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十八大之后我们党的一次重要的指导性和方向性的重

要会议。以前内心很困惑很不解的问题，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之后豁然开朗。

曾经有一段时期，戏曲非常边缘化，地方剧种在缩减，演出院团在衰落，目前，基层院

团还很艰苦，但我们高兴地看到，很多基层戏曲院团奋战在演出第一线，坚守着中华

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德的一方净土，虽然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很艰苦，但他们演出

来的戏却是弘扬中华民族美德的真善美，真正实现了价值取向与艺术追求的统一。

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鼓舞激励了我们，给予戏剧工作者更多的启迪和力量，我们的

腰杆更硬了，底气更足了。守护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工作不但要做下去，还

要做得更好。

我从事了 60 余年戏曲工作，因为家庭的原因，可以说在娘胎中就感受到了中国

京剧艺术旋律的优美。自幼耳濡目染，看到的都是父亲的教学、师兄们的勤学苦练，

戏曲慷慨激昂的旋律、动人的情感，以及高台教化的功能潜移默化中根植心间。戏

曲艺术作为我毕生钟爱和从事的事业，至今仍觉得它是宝藏，究其根源就是它作为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它的程式、语言、旋律遵循着美学原则和精神内核，

代表着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但是传统并非不创新，古典也并非不时尚，回顾戏曲

艺术的道路，本身也是在包容创新、兼收并蓄中发展演变。

我在座谈会上发言后，总书记说你的两出戏我看过，有警示、启迪现实的教育意

义，你们做了繁荣发展文艺的工作，很好，支持你。听了这句话我的眼泪出来了。这

是一种激励，是一种温暖，是指引我们戏曲工作者今后前进的方向。弘扬中华文化，

让广大观众认可和支持，这是戏曲人应尽的天职，我们要用大干、实干去回报党和国

家对我们的支持，用真情、真心回报人民对我们的厚爱。

总书记在讲话中谈到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我当时想作为戏曲人、戏剧人、艺

术工作者，更不能当“孔方兄”的孝子贤孙，我们要不负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信任和

重托，担当弘扬中华文化这个光荣的责任，我们要拼尽全力梦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接下来，我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讲话，领悟精神，落实于实践。作为戏曲工作者有

几个具体工作要做：第一，仍然要加强文化修养，多读书，深入生活，感悟生活；第二，加

强对党的方针政策的领悟和实践；第三，加强团结，不要为谁第一个，谁第二个，你的工

资有多高，一个化妆室谁来化妆等等做无谓又幼稚的争端，而是多一点担当，多一点奉

献，如此岂不活得更加愉快，更加有意义，也更加健康。古代张衡有一句名言，“君子不

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我们要以古代先贤格言为

行为守则，在党中央的指引下，力争做一名让党和人民信得过的人民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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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当自豪，但不可盲目陶醉。我

们的文化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这是根本，但要放眼世界，吸纳世界文明洋为中

用。国际上现在对我们中国人的一言一行很关注，想了解中国人的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大国，文化是我们立命之本，我们要尊重

别人的文化，也让别人了解和尊重我们的文明。文艺工作者责任重大，当前文

艺创作存在着功利，心浮气躁，作品形式大于内容，缺少悲悯。如果精神世界

空空，价值观缺失，风气这样坏下去，没有精神追求，其破坏力是可怕的。文化

是民族生存的力量，文化人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要认识

文艺担负的责任。要加强文艺院团的领导班子，培养一批文艺人才，政治上充分

信任，创作上充分自由。

能够代表上海去开这个会，感觉很荣幸。习总书记在同我握手问候时，我和

他说起他在上海短暂工作几个月，曾到我们剧院来调研，他说记得，并说沪剧一直

在创作现实题材。我说我们在创作沪剧《敦煌女儿》这部戏，他说好！并说，老百

姓喜闻乐见，好事，预祝成功！他的话让我深深感动。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推动文艺全面繁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刻，指明了文艺工作的发展方向，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中

引起强烈反响。本报理论部特别约请尚长荣、范曾、莫言、杨飞云、赵季平、陈彦、张建国、茅善玉 8 位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文
艺工作者畅谈参会感受和学习体会。

10 月 15 日，我有幸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他谈到的艺术需要人民，人民

需要艺术，令我深受教育。总书记的讲话提醒我，搞艺术，不但要注重艺术性，更要

注重它的思想性，它是否扎根于人民。

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可以说是有着亲身体会。我曾经偏向于作品的艺术性，

总觉得一部作品有了好的艺术性，让观众感到赏心悦目，观众就会喜欢。这次座谈

会，使我从更高的层面领悟到：搞艺术要有好的内容的重要性。艺术要贴近百姓生

活，一定要弘扬正能量，要与时代紧密相结合，要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那才是真正

的好的艺术。

总书记还讲到了艺术的“通俗”与“低俗”问题。他说，文艺工作者要创造雅俗共

赏的文艺作品，要“通俗”，而不能“低俗”“媚俗”。在我们京剧的历史上，能够在百姓

当中常演不衰、流传至今的无不是这样的作品——有文化的深意，通俗而不低俗，百

姓朗朗上口。

总书记说：“云是飘动的，地是坚实的。”这样充满诗意的语言，我听后感到内心也浮

动着一幅辽阔的画面。我愿意将其理解为：我们中华民族灿烂多彩的文化艺术就是在这

片坚实的中华大地上形成的，所以我们的文化艺术有着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这个特

色，是与民族血肉相连的。作为京剧演员，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对于京剧传统一定要珍视，

要认真继承、加以利用，从而塑造出好的、振奋民族精神的艺术作品。

总书记在讲话中还讲到，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

武，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转型

的时期，中国人要富强首先必须有文化的支撑。通过文艺的形式陶冶一代又一代

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我们要珍视这个传统。我多年来呼吁传统戏要“开新

花”。传统戏曲要继承传统，但是不能一味模仿传统，而要能够引领时代的风尚。老

树要开新花，就是说，传统艺术的“老树”要与时代相互结合，弘扬时代精神、弘扬正

能量，开出时代的“新花”。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2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党在新时期治国方略中对文化建设高屋建瓴的精辟阐

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当代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当前的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鼓起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心中远航的红帆。作为一

名文艺工作者，我能亲临现场聆听总书记立意高远、哲思深邃、语重心长、平易亲

切的讲话，深感荣幸、深受感动、深受鼓舞。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

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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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强调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弘扬中

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肩负的

历史使命和责任，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一名作曲家，我铭记总书记“创作是自己

的中心任务，创作是自己的立身之本”的箴言，“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

抒怀”，就是自己的天职使命和责无旁贷的文化担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回顾自己多年来从生活到艺术的音乐创作轨迹，深感“人民是文艺创

作的源头活水”“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这是一条朴素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就要像总书记倡导的那样，文艺工作者深入生

活要做到“三入”，做到“身入”“心入”和“情入”。不做无根漂泊的浮萍，要做植根

深水的藕荷。欢乐人民的欢乐，忧患人民的忧患，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才能捕捉到原真的生活形象，感受到人民的心灵呐喊，理解人民的希冀梦想，才能

让自己的思想和笔杆插上灵动的翅膀，在艺术的天地里纵横驰骋，才能真正进入

“我手写我心，时代为妙俏”的艺术创作境界，才能写出“反映人民心声”群众喜闻

乐见的优秀作品。

总书记讲话中令我振聋发聩的是，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作发展繁荣的

前提下，明确指出在经济大潮下，当前文艺创作出现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

“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

费的问题。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

乐，“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铜臭气”。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发出了警

示，这些有悖于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根本方向的迷失和偏差，每一位文艺工作者和

创作者需要进行深层反思，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坚决杜绝和阻断

这些丑陋文艺现象的存在、蔓延和发生。

作为一名党的文艺工作者，作为一名文艺创作者，自从聆听总书记讲话的那

一刻起，深感肩头的责任重大。自己要在不断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的同时，要

率先垂范、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作为自己

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主体，坚持“一手伸

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家传文脉，不断创作出高扬主旋律、传递真善美，像蓝天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反映人民心声，抒

写人民情怀的优秀音乐作品来。

有幸聆听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受鼓舞，深感振奋。讲

话内涵十分丰富，既是对我党领导文艺事业发展的历史概括与总结，也是对

现实与未来走向的一次准确把握与领航。是一次篦梳、廓清、厘定，更是一次

宣示，一种担当。我尤其对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宣示与担当，备感掷地有声，

精神贲张。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一旦在文化上盲目、盲从、盲动起

来，必将造成十分可怕的恶果。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

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石。这就要求文艺创作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

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化审美风范，防止“以洋为尊”“唯洋是从”，防止“去历

史化”“去中国化”。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正是党领导文艺事业，

获得亿万中国人民拥护支持的根本保证。很难想象，一个泱泱大国，整天津

津乐道着别人的精彩，过着别人的生活方式，讲着别人的故事，信奉着别人的

价值观，对自己祖先的文明探索弃之若敝屣，对自己的现实和未来只吐槽、贬

损、挞伐甚或“佛头着粪”，那这个民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因此，文化立场很关键。解决了立场问题，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也就会

随之改变。中华文化滋养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虽然风雨坎坷，但文明积

累，文化贡献，是世人皆知的。任何文化都有糟粕，任何文化都是在发展中渐

次激浊扬清的。西方文化滋润下的大地，上世纪初，不是还出现了像希特勒

这样反人类的魔头与诸多走卒吗？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不是还出现了“麦

卡锡主义”式的法西斯暴虐，累计一千三百万公民，遭到精神与肉体的“忠诚”

调查迫害吗？因此，任何文化，都不能说是人类的绝对范本，文化永远是在不

同的山川风貌、不同的生命风尚中，各司其职、各张其旨、各美其美、包容互鉴

的。再优秀的文化，都有历史发展局限中的弊端与糟粕，中华文化也不例外，

但不能因为有糟粕，我们就全然抹黑它的价值，自动放弃继承、演进、提升、创

新的责任。总书记讲，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萃取那些适合于当代、有利于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精华，创造性地转化为文艺的内

容表达，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文艺作品。这是坚

守中华文化的必由之路与必须之举。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形态，坚守自己的文化，

就是坚守自己的人格尊严，坚持自己的生命主张。从本质上讲，也是在为人

类文明贡献更加丰富多彩的生命样态。当然，坚持，坚守，不是固步自封，不

是抱残守缺，不是自视甚高，不是武大郎开店，而是知己知彼，目光高远的欣

赏、借鉴、吸纳与为我所用。总书记在讲话开篇，即如数家珍地涉猎了世界文

学艺术的数十位大师巨匠以及他们的经典之作，用这种欣赏与赞叹的目光，

开启一篇有关中国精神与中华文化坚守与创造的重大话题，其坐标之大，立

意之高，胸襟之阔，目光之远，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坐标上，谈中华文化的

坚守与创新，无论对国人，还是对世界，都将更有说服力。因此，这篇讲话，是

在开放格局下的中国精神与中华文化的坚守宣言，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

文化战略思考与发展构想，它的认识价值，将在中华民族的前进征程中进一

步显示出来。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就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坚持自己的审美风范，不

妄自菲薄，不夜郎自大，不瞻前顾后，不随风飘摇，除自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

传统外，创造、创新文化，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艰巨的任务。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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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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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强调，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沾满了铜

臭气。其实我们民族精神领域所出现的一切症候，都与价值判断与审美判断

有关，其根本还是文化价值立场问题。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这些老话题，其实

就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立场，道是民族精神，是家国情怀，是价值谱系，是意

义图腾，是须臾不能不遵循的历史经验与规律、常识。这些东西都被抽空了，

文艺不走心，不化育，只好玩，只娱乐，只感官，只刺激，出现那些奇奇怪怪的

问题，自然就不奇怪了。总书记讲，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是

坚守中华文化的根本保证。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其实就是坚守中华民族精彩的自己。坚守是继承，

坚守更是创新、创造，总书记强调，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

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

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我们只有

拿出新的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创造，才能持续印证这个民族文化的优秀与人

的精神高度与深度，从而永保中华文明亘古不息的生命演进。

人世间，唯有文化创造，最能证明一个民族的优秀程度，历史已经证明

过，今天，我们仍在更加自信自觉地继续证明着。

作为一个画家，一个实践者，很有幸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我感触很

多。回溯 72 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当时正处在中国最危亡，抗日战争最艰

难时刻，文艺工作发挥了极有力量的作用。我们虽与那时的处境不同，但当今世界

的经济、科技、传播手段和社会形态的各种变化，很容易使我们有些迷失和混乱，文

化方面也是如此，面临很多问题。在这个时候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很有必要。习

总书记的纲领性讲话为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困惑和问题指明了方向。

习总书记在座谈会时的讲话，使我想起南怀瑾先生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

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一个民族被掳掠不可怕，只要文化根基在，这个民

族文化的继承者会团结起来，重建兴起这个国家。但是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断了，也

就彻底毁灭了。我认为，在这个层面上看问题，才能更透彻地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

现今中国的政治稳定了，经济发达了，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发展文化，并且是发展

优秀的文化。记得小时候，文化匮乏，只有几个样板戏，可看的电影也极少。而当今中

国社会有了全面快速的发展，习总书记召开这个文艺工作座谈会，可见文化的关键性

和重要性。现在各种推动文化的新型手段介入其中，加上商业利益的有力推动，使得

文化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热闹非凡，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当前的文化艺术

特别需要新的振兴。看一看人类的历史和我们所处的现状，确实有些让人担忧。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明晰地看到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而且也提出了非常具体可行的实施纲领和措施，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讲话。这个最高

层面、最重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对我们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来说是重要的新开端。

会场上的很多话语都触及我们灵魂的深处，当时全场都很激动，大家深受感染。习

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文化艺术

要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当经济价值阻碍了社会价值的时候，经济价值要让位

于社会价值，这个关系摆得非常对。习总书记还说，“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

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这样的话语还有很多，都给了我们很多感动。

守护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工作要做得更好
尚长荣

我们与会的人，无不为习总书记激扬的情感、真挚的感情所动，无不为习总书

记那种对文艺的深刻了解、博古通今的学说和亲切和蔼的言谈深深感动。在中华

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的历史背景下，习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这次文艺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习总书记强调了中华民族文艺的复兴在今天世

界上的意义，要求我们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在新的时代要发扬、光大、复兴我们民

族的传统。习总书记号召文艺工作者要重德，对文艺工作者的品格提出了很崇高

的要求，我们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应该身体力行，能够为社会先，服

务于最广大的人民，要把人民作为我们创作优秀作品最好的一个标尺。习总书记

提出来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样的文艺作品是我们希望的。艺术家们

不仅要做道德的楷模，还要做群众的学生，特别强调要深入到生活中去，要有凌云

之志，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习总书记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个

价值观不是空洞的，而是要通过自己的作品体现出来。

习总书记也提到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党能够了解文艺，要使能够深知文艺的

人来领导文艺工作。他特别强调，文艺创作有它的特殊性，领导者要尊重艺术家

的个性、流派、风格，要能够团结他们，能够引导他们，能够走上一个更好地为人

民、为社会服务的道路。

习总书记这么直率地这么全面地谈到文艺问题，而且谈的都是我们心里想说的。

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情况，有待于习总书记解决，能够在十八届四中

全会以前，召开这样的文艺座谈会，用意非常之深，所以我们兴奋又激动，也忧思

难忘。我们记住要振兴民族文化，首先要有危机意识。

其次，我们要有对新生艺术的助产意识，习总书记谈到了古希腊。古希腊苏

格拉底讲需要新思想的助产，我们中国文化现在也如此。要拨乱反正，在座的各

位都有责任，还需要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自由之精神这种意识。为什么特别

强调艺术家要有自己的个性，要有各种风格流派，要让了解艺术特性的人来领导

艺术，这些都是过去很少提出来的。

还有，我们需要有艺术的批判意识，批判是辨析、判别。我想这几个意识是我

们学习习总书记的这篇重要讲话，时时要想到的。总书记对未来的艺术充满了希

望，充满了一种关爱。他引了两句诗：“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他寄

托这样的希望。我想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将更加有希望。

要有凌云之志，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
范 曾

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非常丰富，有几点让我感受特别强烈。一是习总书

记指出，创作是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假

如没有立得住的作品，仅仅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不断地露面，仅仅搞了很响亮

的很大的名声，这样艺术家是站不住脚的。艺术工作者要将这两句话作为座

右铭不断地来警示自己。

二是习总书记提出，爱国主义就是文艺创作的主旋律。爱国主义包含

了一切，包含了尊重我们的历史，尊重我们的传统，热爱我们祖国的一切，我

们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们的美丽的汉语，我们的伟大的文字，当然最终

说回到我们的人民身上，人民创造了这一切。习总书记还说，人民是剧中

人，也是剧作者。这样的话，讲得很辩证，非常的有趣。文艺创作的主旋

律一旦确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天地就会变得更加广阔。过去我们一提

到主旋律，把主旋律理解为是歌功颂德的作品，说好话的不批评的作品就

是主旋律。现在我想有了爱国主义这面大旗，我们的创作天地会变得更加

广阔，我们的题材也会更加丰富，我们的眼界也会跟过去不一样，这一点让

我感受很深。

习总书记还提出，作家要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要写出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

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有筋骨的作品”，这种说法很生动，很平

易，也很口语化。“有温度的作品”，确实是具有丰富的可感性。这跟过去很

多文艺理论比较空洞、比较抽象的说法有了很鲜明的对照，让我们感觉到很

好理解，很好把握，而且马上就可以在眼前产生很多的形象。总而言之，确

实是需要认真地、反复地学习总书记的讲话，然后做理论上的思考。

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
莫 言

艺术不要沾满铜臭气
杨飞云

反映人民心声 抒写人民情怀
赵季平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陈 彦

艺术要贴近百姓生活
张建国

要认识文艺担负的责任
茅善玉

（范曾、莫言、杨飞云文稿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提供。

部分标题由编者拟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