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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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
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两个结
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论断
和重大命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开辟了新境界，也为中华文化注
入了新生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
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这一论述，既充分回答了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是
什么，又深刻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价值。

马克思说过：“从前没有看到的东
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于
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
最新的东西。”马克思的这句话表明，
在以往的传统文化之中，蕴藏着可能
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因此，对于传统
文化，必须融古通今，辩证继承。列宁

在讨论青年该怎么样去学习的时候
说：“青年的训练、培养和教育应当以
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出发点。”
这深刻表明，旧社会之中也有着优秀
的文化，这些优秀的文化应当成为被
学习的对象。毛泽东指出：“我们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
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
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
遗产。”邓小平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
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
帜”“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
史，认识现实”。这既表明了马克思主
义是继承性和发展性的辩证统一，也
告诉了我们传统文化之中蕴藏着丰富
的宝藏，不能简单割裂。从这些论述
中，我们可以明白，优秀的传统文化蕴
藏着永不褪色的价值，需要在时代的
变化中继承和发展。新时代文艺工作
者必须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灿烂的
文明和悠久的文脉中开掘资源，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

当我们站在铜仁这座历史文化悠

久的城市，展望新时代文艺未来的发
展时，不禁会想到，前人所遗留下来的
灿烂文化。德江傩堂戏在历史长河的
发展中由最初的祭祀祈福逐渐发展到
具有一定故事情节和表演特色的戏
剧。因其有着平民性、包容性的特点，
与百姓生活贴切而得以长期流传。在
傩堂戏的表演中，傩艺师们通过佩戴
面具、身着华丽的服饰和做出夸张的
动作扮演神鬼角色，希望可以有驱邪
纳福的效果。这样的戏剧既具有一定
的艺术特色，也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
生活最朴素的祈愿。石阡木偶戏是流
传于石阡县的民间傀儡戏曲剧种，它
不仅对艺人的表演要求极高，而且在
服饰装备的选择上也是极为考究，在
某种程度上已经到了精益求精的地
步。这些传统文艺随着时代的发展、
国家的重视、人民的喜欢，正在不断与
当今社会相交融，绽放出它们独特的
魅力。在2012年，石阡木偶戏《三讨荆
州》和《古城会》在国际木偶艺术节亮
相并获“最佳传承奖”荣誉称号。2024
年，德江傩堂戏《关公斩蔡阳》入选全

国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复排计划名
录。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与悠久的、深
厚的传统文化亲切相认，但同时它们
又是新的，涌动着这个时代的活力与
梦想。这些传统文艺在当代的亮相不
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还更有力地展示了一个地区、一个
国家的独特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
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
值。”今天，优秀的传统文化激励、启示着
我们，让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的方向
和路径。铜仁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刻理
解和把握“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
合”，使本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面向未来
的创造，向着时代传播出铜仁声音。只
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
地，我们的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
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
脚跟。

深刻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
让铜仁文艺在新时代更为璀璨

石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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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
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
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
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
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艺创作
指明了方向。文艺创作只有扎根人民
沃土，才能绽放出无愧于时代的芬芳。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调文艺与
人民的紧密联系，文艺的一切创新，归
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既是历史的
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
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在中国文艺史上，许多经典文艺作品
都深刻体现了人民性，成为跨越时空、
打动人心的千古名作。从最早的《诗
经》中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质朴篇章，
到屈原创作的长诗《天问》对人民命运
的深切关怀，再到杜甫“三吏”“三别”
中对百姓疾苦的真切情感。鲁迅笔下
对底层人民命运的深刻揭示与艾青的

《大堰河——我的保姆》中对底层人民
的深情厚谊遥相呼应。这些扎根人民
生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不仅成为
文艺创作的经典范例，更成为激励后
人关注民生、追求正义的精神源泉。

近年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下，众多优秀文艺作品纷纷涌现，
生动展现了人民的生活百态与精神风
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电视剧

《我的阿勒泰》《山花烂漫时》《人世间》
等描绘了人民在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坚
韧与乐观，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
化和独特的民族风情，让观众在平凡
的故事中感受到生活的温度与力量。
与此同时，电影领域也涌现出一批具
有深刻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佳作。

《开国大典》《长津湖》《建军大业》等作
品，以宏大的叙事和真切的镜头语言，
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
命战争年代的英勇奋斗和伟大牺牲；

《八佰》《集结号》《狙击手》等影片，则
通过紧张激烈的战争场景，展现出中
国人民在面对强敌时的不屈不挠和强
烈爱国主义情怀；《湄公河行动》《红海
行动》及《战狼》系列等作品，以独特的
视角和深刻的情感，生动展现了中国
军人和警察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
的英勇无畏、无私奉献。最近热映的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精妙的叙事手法
平衡了神话的宏大叙事与贴近人性的
情感表达，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共鸣，将
它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度，更是中国文
化创新活力、魅力与实力的一次生动

展示。这些优秀文艺作品以生动的故
事和饱满的情感，不仅赋予了作品强
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更成为新时代
文艺创作的典范，激励着更多创作者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文艺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地方文艺
作品的百花齐放，近年来，铜仁市的文
艺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涌现
出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
优秀作品，为铜仁的文化繁荣注入了
新的活力。电影《浴血困牛山》以石阡
县困牛山战斗为背景，真实再现了红
军战士为保护百姓宁死不屈的英勇事
迹，成为贵州省文艺创作生产重点项
目，并入选 2024 年度贵州省文艺精品
扶持项目。此外，电视剧《沸腾的群
山》以万山区的转型发展为蓝本，展现
了资源枯竭型城市在新时代的奋斗与
崛起，成为首部聚焦“资源枯竭城市转
型升级”的当代工业剧。在文学创作
方面，铜仁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欧阳
黔森的纪实文学《看万山红遍》以新时
代的视角，记录了脱贫攻坚中劳动人
民的奋斗与希望，2024 年，散文集《黔
地行记》正式出版，通过细腻的笔触挖
掘铜仁德江之美，展现了黔地独特的

人文风貌。同时，铜仁作家的作品频
繁登上《人民文学》等国家级权威文学
期刊，如王晓旭的《天地有节》、王晖的

《青海湖》等，铜仁文艺创作正从“高
原”向“高峰”迈进。

铜仁的文艺创作不仅关注历史与
文化，还紧扣时代脉搏。2024年，铜仁
市通过实施文艺传承创新工程，推出
了电影《一生交给党》、歌曲《青绿缤
纷》《妹妹是水哥是山》、音乐剧《平箫
玉笛》等一批优秀作品，并入选年度文
艺精品奖励项目。此外，铜仁市还通
过政策扶持和人才培养，推动文艺事
业高质量发展。《铜仁市文艺创作五年
行动计划（2021—2025年）》和《铜仁市
文艺精品扶持奖励办法（试行）》的出
台，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
障。同时，铜仁市通过“梵净文化人
才”培养计划，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德
艺双馨”的文艺领军人才，为文艺创作
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

新时代的铜仁文艺工作者应继续
扎根人民生活，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
特征与铜仁元素的文艺作品，绽放人
民性的艺术芬芳。

扎根人民沃土 绽放文艺芬芳
常永莲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文艺之
舟奋楫击水、破浪前行的指南针和导
航仪。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转化为文艺创作实践，是新时
代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新时代文艺把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核
心，要求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
于人民，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
需要，以人民为表现主体，对人民怀有
深厚的热爱之情，创作出反映人民心
声、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作品，让人民
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和服务对象。新
时代文艺工作者，要创作更多无愧于
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
文艺作品，从而构 筑 新 时 代 文 艺 高
峰，就必须正确处理五个方面的重
大关系。

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文艺作品
既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传递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又要具备
精湛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以艺术的方式感染人、教育人、启迪
人，实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
合。陈忠实的《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
原上的白鹿村为背景，通过讲述白姓
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之间恩怨纷
争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从清朝末年
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
纪的历史变迁，其中蕴含着对传统文
化、人性善恶、历史发展等诸多问题的
深刻思考，具有极高的思想性。同时，
作品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
等方面都展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
如对人物形象白嘉轩、鹿子霖等的细
腻刻画，以及充满地域特色的语言风
格，使其成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
美结合的文学经典。

时代性与历史性贯通。文艺作品
既要反映当下时代的现实生活和精神
风貌，展现时代的脉搏和发展趋势，又
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和思考问题，传
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使作品具有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实现时
代性与历史性的有机贯通。电视剧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
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
关刊物为主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
壮阔的历史画卷。它既生动地呈现了
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动荡、思想
碰撞和热血青年为国家命运奔走呼号
的时代风貌，又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
物的细致刻画，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伟
大。该剧将时代性与历史性紧密结合，激发了当代观
众的爱国情怀和对历史的敬畏之心。

民族性与世界性融合。文艺创作既注重挖掘和展
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和精神特质，体现文艺的民族
风格、民族气派，又强调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对话，以开
放的姿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使中国文艺在世界
文化舞台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实现民族性与
世界性的融合。最近火爆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
以《山海经》中的神话元素为基础构建故事和场景，深
度融入众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电影场景设计中出
现永定土楼、敦煌壁画、混天绫等，让观众感受到中国
传统建筑、绘画艺术以及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此外，
电影还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与赛博朋克美学结合，重
构了东海龙宫的视觉体系，这种跨文化的融合方式，既
保留了中国文化的内核，又符合当代全球观众的审美
趋势，让古老的中国故事焕发出新的活力，使不同文化
背景的观众都能产生新鲜感和认同感。

审美性与功能性并重。审美性是文艺作品的本质
属性，能够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和精神愉悦，提升人们的
审美水平。功能性则体现在作品对社会、文化等方面
的作用，如教育功能、娱乐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审
美性是实现功能性的前提，只有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而功能性又可以进一步丰富
和拓展审美性的内涵。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以北宋王
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灵感创作，通过舞者们优美的
舞姿、精美的服饰和舞台设计，将画作中的青绿山水以
极具审美性的方式呈现在观众眼前，给人带来了一场
视觉和听觉的盛宴，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
独特魅力。同时，该剧也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承功能，它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千里江山图》以及中国古代的青绿
山水画艺术，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意
识，实现了审美性与功能性的有机统一。

文艺性与科技性耦合。文艺性是文艺作品的核心
和灵魂，科技性是推动文艺作品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动
力。若将艺术、文化等人文元素与科学、技术等理性元
素有机结合，就可创造出既有审美价值又具科技内涵
的作品或体验。科幻小说《三体》并非单纯的科学知识
堆砌，而是以人类与外星文明“三体”的交流与对抗为
主线，深入探讨了人性、道德、伦理等诸多问题。通过
对不同文明之间生存法则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在宇宙
中地位的审视，展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数字交互艺
术作品《清明上河图 3.0》，则以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
明上河图》为蓝本，利用数字投影、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等技术，将静态的古画转化为动态的、可交互的数字艺
术作品。观众可与画面中的人物和场景进行互动，“穿
越”回到北宋时期的汴梁城。科技的运用不仅让古老
的艺术作品焕发出新的活力，还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
沉浸式体验，这是文艺性与科技性融合的典范。

“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
远大。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文艺
事业作为民族精神的火炬、时代前进
的号角，承载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
对新时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紧扣时代脉
搏，繁荣新时代文艺事业，是广大文艺
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和责任担当。

当 5G 信号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
云雾，当量子计算机解码生命科学的
奥秘，人类文明正站在数字时代的门
槛上回望与眺望。文艺创作在这场文
明嬗变中，既承载着记录时代的使命，
更肩负着引领精神的重任。新时代文
艺工作者需要以更宏阔的历史视野、
更敏锐的技术嗅觉、更深沉的人文关
怀，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间构建中国
文艺的新范式。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
映。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如同棱
镜，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必然折射
着时代的精神光谱。《长津湖》以抗美
援朝战役为背景，突破了传统战争片

对个人英雄的聚焦，转而通过群像塑
造展现“冰雕连”“雷公牺牲”等集体主
义叙事，重新定义了战争题材的价值
观表达——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转向
中国式集体奉献精神。《流浪地球2》中
太空电梯的硬核科幻背后，深藏着“危
难当前唯有责任”的东方价值观，将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类型片叙事，
跳出了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框架。这
些精品力作的传播揭示，真正的时代
精品必须完成从“记录时代”到“定义
时代”的跃升。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
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
时代的风貌”，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赋
予文艺创作独特的精神气质。脱贫攻
坚战中涌现的《山海情》，以西北方言
和粗粝影像记录山乡巨变；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背景下的《湾区儿女》，用镜
头语言诠释新时代的弄潮精神；舞剧

《咏春》将岭南武术与现代舞蹈语汇融
合，让传统文化在当代剧场中焕发新
机。这些创作实践表明，对时代精神
的捕捉既需要望远镜般的宏大视野，
更 离 不 开 显 微 镜 般 的 细 微 体 察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映时代是文艺
工作者的使命。”当乡村全面振兴的号

角吹响，文艺工作者不能止步于对农
家乐的诗意想象，还应深入观察数字
技术如何重构乡村社会肌理，记录新
农人在直播电商与传统文化守护中的
多重身份。

文艺不仅是时代的镜子，映照出
社会的风貌与变迁，更是时代的推手，
以其独特的力量对时代产生深远的影
响与塑造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
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
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
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
响。”这一动态的双向作用过程，既是
如镜般映照社会肌理，又似催化剂般
推动文明进程。文艺作品对时代的反
映绝非平面复制，而是通过艺术语言
的过滤形成对社会镜像的立体折射。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91部小说展
示了法国社会的整个面貌，记录了贵
族衰落与资产阶级兴起，揭示了金钱
对人性的异化，通过艺术重构在典型
环境中清晰显现社会本质。鲁迅的

《狂人日记》以“吃人”的隐喻撕开礼教
的面具，这种艺术冲击比单纯的理论
批判更具传播穿透力。文艺不仅是时
代的记录者，更是时代的推动者，每到
历史上的重大关头，文艺都能感国运

之变化、发时代之先声，深刻影响社会
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
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
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
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什
么人的问题，始终是文艺的根本问
题。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文
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繁荣
时代文艺也是繁荣为人民服务的文
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
之母。”新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
供了广阔的舞台，但文艺的创作始终
离不开人民、离不开人民生活，只有深
深扎根于人民的沃土中，紧扣时代脉
搏，才能繁荣时代文艺。站在人类文
明迭代的临界点，文艺创作既不能做
蜷缩在象牙塔中的精致摆件，也不能
沦为流量算法的数据奴隶。唯有以时
代的敏锐触觉，对人民的深切共情，对
技术的辩证思考，熔铸技术锐度和人
文温度，文艺创作才能完成从“高原”
到“高峰”的跃迁，真正成为民族复兴
的精神火炬。这既是对“文章合为时
而著”传统的当代呼应，更是文化自信
的时代印证。

紧扣时代脉搏 繁荣时代文艺
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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