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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系列重要讲话

中多次阐释了他的文艺观。他密切联系我国

面临社会转型和民族复兴的实际，重申了文艺为人

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既充分肯定文艺

的成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

了文艺工作的方向目标、主要任务和基本遵循，是在

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作出的新论述、新表达、新发展，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开启了文艺发展的新纪元。

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

关于文艺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0月15
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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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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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

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

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

使命和责任。”这里突出的是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所谓“两个一百

年”，第一个“一百年”，是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
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要实现；

第二个“一百年”，是指到新中国成立 100年时（2049
年），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这是讲话的切入点，那就是文艺和所处时

代的关系，把反映时代和引领时代作为文艺的崇高

任务，要求文艺要反映时代的风貌，要担当时代前进

的号角，就是要求文艺家要认清我们今天的时代，把

握时代的特征、时代的脉动、时代的精神、时代前进

的历史方向。文学艺术要成为召唤时代前进的号

角，除了作家艺术家个人的才华禀赋，还与作家艺术

家自身的努力、与作家艺术家拥抱时代的深度和广

度分不开，也与作家艺术家思想的高度分不开。只

有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不但努力从微观的生活细

部去把握时代，而且努力从宏观的广角去把握时代，

了解社会的结构变动，了解人际关系的变化，了解城

乡历史的变迁，了解时代精神主潮的涌动，了解具有

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了解历史脉动必然的走向，

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的优秀作品，才可能既深刻反

映时代又导引时代前进。

习近平同志把文艺和时代联系在一起，从中国

人民面对的新的理想、新的世界、新的梦想——中国

梦出发，思考和确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的视野，是在对文艺界的形势与问题做出分析和判

断后，强调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建设的重要性，具

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文艺体现时代的精神是它的

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讲话重在指引广大作家、艺术

家和批评家，站在我国文艺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上扬

帆远航，担当起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为实现伟大的中

国梦唱新歌，谱新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习近平同志专门阐述了文艺如何“坚持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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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

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

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

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

职”，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将文艺与

人民的关系扩大到了文艺创作的各个方面和文艺工

作的各个环节，使人民与文艺工作的关系有了进一

步的提升，构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内涵的社会

主义文艺的新图景。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大体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是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强化。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

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为此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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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二是“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反映好人

民心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

的主体”这一思想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充分落

实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观点，同时也是他个人“贯彻群众路线，相信群

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的真实体现。在对待文艺问

题上，“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是习近平同志

人民观的体现。

三是文艺要把握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人民的

要求是文艺发展的动力。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是随

着时代和社会前进而不断变化发展的，把握人民的

精神文化需求是能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的关键。只有深入了解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水平，

文艺创作才能据此把握好尺度，从而更好地满足人

民的接受期许和欣赏期待。

四是要从人民中汲取营养。文艺工作者要想有

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

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

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

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

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能否从人民中汲

取营养，影响着艺术的生命力。

五是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习近

平同志在讲话中，把文艺作品的评判权交给了人

民。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既是对

人民群众欣赏能力的肯定与相信，也是党的群众路

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具体体现。既

然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消费者，那么作品的好坏

就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文艺作品的生产就应该

考虑到人民的喜爱与审美追求。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

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创作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

向，强调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这是对如何正确

处理文艺与市场关系的要求。

在文艺与市场关系的框架中，要使文艺创作的

个性化追求与文化生产的社会化相协调，既保持文

艺的艺术水准和卓越性的价值追求，又能生产出为

大多数人所接受从而产生社会影响力的产品。但当

前文艺过于依附市场、过度商业化炒作，过于重视市

场利益、迎合不健康的市场需求，反映的是文艺工作

者心态浮躁，片面理解了市场，也片面理解了当代艺

术。“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

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伟大的艺术当

然承载或体现主流价值观的追求，文艺经典一定张

扬着中华民族的个性和审美底蕴。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视察北京大

学时说：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

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艺力量推动。

文艺的力量必须“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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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才能实现。

在文艺创作方面，必须克服“内容空心化、情趣低俗

化、过度娱乐化、价值立场失守、社会责任担当弱化、

道德教化功能萎缩、审美涵养稀释”的状况。

对一件艺术作品来说“思想性”是其血肉，“艺术

性”是其筋骨，“观赏性”则是这件作品的肌理，它直

接决定着该作品能在市场上走多远，能在多大程度

上得到人民的喜爱。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要有“思

想性”和“艺术性”，也要具备“观赏性”。只有作品为

人民所“喜闻乐见”，被人民接受了、欢迎了、喜爱了，

作品在人民大众中产生好的效果。这一文艺思想的

提出，对当下困境重重的文艺现实有着重要的指导

意义，是在新的时代对文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

习近平同志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

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

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

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

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

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这

段话对文艺与真善美的必然联系、对文艺传递真善

美的重要作用做出全面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文艺

的特性、文艺的核心本质与功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

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

荣为条件。当前，我国各族人民正在实现中国梦的

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在这个关键的历史关头，需要

凝聚全民族力量，需要国家的向心力，理所当然需要

文艺去反映这个时代的真、体现这个时代的善、创造

这个时代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

气派的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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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需要我们的文艺家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

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看到现实生活中主导的光

明面，表现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看到社会中善的精神

的主导作用，表现善必将战胜恶，帮助人们去发现生

活中的美、自然中的美、人们心灵中的美，并通过典

型的集中、概括，创造出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理想的

美，表现美必将战胜丑，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

望。习近平同志期待“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

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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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文艺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关系，这是一个

创造性的论断。文化最高的认同是信仰，信仰的文

化力巨大。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崛起过程中的最艰

难的时刻，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旗帜，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

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

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真正的艺术精品都是真善美的高度融合，内容

与形式的和谐统一。“真”是文艺作品的生命之基，

“善”是文艺作品的价值之源，“美”是文艺作品的持

存之道，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习近平同志对真

善美的阐释明确了文艺的本质，为文艺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人们对真善美的具体理解在不同的时代角

度各异，但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文艺发展的终极目

的。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

深入挖掘其时代特质和实践特色，使文艺发展契合

时代脉搏。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指出，只要中华

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

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作者：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研究室

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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