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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庆仁，1960 年出生于陕西大荔县，1986 年由西安美
术学院毕业，1990 年进入陕西省国画院从事专业创作。 中
国美术家协会第九届理事、省美术家协会第四、第五届副
主席；省国画院原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创作研究室主
任。 主要作品有《金色蔷薇》《玫瑰色回忆》《方圆绿照》《被
照亮的家园》《写生系列》等。 作品曾获第七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览金奖。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该馆学术邀请系列展“我
从长安来———邢庆仁画展”。 获中宣部、人社部、中国文联
“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出版有绘画专著
《邢庆仁画集》《好木之色》《花瓦》《村画》《草绘》 等和诗集
《庆仁写诗》。 纪念长安画派进京六十周年，主持策划《回长
安———中国美术馆藏陕西作品精选展》《在长安———陕西
中国画十二家作品展 》《出长安———陕西中国画作品巡
展》，主编出版《长安画派》（五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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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艺繁荣、社
会主义文艺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文
艺，是文艺发展的时代任务。 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文艺思想，在文艺建设方面形成了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我们党领导社会
主义文艺建设的理论总结与实践指南。新
时代，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
荣发展，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立场，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创新发展，同
时要响应时代的召唤，把握现实的需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 是我们党推进社会
主义文艺建设的核心理念。纵观人类社会
的发展历程，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发展、
前进的根本动力，亦是社会主义文艺创造
与存在的关键主体。延安时期，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文艺工作
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指明了“为人民”
的文艺大众化方向，倡导革命文艺家积极
地亲近工农兵， 发展真正为工农兵的文
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我们党以人民
为中心的动力立场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思想相耦合，其人民意蕴也一脉
相承至今。

文艺工作者应致力于提升个人修养，
积极传播正义之道，志高则言洁，志大则
辞弘，志远则旨永。 特别是青年文艺工作
者要“守正道、走大道”，保持对文学艺术
的敬畏之心、 对专业研究的赤诚之心，下
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文艺工作者
要坚守人民立场、为人民起舞，“不仅要让
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
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
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
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把人民满意
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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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文艺作品关键在于“要对人
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
颂”，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
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
喜爱。可见，扎根于人民生活、运用人民语
言、讲述人民故事，才能以丰富生动的文
艺作品展示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
和充沛情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力量。

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创新发展

“第二个结合” 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建设的突出创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
因和根脉，融汇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魂
脉，既是增强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理论滋
养，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艺实践发展
的重要力量。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明确回答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根
本问题，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
设的内在机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我
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其既为社
会主义文艺建设提供方向指引，又为繁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提供理论支撑，帮
助我国在多元文化形态的意识交织中保
持清醒立场。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是我们最深厚的
文化软实力”，其作为社会主义文艺植根的
沃土，以独特文化传统、深厚历史渊源和广
泛现实基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
设提供丰厚滋养， 印证了走文艺发展本土
特色的必然。 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作为“第二
个结合”的具体实践，既需遵循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 又需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因此只有“‘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
成为中国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
的”，才能深刻表现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守
正创新、革故鼎新的发展特质，为社会主义
文艺建设提供了鲜活动能。

“第二个结合” 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自信的坚实力量，肯定了中国共
产党对理论创新始终坚持并实践升华的
立场导向。 从价值立场来看，“第二个结
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互
动实践形成的理论成果，其以充分认识中
华文明特质、文化特性、文艺形态为前提，
采取了一种积极主动、 包容并蓄的态度，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艺
建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同时，在文艺建
设中明确以文塑人、 以文铸魂的宗旨，旨
在提升人民群众的文艺素质、 审美能力，
以达到文化启发民智、浸润民心、滋养民
风的目的。 从价值导向来看，“第二个结
合”佐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理念的高度契合，要灵活运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文艺特性，以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推进社会主
义文艺建设的中国化、时代化，增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多元化发展的
活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精神
文化生活的需求，实现文艺服务人民和人
民创造文艺相统一。

响应时代的召唤

文艺是时代的产物， 感应时代呼唤、
把握现实需求是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具
象要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 文艺作为人
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汇聚着厚重
的历史认知、细腻的生活感悟、共同的时
代追求，关乎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助力
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树立时代观、历史观，深刻认识文艺
对时代的映照作用，是文艺反映时代的必
然途径。 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以宏观微
观相结合视角把握着时代文艺的创作，在
作品内容上将群体特征凸现，截取革命时
代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片段，“典型化”塑
造着人物形象和情景环境。 在主题传播
上，歌颂爱国英烈、巩固统一战线建设为
重心，《白毛女》《兄妹开荒》《拥军花鼓》等
文艺作品在积极反映时代、引领时代中发
挥重要作用。 近些年，《雪山大地》《宝水》
《沧浪之水》《石榴树上结樱桃》 等现实主
义文学作品以杂花生树、生动传情的语言
魅力， 向读者们介绍了如在身侧的各色
“熟人”，从而吸引读者沉浸式进入故事情
节，唤醒与触动读者的情感共鸣。

坚持立足时代、以艺通心，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现实需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文艺
的关键要点。 时代精神是优秀文艺作品的
必备要素和重要条件， 唯有立足时代、把
握现实才能赋予文艺作品以精美形质，创
作出彰显时代风貌、切入时代腹地、反映
时代本质，有筋骨、有温度、有特色的妙作
佳品，以人文纽带牵系人民群众的美好精
神文化生活。 《大江大河》《山海情》《觉醒
年代》《人世间》《功勋》等影视作品借用主
旋律的概念，不仅展现了内容多元的题材
特征，而且表现出反映社会进步主要潮流
的时代精神，扩展了“爆款”作品的叙事种
类与讲述方式。 此外，家庭题材剧集持续
受到观众关注，以个体、家庭、社会的三重
视角，展现了扎实的生活质感、现实议题、
精彩故事，聚焦于“真现实”的社会现象，
探讨着近期社会热议的话题，表现出文艺
作品对现实问题的凝练理性与思辨，增强
“艺术美”的时代痕迹与现实回应。 新时代
文艺工作者作为感应时代呼唤、把握现实
需求的介入者、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见证
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情感与情思、
写实与记录、想象与虚构、创作与反映，深
刻地烙印着时代人民的生活与文化特征，
努力回应着时代文艺的真问题、调和着时
代文艺的张力、建构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文艺形态。

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热情讴歌人民、始
终服务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动力立场， 也是社会主
义文艺繁荣发展的价值追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 体现了人民至上根本理念在文学艺术领域的
具体实践， 充分彰显了我们党的性质、 宗旨和初心使
命。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源于人民、为了人
民、属于人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继续推
动文艺繁荣发展、助力社会主义文艺建设。

深深扎根人民，汲取人民的力量智慧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
变革、发展、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创造
与存在的关键主体。 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
养，人民中蕴含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丰沛源泉。 文艺工作者只有深深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汲取着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如同参天大树，从大地深处
汲取养分，不断向上生长，向着阳光伸展枝叶，才能获
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创造力。 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坚守
人民立场，深入实际，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真诚与人
民群众建立友谊，通过观察、体验、研究和思考进行原
始资料的积累、分析和筛选，寻找出具有时代意义和价
值的创作素材，以心交心、以情换情，努力赢得人民群
众的认可，使人民群众愿意敞开心扉、分享多彩生活。
文艺工作者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个人的思想意志
和情感倾向与人民融为一体， 在创作中真实地反映人
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 表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对未来的憧憬，激发人民的话语共鸣，增强文艺作
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使作品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
的魅力。

紧紧依靠人民，发展人民的文学艺术

紧紧依靠人民，文艺才能吸收到最鲜活的养分，才
能激发出最真挚的情感， 才能创作出真正触动人心的
作品。 社会主义文艺，作为人民的文学艺术，必须紧紧
依靠人民，才能赢得人民的喜爱和认可。 文艺工作者应
当走出工作室，深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与他们同
吃同住，共同经历生活的风风雨雨。 在与民众的密切接
触中，倾听他们内心深处的呼唤，细致地观察日常生活
的点点滴滴，深刻地体验情感的起伏，致力于捕捉那些
平凡而真实的生活片段。 通过这种方式，文艺作品方能
以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和艺术语言， 真实地映射出民
众的愿望与追求，从而具备触动人心的力量。 唯有当文
艺工作者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他们的作品
才能充满生命力， 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印
记。 此类艺术作品，亦能作为时代的缩影，真实反映社
会的变迁和人民的前进。 它们将人民的愿景、希冀与挑
战转化为生动的典型， 使每个细节都充满人民视角的
情感温度，使每一幅画面都映射出时代的光辉。 紧紧依
靠人民的文艺创作， 不仅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和手法展
现人民生活的真实面貌， 也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向
前发展，使文艺真正成为人民的文艺，为人民所感知、
所喜爱、所传颂。

热情讴歌人民，凸显人民的时代主体性

人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力量。 广大文艺工
作者肩负着为人民歌唱、为时代塑造灵魂的重要使命，
应将人民作为文艺创作和表现的主体核心， 结合现实
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美学理念，深入探索人民的生活、命
运和情感世界，用充满激情的笔触赞美人民的美德，用
丰富多样的作品映射时代的精神特质， 真实反映人民
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 传达人民的愿望、 情绪和心

声。 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抒写、
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讲述
更多温暖人心、鼓舞人心、启迪
人心的百姓故事，创造更多接地
气、冒热气、聚人气的精品力作，
实现文艺与人民在内容和情感
上的深度交流与互动。要善于以
小切口折射大时代，以小故事诠
释大主题， 以小人物展现大变
化。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
察，捕捉时代的脉搏和生命的光
彩，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讴歌中国人民的奋斗之志、创造
之力、发展之果，更好展现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激励
一代又一代人为了更加美好的
未来而不懈奋斗。

始终服务人民，
关注人民的声音与需求

新时代背景下，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呈现出日益多元化
的趋势，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也更加注重高品质和个性化的
发展方向。文艺工作者应始终怀
揣对人民的深情， 将服务人民、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
艺创作和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
致力于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需
求，以分众化的方式，精准推进
人民期待的叫得响、 传得开、留
得住的文艺精品，从而提升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的品质，不断为人
民带来互动感、获得感、幸福感。
文艺工作者应以润物无声的方
式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滋养心
灵，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能
沉浸式感知文艺作品的文化内
涵、审美情趣、价值标准，还能深
刻体悟人间的真情与真理，指引
世间的大爱与大道，做到以文弘
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
魂， 更好地发挥文化在引领风
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
展中的作用，不断提高文艺工作
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过程
中，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人民”这一核心概念。 文艺工作
者应扎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汲取创作灵感，捕捉情
感真谛， 以确保文艺作品能够真实反映人民的生活状
态和精神追求。 我们应当紧密依靠人民群众，与他们共
同经历社会变迁， 确保文艺作品能够成为人民情感的
共鸣器和精神的灯塔。 在文艺表达上，我们应使用质朴
的、生动的、充满生活气息的人民群众语言，它能够跨
越年龄和地域的界限，直抵人心。 同时，我们应积极记
录和讴歌人民群众的现实故事， 展现平凡生活中的伟
大，激发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的动力。 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 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
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不仅展示出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创
造力量和充沛情感， 并且让这些作品活跃于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的现实画卷之中，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推动力。

（作者系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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