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经二路东段 5 号    邮政编码:721000     E-mail:bjrbbjchb@163.com    电话：办公室 3214884     编辑部 3273296     要闻部 3273301     广告部 3273352     发行部 3273234

2019年5月23日    星期四

8版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李依涵  校对：张琼

副  刊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
社科界委员时强调，坚持文化自信，
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
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这也再一次高屋建瓴地将文化自信
提升到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度。

今年三月底，我参加了中国作
协在重庆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通过
再学习，我对文化自信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文化自信从大的方面讲，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国经
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蓬勃发展，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在国内持续实施精准
扶贫战略，还在全球范围内呼吁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史无前
例地展示出大国崛起的风采，我们
焉能不自信？

从小的地域角度而言，文化自
信就是重视自己的“传家宝”，珍惜

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热爱自己脚下的母土。杜绝一
味崇洋媚外的恶习，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走与众不同的
社会主义文化道路，让文化自信和
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相得益彰。

巍巍秦岭，汤汤渭水。生活在这
片生长史诗的沃土，作为决心毕生从
事文学写作的人又有何理由不文化
自信呢？我觉得从老祖先那里薪火相
传的好东西很多，就看你如何继承、如
何弘扬、如何发展了。笔者半生工作、
生活在被《诗经》赞美的“月无月无周原”之
下，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也想从厚
重的历史文化富矿中吸纳文学遗产，
最起码也得敝帚自珍吧。有鉴于此，
自己近些年来一直从事有关《诗经》的
新诗写作。十年寒窗，一部收录 70多
首“新诗经”诗作和一部9幕乐舞诗剧
《诗经赋》的主题诗集《附庸风雅——
对话〈诗经〉》总算结集出版，了却了我
多年的一桩心愿。欣慰的是，这本沾
了周秦文化之光的作品集，也得到省
上的重视，先后被列入陕西省委宣传
部2014年度重点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2017年省作协“陕西青年作家走出去”

丛书第一辑，2018年还被省作协推荐
参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回望自己 30 余载一直笔耕不
辍，但坚持写作到现在，有时反而
苦闷彷徨，似乎处在一个瓶颈期，
找不到攀升的方向。通过反复学
习，我感觉自己找到了创作的源头
活水，我从地域文化遗产的小洞天
看到了头顶的大阳光。

我个人以为，一个作家的文学之
路应该有四个阶段：从自发写作到自
我写作容易，要迈进到自觉写作就相
当困难了，而想攀越到自由写作的最
高境界何其艰难。我现在要做的是，
尽早走出自我写作的泥沼，用文化
自信给予的力量进入自觉写作的征
程——“面对土地/我想潜得再深
些/滤掉浮生/只剩日月、江山，和心
跳/勾勒祖国的骨血……”

（作者系宝鸡日报社副刊部主
任，宝鸡市职工作家协会主席，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观与毛主
席“5·23”讲话精神相一致，他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
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
艺。”因而他要求作家艺术家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文艺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就是为
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生活去创
作。从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艺术创作
历程来看，文艺工作者一直都与社会
变革和民族发展共命运，甘当社会意
识形态号角的角色。无论是鲁迅们以
小说为工具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
还是左联的文艺家们在抗日战争中保
家卫国的宣传，抑或是刘心武们的伤
痕反思文学、蒋子龙们的改革文学等，
都因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呼出时代
先锋的呐喊。纵览史册，文学史上著名
的文学艺术家大都因为时代而歌、为
人民而书才青史留名的。

中国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化，
陕西是炎黄周秦文化的发祥地。作为
中华儿女的作家艺术家，从出生起，就
被家族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滋
养教化，成为中华文化的受体和载体，
以己言行自觉不自觉地传承民族文
化。当然，文艺家对人生社会的反映和
表现，有赖于文艺家对社会生活世相
的认知、感受和表达。这其中，文艺家
的人品与思想境界、艺术表现能力等
制约着他的艺术品质。因此，端正谦卑
的人品修养、专注投入的生活体验、潜
心执着的艺术创造是文艺家成功的前
提。而从人民中间发掘文艺创作宝藏
又是文艺家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民中间蕴藉着丰富的艺术宝
藏。民间指人民中间，是广大人民群众
生活的文化空间。它是沃土，散发着地
域文化的芳香；它是草根，最具大众文
化特质；它是宝藏，富含人生体验的酸
甜苦辣。当然民间文化优劣杂糅，需要
文艺家遵循当代价值理想分辨察识提
炼熔铸。鲁迅笔下的华老栓、祥林嫂、
阿Q等就是作家基于对中国社会启蒙
重建的认识，从浙东民俗生活中提炼
创造出来的。刘心武之所以被选为改
革开放四十年的优秀作家，也是他敏
锐地发现和塑造了团支书谢惠敏、宋
宝琦一类人的“文盲”形象。在这些形

象身上，寄予了作家报效国家的审美
理想。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斗争、
善恶对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要想
成为一个时代的歌者、人民不忘的文
学家，还是要感受国运变化，汲取民间
文化养料，透过生活表象凝聚有正能
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
智的审美意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陈忠实的《白鹿原》之所以深受当代青
年的喜爱，占据改革开放四十年大学
生阅读排行榜首，也与作家关心家国
社会变革、塑造时代先锋形象、探寻民
族复兴理想密切相关。

因此，文艺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要

扬善惩恶，甘做社会斗争建设的号角
和歌者，在新时代还要为民族复兴、社
会和谐发展，谱写人间的温情，揭示痛
苦的生命律动，抒发悲剧的崇高意义。
我们不仅需要《大江大河》那样的记述
改革开放的现实主义力作，也欣赏近
期正在播放的电视剧《都挺好》的家庭
伦理亲情。

面对新时代的社会历史变革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呼唤，文艺创
作需要对新时代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对文艺家而言，“新”即途中，即嬗变，
即认识，即发现。人民-民间不仅是生
活的现实，也是艺术的源泉。民间为文

艺家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思想智慧和艺
术技法。面对富裕与贫困共存、崇高与
卑微同在的社会现实，要关注中国社
会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性巨变，通过文
学形象表达对国家民主富强的欢欣
鼓舞，对社会困难群体和卑微人群寄
予格外关注与深切同情。一个真正的
文艺家要能在社会嬗变中秉持文化自
信，在人生苦难中升华人生诗意，给民
众以精神鼓舞和人文关怀。

(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宝鸡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宝鸡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李晔 作

站在杨家岭旧居畅想
湘音依然高昂
五月召唤, 激活艺苑一派荣昌

根植于大众，枝叶覆盖工矿山乡战场
累累硕果是精神食粮
更是人民前行的标向

仰望一张黑白合影，再读划时代篇章
喜看今朝百花争艳
谁能忘却在迷茫时领袖为我们导航

山已经变绿, 路已经通畅
在当年会址聚集，感受的依然是一派亮堂

走吧，再从这里出发，奔赴火热的地方
五月召唤, 永远给予我们不断跟进的力量

文学艺术的春天

1938 年的 4 月 10 日
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中华新时期文学艺术的朝阳
升起在延安桥儿沟这座中世纪城堡式的礼堂
她聚集起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文艺精英
她为抗战增添了又一支坚不可摧的力量

今天, 走进延安桥儿沟“鲁艺”的大门
我们眼前浮现出当年气吞山河的文艺巨匠
他们为扩红壮行, 他们为抗战助阵
他们为解放全中国发声
他们为共和国的强大吟咏歌唱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
当我们注视由毛主席周总理
和老一辈文艺工作者起草的《创立缘起》
重温那张充满激情的《成立宣言》
当我们抚摸毛主席为“鲁院”题写的牌匾
默诵伟大领袖庄严的题词
我们肩负的使命油然而生
我们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而歌唱的信念
更加坚强

那首《黄河大合唱》，召唤亿万中华儿女
积极投身抗日斗争的战场
那一出《白毛女》，指明劳苦大众的根本出路
激发无数受压迫者奋起反抗
那一曲《南泥湾》，唱得军民大生产高潮迭起
让严密的封锁和残酷的“围剿”化作一枕黄粱
那一部《松花江上》，揭露汉奸的丑陋
让邪恶无处躲藏

“鲁艺”是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摇篮
鲁艺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
让艺术家密切联系群众
永远忠于人民 忠于共产党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延安市作
协原副主席，著有诗集《一方水土的爱恋》
《大风起兮》等。）

有信仰，就有情怀与担当；有理
想，就有品味与格调。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文化文艺
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要努力培根
铸魂，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
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坚定文化自信，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
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
供强大精神激励。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根，一个民
族不能没有魂。而文化文艺工作、文
学文艺作品，就是属于培根铸魂的工
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
重要的位置。

打铁先要自身硬。要担负起培根
铸魂的神圣使命，首先要求我们必须

在“四个自信”上高举旗帜，在“四个
意识”上绝对忠诚，这样才能自觉地
坚持不懈地锤炼高远的志向、高贵的
品德、高尚的情操与高深的学问，才
能从当代中国伟大创造中发现火热
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塑造崭新
的形象，以生动的笔触记录新时代，
以饱满的激情抒写新时代，以嘹亮的
歌喉高歌新时代，深刻反映我们这个
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
代的精神图谱，从而更好地为奋斗者
画像，为奉献者立传，为传薪者立碑。
在这些方面，像大型舞蹈诗史《东方
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小说《创
业史》与《平凡的世界》等不朽之作的
创作者，都给我们树立了“培根铸魂”
的光辉榜样。

正如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
秧一样，人民是文化文艺工作者的源
头，人民为我们创造了一切可以持续
深度加工的活力与素材。古今中外，
凡是“把根留下”的经典之作，都是呼
唤着正义、鞭笞着邪恶，都是赞美着劳
动、鼓舞着斗志，都是铸造着灵魂、光
大着道德，都是匡正世风、引人向上
的，也都是深入人民深入生活而来的
结晶。心中有人民的苦乐，脚下有五色
的泥土，身旁有鲜活的主角，笔下就有
歌不尽的激越与悠扬、写不尽的新美
与精彩。作者是什么样的精气神，作品
就有什么样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人民
是文学文艺作品的鉴赏者也是裁判
员，大凡缺乏对人民的真情，缺乏生活
的磨砺，缺乏“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累

积的作品，其生命力必然如朝露一样
短促，而捕风捉影的“皇族圈子”、丑态
百出的“抗日神剧”等，除了散播腐气、
痞气腐蚀人们的灵魂，只能背上类似
“注水肉”“鬼画符”一样的标签。

在这个百花齐放万众奋发的春
天，在这个推陈出新大有作为的时
代，我市的文学、戏剧、影视、音乐、舞
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及民间文
艺团体，都要认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培根铸魂”的要求，始终不渝地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的
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
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以讴
歌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
己任，用最新最美的文字和画卷，歌
颂祖国、抒写人民、引领风气，启迪思
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以更多更好
的作品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作者系宝鸡市文联党组书记，省
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五月的召唤（外一首）

◎李炳智

培根铸魂 讴歌时代
◎吕向阳

纪念“5·23讲话”发表77周年

从母土汲取文化自信
◎白麟

《高原牧歌》    宝鸡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郑玉林 作

从人民中间发掘创作宝藏
◎赵德利

《踏雪迎春》    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宝鸡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冯晓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