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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 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

作品， 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
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 “以精品奉献人民、 用
明德引领风尚”，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于文艺事业的殷切期待， 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
文艺的热切呼唤。 2014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提出， 要创造出更好更多的文艺精
品、 优秀作品。 自此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
同场合作出关于文艺精品的重要论述， 出精品已经
成为文艺界的普遍关注和共同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精品的重要论述， 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
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 为新时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
评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一、 理论内涵与发展脉络

2014 年 10 月 1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多次提到 “优秀作品”
“精品” 等词， 特别是在讲第二个问题 “创作无愧
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时专门论述了 “优秀作品” 的
问题。 有学者统计指出， “在新华社报道 3000字左
右的讲话中， ‘优秀作品’ 这个关键词出现了 8次，

‘精品’ 这个词出现了 2 次”， “可以说， 多出文艺
精品， 繁荣文艺创作，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是
习近平 ‘北京讲话’ 的基本精神、 核心内容”。 ①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及之后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文艺作品的理论思
考， 立足当代中国具体文艺实践与审美经验， 深刻
阐述文艺精品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 为新时代文
艺精品创作指明了方向。

一是阐释文艺精品的内涵与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社会主义文艺精品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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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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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优秀
作品”。 ②文艺精品是富有深刻的思想性、 艺术性
和观赏性， 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深远感染力，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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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炎秋： 《重视普及与呼唤精品———读毛泽东 〈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和习近平 “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文学批评》 2015 年第
2 期。

②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

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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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积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秀文艺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中 “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 的审美原则， 是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二是指出文艺精品的价值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
从时代和人民的角度出发， 从宏观高度阐述了文艺
精品创作的重要性。 一方面， “优秀文艺作品反映
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 吸
引、 引导、 启迪人们必须有好的作品， 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 另一方面， 优秀作
品能够 “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 “触及人的灵
魂、 引起人民思想共鸣”。 ①以人民为中心历来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艺事业的根本宗旨， 社会主义
文艺本质上就是人民的文艺， 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
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艺精品的重要论述， 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
艺思想的人民性， 指明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立
场， 这也是与其他性质文艺的根本区别。

三是点明文艺精品的创作途径与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
援引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创作实践及经典文学作
品， 如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福楼拜创作 《包法
利夫人》， 以及刘勰的 《文心雕龙》、 王国维论治学
的三种境界等， 揭示了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精
品的奥秘与法则： 一方面， 要做到潜心沉淀、 精心
打磨、 厚积薄发； 另一方面， 要推动鼓励文艺创
新， 增强文艺原创能力， 利用好互联网技术和新媒
体等新兴文艺形态， 推动文艺生态更加活跃。 最
后， 习近平总书记特意提到了 “人” 的问题， 强调
要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 同时要吸引新形
态的文艺群体， 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
有生力量。

随着新时代社会现实与文艺实践的深入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精品的重要论述也在不断深
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发
展的新形势新变化， 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阐述
文艺精品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 指出打造精品对
于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6
年 11月 3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
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文艺作品
的质量问题， 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 “提高文艺创作
质量， 努力为人民创造文化杰作、 为人类贡献不朽

作品” ②；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明确文艺精品的题材内容， 即 “加强现实题材创
作， 不断推出讴歌党、 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 讴歌
英雄的精品力作”； 2018 年 8 月， 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更加强调 “作品质量” 的关键作
用， 要求 “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 用
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 ③； 在 2021 年中国文
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提出， 要将文艺
作品的评判价值从宏观的时代层面扩展到具体的个
体层面，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
衡量文学家、 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 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关于
文艺的重要讲话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文艺精品的理论
内涵， 牢牢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变化与新需求不断提
出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如中国故事、 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 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国化的发展和深化， 也是时代对于当代中国文艺
精品提出的新课题、 新要求。

二、 思想价值与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精品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
绕我国文化建设实践， 以科学的理论、 严密的逻
辑、 贯通的视野， 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文艺精品时， 立足推动文化繁
荣、 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提出一
系列重要概念和命题，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原创性和
标识性， 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元素。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文化供给转向以高质量发展为
目标。 只有着力打造文艺精品， 不断创作生产出无
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 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才
能源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推

①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

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②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

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6 年 12 月 1 日。

③ 参见 《人民日报》 2018 年 8 月 23 日。

④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开幕

式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21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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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
文艺精品本质、 功能及创作的重要论述， 极大地丰
富和发展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成
果， 对于当前指导和推动文艺精品创作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具有根本
的指导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精品的重要论述， 是推
动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指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源头， 是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重要来源。 在新征程上， 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 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重在守正创新， 关键在于实现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精品的重要论述， 体现了

“第二个结合” 的理论光芒， 是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的重要指导。 加强文艺精品创作生产， 是阐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的重要方式，
更是促进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增强人民群众精
神力量、 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要求。 当代文艺创作
要着力讲好中国经验、 中国故事， 需要紧密结合历
史和生活， 对于经典的理解和阐述不能就当代论当
代， 更要注重对于传统、 民族、 本土经典的传承。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精品的重要论述为指引，
新时代文艺精品创作气象万千， 激活传统文化深厚
积淀， 成为传承发展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 陈彦的
长篇小说 《主角》 以秦腔名伶忆秦娥随着社会变迁
而起伏的人生际遇， 再现中国古典剧种秦腔在社会
历史与时代洪流中的风云变幻， 以中国古典的审美
方式讲述寓意深远的中国故事。 作家徐则臣的 《北
上》 围绕京杭大运河之上的几个家族命运， 书写中
华民族的精神图谱与奋进历史。 人文纪录片 《何以
中国》、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只此青绿》、 网
络动画短片合集 《中国奇谭》 等作品， 展现充满文
化底蕴的艺术魅力， 引发广泛关注和好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精品的重要论述， 是增
强中华文明影响力传播力的强大动力。 党的二十大
报告强调， 要 “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传播力”。 随
着我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必然

要求构建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文化影响
力和话语权。 全方位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
力， 需要以文载道、 以文化人、 以文传声， 需要文
艺担当起更重要的文化使命。 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
彩丰富， 当代文艺只有积极主动地借鉴人类优秀文
明成果， 放眼海外文化新动向新趋势， 才能实现文
艺精品与文化交流的融会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艺术也要在国际市
场上竞争， 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 ①文学精品
必然要在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与互动中才能真正淘洗
出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 精品力作只有具备开阔胸
怀和国际视野， 能够代表中华文明悠久传统、 展现
中华文化优秀成果， 才能代表民族走向海外， 不断
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
文艺精品的深刻理解和理论阐述， 是新时代中华文
明增强影响力传播力的重要指导， 给新时代社会主
义文艺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注入了强大动
力。 京剧名家张火丁在美国演出全本京剧《白蛇传》
与 《锁麟囊》， 上海昆剧团推出完整版 “临川四梦”
并在世界舞台进行巡演， 越来越多的中国网络文学
作品走向世界、 畅销海外， 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网
站与文化公司在海外谋篇布局， 成为中国文化输出
海外的重要方式之一。

三、 重要启示

一是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 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
的领导， 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得
到充分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加强和改
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要把握住两条： 一是要紧
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 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
律。” ②把握好这两条要求， 也就能正确处理党和
文艺的关系， 正确处理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 政治
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 一方面， 要始终坚持党对
文艺工作的领导， 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 另一方面， 要适应新时代新变化新要

①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

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②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

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6



BEIJINGDANGSHI

北京党史·2024年 6期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求， 把握新时代文艺创作新规律， 切实加强对于文
艺工作者的扶持和团结。 百年文艺经验表明， 社会
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 其根本保证是坚持党的领
导。 文艺精品的创作更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 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为己任， 走出一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经典建构之路。

二是要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从 1942 年毛泽
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到 2014 年
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
与生活都是文艺事业永恒不变的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
号， 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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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要深入生活，
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 但只是走马观花、 蜻蜓点
水， 并没有带着心， 并没有动真情。” ①一切的文
艺创作， 一定要来源于人民， 来源于生活。 文艺精
品的产生更是要求作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脚踏
实地开展创作， 表达真情实感。 只有如此， 才能对
作品、 对人物拥有更深入、 更透彻的感知和把握，
才能获得对文学与世界更深刻的理解、 更广阔的认
知， 才能更加紧紧地把握时代精神， 推动现实题材
精品佳作繁荣发展。
三是要弘扬中国精神， 坚持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②文化自
信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重要命题， 本质上而
言， 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自信。
文艺精品的创作不仅要在思想上足够深刻， 更要拥
有很高的站位， 展现出民族的风貌、 时代的价值
观。 文艺工作者只有对自己文化充满自信， 对于
中国本位有足够的坚持， 才能充分吸收中华文化
与中国精神的精髓， 才能更好推动文艺精品具有
跨时空的品质， 成为永恒经典。 第一， 要坚持和
弘扬中国精神，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6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
开幕式上再次强调： “坚定不移用中国人独特的思
想、 情感、 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 又有鲜明中
国风格的优秀作品。” ③第二，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根” 与 “魂”， 是坚
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 文艺精品创作必须在 “两
个结合” 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
发展， 谱写更多融汇古今的文艺精品。 第三， 要加
强中西文化互鉴，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只有充分
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通， 向世界传递东方之美，
才能推动文艺精品打破民族与世界的壁垒， 真正实
现 “叫得响、 传得开、 留得住”， 成为跨越时空的
文学经典。

四是要运用新技术新手法， 推动艺术创新。 “诗
文随世运， 无日不趋新。”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 作
家的创造力在于创新。 在历史的长河中， 文学艺术
之所以能够奔腾向前、 永不止歇， 核心动力是创
新。 文学史上留下的灿烂经典之作， 其共同特征即
是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艺创作是观念和
手段相结合、 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 是
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 是胸怀和创意
的对接。 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
增强文艺原创能力。” ④以高科技、 高效能、 高质
量为主要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推动时代发展
的强劲力量， 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科技， 一方面，
文艺工作者要拥有开放的心态， 充分运用新技术
新手段， 拓展文艺新空间， 推动文艺工作在理念、
思路、 内容、 方式等方面全方位创新； 另一方面，
要坚持守正创新， 以自己的艺术风格为基础进行
创新， 在科技与艺术的碰撞中探索新的艺术形式、
创作新的艺术精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 北京 100009）

①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

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②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

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③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

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6 年 12 月 1 日。

④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

报》 2015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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