自己所处的时代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才能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
先倡者， 才能创造出有人情味、 有深
度、有厚度、有温度的作品。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活水源头 ，是
文艺之母。 文艺一旦离开了人民，就会
成为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青年文艺工作者要勇于走出方
寸天地，阅览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
远随人民的心而跳动。 要始终坚持为
人民服务 ，为人民发声 ，为人民书写 ，
做到胸中有人民、心里有人民、肩头有
人民、笔下有人民。 要始终把人民放在
最高位置， 怀一颗感恩之心、 谦卑之
心 ，扎根泥土 ，深入生活 ，深挖本土特

色文化底蕴，倾听人民教诲。 只有真正
读懂了脚下这块生于斯、 长于斯的土
地 ，文艺才能接住地气 ，增加底气 ，灌
注生气，才可能获得人民认可，才可能
写出人民满意的作品， 才可能在世界
文化激荡中扎稳脚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承担着成
风化人的职责。 崇德尚艺，清白做人，应
是我们青年文艺工作者首先必备的责任
担当和价值追求。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传
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做到襟怀和学识
贯通， 道德和才情交融， 人品和艺品统
一。要坚守初心，弘扬正道，潜心学习，静
心创作，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
要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四个决不能”和
“五个靠”，即：“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
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
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

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
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
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 创作要靠心血，
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
品质，名声要靠德艺。 ”艺比天大，德如地
厚，要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
成就人生价值， 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
播者，把崇高价值、美好情感融入文艺作
品之中， 努力创作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
秀作品。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
缘。 1981 年北大学子在燕园一起喊出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今
天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依然要叫响这个口号，铁肩担道义，妙
手著华章，提高政治站位，勇挑时代重
担，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

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 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 指明了前
进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青
年是事业的未来， 只有青年文艺工作
者强起来， 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
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 这既是
对青年文艺工作者的鞭策鼓励， 也是
总书记对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殷切希
望。

作为新时代的文学青年， 应该明
白我们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无论走

到哪里，我们都应该不忘来时路。 文学
艺术源于人民，同样服务于人民，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持文
学艺术为人民服务， 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服务。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路遥先
生用毕生的心血， 为生养他的土地和
人民奉献了一部恢宏的历史长卷 ，同
时也为劳动人民树碑立传。 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 中国
革命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在历次波
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 中国人民表现
出的勇敢和智慧，令世界为之震撼，最
终赢得了自由和解放。 我们新时代的

文学青年，脚上要有泥土气，要到人民
群众中去，听人民群众的心声，写人民
群众满意的文学作品，不负于时代，不
负于人民。

体验人民生活，用好人民语言。 不
管是青年作家、记者、艺术表演家都要
深入生活 ，贴近生活 ，深入人民群众 ，
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学习人民的生
动语言，学习人民群众的智慧，这样的
作品才接地气，才有生命力。

人民是善良的、人民是朴实的，不
能虚构人民、丑化人民，只有和人民群
众打成一片， 了解人民群众的辛勤付
出， 才能够塑造出我们可爱的人民形

象。 文学艺术作品， 要为人民群众而
歌，为人民立命，让人民群众在作品中
唱 “主角儿 ”，把人民群众的思想融入
文学艺术作品中，让文学艺术中的话，
就是人民心中想说的要说的话。

文学艺术作品不需要庸俗、低俗、
媚俗，不需要阿谀奉承，作者更不能为
讨好某些人而违心创作。 要时刻牢记
文学必须为人民服务，去赞美人民、歌
颂人民，创造有血有肉的人民形象，举
人民精神之旗，立人民精神之柱，建人
民精神家园。

既然提起手中的笔， 就要有社会
责任和担当，要敢于激浊扬清，推出精
品，提高审美，坚守理想。 我们生活在
前所未有的新时期， 我们只能在人民
群众生活中寻找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
真正遵守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 按照
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 大力讴歌
人民、讴歌时代。

让文学的心永远随人民跳动
柯荣

学讲话增精神 明使命开新篇

要明白我们为什么写作
汪海玉

地气， 原本是地质学上的
名词。 地壳内蕴含的各种气体
在区域应力作用下溢出地表的
气体称为地气。 《礼记·月记》
说 ，孟春之月 ，天气下降 ，地气
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 可
见， 地气关乎地球上一切生命
的存续。将地气一词引入文学，
那就另有深意了， 作为对文学
的深入思考， 我们有必要探讨
一下文学的地气究竟是何物 ，
它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文学无法
绕开的深远影响。

文学的地气是什么？ 是最
有质感的、 没有经过过滤和加
工的生活样态和生活现场。 那
里汇聚着百姓的喜怒哀乐 ，民
众的衣食住行， 苍生的生命律
动。那些朴素而寻常的景观，是
鲜活而生动的原汁原味， 是文
学生发的深厚土壤， 特别是现
实主义文学的根系所在。同时，
这些原汁原味的生活， 也是作
家的灵魂拷问之处， 灵感触发
之地， 它直接诱发着作家将先
天禀赋转换成现实的艺术才
华。 原生态的生活保持着它固
有的不可违背的逻辑性， 对昨
天而言，是历史的延续。对明天
而言，是未来的历史。这个清晰
的时空坐标决定了文学艺术家

们的思维向度。 今天的一个并不让人十分在意的细节，就可能成为未来历史的
一个记忆亮点。 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对当下的重视，跟重
视历史与未来同样重要。 文学家就是站在这个基点上去考察社会和历史的。 他
们从嘈杂而平淡的日常中抽丝剥茧，去粗取精，寻找个性，发现珠宝，萃取出人
类最具美学价值的精神养料。

文学的地气在哪里？ 在浩瀚的大海，在广阔的田野，在繁忙的市场，在市井
的隐蔽角落，在世间的万象更迭。 就是这些寻常处，蕴藏着文学的地气，跳动着
生活的真实，奔涌着民族的血性，暗含着人类的思想和智慧，以及真善美与假恶
丑的共存。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三百多篇诗歌无一不是来源于生活，大
多数来自民间，来自于山川河流和农家小舍，所以地气十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个艺术化和典型化的生活样本。 它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民间生活给创作提
供了无限可能，而创作对生活保持着无法脱离的高度的依赖性。 文学史告诉我
们，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从地气中走出来的，是从地气中萃取出来的精神
产品，是对真实生活的艺术表达。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看，现实主义文
学的基石就是现实生活，作家就是依靠深入生活去获取创作资源，继而进行分
析研究，完成从构思到形象化和典型化的书写过程。 它要求作家要站在低处观
察，站在高处思考。恰恰就是在简单的日常中，有社会的复杂，有人性的波动，有
世道的艰难，有人间的美好。 从来没有虚构的生活，只有虚构的艺术。 基于真实
的虚构依然立足于真实之上，脱离了真实的虚构便成了虚假的玩偶。 所以在文
学创作的实践上，虚构本身也分为两种，一是真实的虚构，即建立在现实生活的
基础上，符合生活逻辑、人物性格逻辑和事件发展逻辑的虚构，就是真实的虚
构。其所产生的力量也是真实的力量，表现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价值共识。另
一种是虚假的编造，是缺少逻辑前提和事物根据的想象，它与人类情感和真实
的生存样态是相悖和脱节的。

地气是文学的血脉，是文学生根发芽的广袤空间和无垠沃野。 只有植根于
营养丰厚的土壤， 文学园地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和那些千姿百态的奇花异草。
根有多长，树有多高。 以浅薄之履写厚重之作，悬浮地上去仰望星空，这种捷径
是不存在的。对作家而言，生活是伟大而神圣的存在，作家需要保持赤子般的敬
畏之心，虔诚而谦卑地融入生活，去触摸和感知生活中最敏锐，最鲜活，最具有
质感的部分，用心去捍卫和呵护生活中的真善美，才能从本质上抓住时代的精
神特质和这个时代的人的精神特质。 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时代，作家更应该有
饱满的激情来完成这样的担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恰恰就
是文学要表现的主体对象。所以，巴尔扎克说的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是基于作
家必须拥有社会生活为大前提而言的。无论是表现人物，还是记录时代，文学的
地气都是决定作家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

（转载自《文学报》2021 年 12 月 09 日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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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4 日从陕西省文物部门了解到， 考古工作
者在位于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江村发现了一座大型汉
墓，经过持续勘探及对大墓周边部分外藏坑的抢救发
掘，基本确认这座大墓为汉文帝陵墓。

进入 21 世纪后，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
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东郊的白
鹿原西部地区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并对世传的
汉文帝陵所在的“凤凰嘴”，以及窦皇后陵、薄太后南
陵等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勘探，基本确定了汉文
帝霸陵陵区的大致范围、重要遗址的分布状况和形制
布局，并新发现了一座“亞”字形大墓。 这座新发现的
大墓因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江村而被称为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地面无封土，墓葬形制呈“亞”字形，四
面带有梯形墓道，墓室开口距地表 2—4.5 米，南北长
74.5 米，东西宽 71.5 米，底部距地表深 27—30 米。

江村大墓周围有上百座外藏坑及陪葬墓 ，从
2017 年开始， 考古工作者对江村大墓和薄太后南陵
的部分外藏坑进行了抢救发掘， 出土了着衣陶俑、陶
罐、铜带钩、弩机、铁戟、车马器等大量文物。同时还发
现了两枚印章，其中一枚经清理辨认，印文为“中司空
印”。

在白鹿原西部有一个被称为“凤凰嘴”的区域，这
里有 10 多通明清时期的祭祀碑， 另有清代乾隆年间
陕西巡抚毕沅题铭石碑一通， 上书 “汉文帝霸陵”5
字，因而长期以来“凤凰嘴”也被认为是汉文帝陵。

据了解，此次考古人员对“凤凰嘴”区域做了全面
详细的考古勘探， 未发现任何人工修建或开凿的遗
迹，基本可以确定“凤凰嘴”只是一道自然形成的黄土
梁，没有任何墓葬。

“此次考古发现证实，‘凤凰嘴’ 是后世讹传的霸
陵。 江村大墓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西汉
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而
且有明显的发展演变轨迹，另外结合文献记载，初步
推断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主持此次考古发
掘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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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
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重
要讲话精神， 必须准确把握习近平总
书记的 “文艺观 ”，鼓舞和激励基层文
艺工作者增强文化自觉、 坚定文化自
信， 汇聚和凝结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
磅礴力量，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
化创造，展示文艺新气象，铸就文艺新
辉煌。

树立大时代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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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中
华民族的千年巨变， 揭示百年中国的
人间正道。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累累硕果， 各行各业涌现出一批又一
批的优秀人物， 为文艺界提供了丰富
素材和广阔空间。 文艺创作者要以之
为题材，站在历史高度，以公正、理性、
良知为内在驱动， 创作更多记录时代
进程、引领时代风尚的优秀文艺作品。

坚守人民立场。 “人民是文艺之母”
“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在决战
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的壮阔奋
斗中， 随处跃动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
火热篇章， 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民的史
诗。 我们每一位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 向群众学习
的创作态度和到群众中去的创作方法，
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让文艺的百花园

永远为人民绽放， 凝聚强大的文化认同
和前进定力。

追求德艺双馨。 “文艺要通俗，但
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 文艺要生活，
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 、跟
风者、鼓吹者。 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
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 文艺要
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
奴隶。 ”细数过往，从柳青到陈忠实，从
侯宝林到梅葆玖， 我们从不缺少具有
强大人格魅力和高雅道德情怀的文
人、艺人典范。 文艺工作者要珍视自己
的社会形象，把崇德尚艺作为必修课，
把为人 、做事 、从艺统一起来 ，加强思
想积累 、知识储备 、艺术训练 ，提高学
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
行、高品位，努力做我们这个时代精神
家园的守望者、社会价值的风向标。

把崇德尚艺作为必修课
徐培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