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薛晋文

最近，许多文艺家和群众听闻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
激动。讲话真正契合了基层的精神诉求。
而切实践行文艺新风也成为一个紧迫的话
题。

改变文艺创作队伍

杂草丛生的局面

回望历史，凡是文艺创作的繁荣时
期，必有一支优秀的文艺队伍作为支撑和
后盾。可以说，文艺创作队伍的质量决定
着时代文艺作品的质量，决定着时代文艺
作品的高度，也决定着文艺对人民和时代
负责任的态度。环顾今天的文艺创作队
伍，老一辈文艺家依旧在守望德艺双馨的
精神家园，中青年一代中的优秀分子也在
努力构筑精神家园，这应该充分肯定和尊
重。

然而，我们的文艺队伍中滥竽充数者
不在少数，艺德不佳者引来了诸多诟病和
谴责，低俗创作者让鲜花和掌声捧得晕
头转向，抄袭模仿者拿着奖杯关门偷着
乐，一些文艺市侩被奉为当代大师，总
之，许多人随随便便就被冠以大家和大
师的名分，大师的数量和质量让世人目
瞪口呆！一批佩戴着各种头衔的花花绿
绿的文艺名人，在众声喧哗中让世人看
得眼花缭乱。

老一辈文艺家传承下来的嚼得菜
根、百事可做的精神，以及谦虚谨慎、
向上向善的精神成为稀缺资源，不缺的
是妄自尊大和自吹自擂，创作了一部作
品就自称能名垂千古，忙着找人写传记
以树碑立传，削尖脑袋往世界名人录，
或者人民艺术家的殿堂里横冲直撞。老
一辈艺术家都深谙先做人民的学生、才
能做人民先生的道理。现在，有的人把
人民看得很低，把自己看得很高；把人
民看得很肤浅幼稚，把自己看得博大精
深。一听到深入人民中间采风就犯晕，
将体验生活当作观光旅游一般的儿戏。
在他们心里，没有人民，只有人民币，
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只有以人民
币为中心的资本增值，把文艺当成了市
场的奴隶！甚至每一个毛孔中都沾满了
铜臭味。

究其原因，这些人丢弃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
的宗旨和理想，没有了理想和信仰，没
有了对人民的敬畏之心，没有了时代责
任，部分文艺家就会沦为地摊货和冒牌
货。

文艺精品终归是

历史和人民双重选择的结果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创作了一批经得
住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秀作品，在人民中
间也赢得了喜闻乐见的尊严和威望。但
是，我们的文艺创作与时代和人民的期望
距离不小，缺乏足以和改革开放时代相媲美
的一批文艺大家，尚未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
代的一系列标志性作品，缺乏令全世界惊叹
的划时代的传世经典。可以说，作品很多，但
精品有限，极品极为奇缺，是当下文艺创作
的典型困境，更罕见深刻反映时代变迁，深
入反映社会历史的史诗性力作。立足于继往
开来基础上并面向全世界优秀文艺遗产，我
们能够拿得出手、经得住比较、站得住脚，并
且永久流传下去的公认精品，确实屈指可
数。就此而言，浮躁泡沫性的文艺作品固然
源于社会风气，但也带坏了社会风气，助推
了文艺邪风的不断出现。

放眼望去，我们目前的文艺作品琳琅
满目，当下文艺生产是历史上数量最大的
时代，然而，数量和质量发生了严重的失
衡。作品形式被捧为巨人，内容被压缩成
侏儒，许多泡沫作品经不住岁月和人民的
恒久性检验。

我们不妨回到文艺现场，让事实说

话。有的作品反映时代和生活，不是蜻蜓
点水，就是无病呻吟；有的作品喜欢穿越
和戏说历史，远离当下生活且不食人间烟
火；有的作品故意拿低俗去蛊惑和麻醉受
众，以赚得盆满和钵满为资本，去夸耀作
品的伟大之处；有的作品无事生非、无根
无脉，让观众看得无头无脑；有的作品将
放纵欲望代替对生活的书写和反映；有的
作品进行无意义、无内容和无深度的生
产，“三无产品”味同嚼蜡且害人不浅；
有的作品将发行量、点击量、收视率和票
房，作为品评高下的唯一标准，甚至拿一
些注水的数据四处唬人，谁要说有亿万票
房和收视的作品不是精品，就和谁翻脸、
给其难堪，拼命维护自诩精品的种种名
号。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是辨证统一的。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是造成当下部
分文艺作品“认钱作父”的根源之一。

事实上，稍微有点历史常识，就不难
发现，文艺作品是不是精品力作，是有一
定评判标准的，是要和不同民族的历史精
品进行比较的，并非哪一个创作者关起门
来自己说了算，也不是一时的打鸡血炒作
就能万世流芳。依我看，作品中有没有社
会生活、有没有人民甘苦，有没有时代印
迹，能不能在喜闻乐见中引人深思、催人
奋进、荡涤灵魂，应该是最基本和最直观
的标准。而且，世界性的优秀文艺作品，
也不是某一个民族自己吹出来和捧起来

的，是接受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长期筛查
的结果，文艺精品终归是历史和人民双重
选择的结果，经典命名的话语权终究掌握
在人民和历史手中，他们才是最伟大和最
公正的裁判员。

文艺评论家要敢于善于作为

当下，文艺创作和文艺风气的乱象，倘
若只责怪文艺创作者以及作品本身，显然有
失公允，因为，自古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些年
来，有的文艺评论工作者，或碍于人情和面
子，或顾忌个人升迁和荣辱，或被各种利益
所羁绊，忘掉了自身的立场和使命，不敢客
观评论文艺场的那些事和那些人。选择了偏
居一隅，或游离于圈内和圈外之间，不敢说
实话，更不愿讲真话，习惯了看着别人的脸
色说话，批评家的骨气和正气成为稀缺资
源，评论家的力度、气度和温度让人难以捉
摸。他们拿捏着中庸路线的尺度，去说一些
不痛不痒的话，把假话讲的比真话还漂亮，
把意见讲的像赞歌般悦耳动听，在言不由衷
中放逐着自己的责任、担当与灵魂，只唱红
脸关公，不唱黑脸包公。部分评论家，面对低
俗和媚俗之作，堂而皇之为之站台和撑场
子，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专家学者，为文艺乱
象带来的不是春日暖阳，而是雪上加霜！

许多评论家参加会议，说话竭尽官场
上的油腔滑调，将中国式的太极拳打得油
光滑亮，写文章，在山重水复中多次兜圈
子，崇尚引而不发，在没有立场的骑墙状
态中打哈哈，或者和稀泥。部分文艺评论
家不作为，这和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的危
害不相上下。有的人不敢较真，不敢争
辩，缺乏一种犀利之美和阳刚之气。即便
有个别评论家为文艺乱象冲冠一怒，也被
视作不理性、不会来事、不会做人的典
范，以致遭到戏耍嘲弄。有的甚至私下里
劝架：那么多文艺问题，你能管得过来
吗？何必较真，身体要紧，洗洗睡吧！普
通人说这样的话没人会介意，但出自文艺
评论工作者之口，让人再次体悟到了“人
心不古”的孤独与寒意！

其实，真正的文艺评论工作应允许讨
论、允许争辩，允许有笔墨官司的往来，
这样才能美其所美，丑其所丑，对文艺把
脉会诊，以及治病救人的职责才会落到实
处。文艺评论的氛围应是民主的、自由
的，就作品说作品，对事不对人、对事不
留情、同时有理有据、情理并重，说出的
话让人信服，得出的结论让人称赞，不是揪
辫子和戴帽子的胡闹乱来，不能有和谁过不
去的企图和冲动，这些也需要双方的大度和
包容。同时，我们也要求评论家持论公允，不
偏不倚，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打击报
复，更不能发泄私愤。文艺评论的目的其实
很简单，就是为时代的文艺繁荣负责，就是
为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负责！

倘如此，我们的文艺中国梦定会梦想
成真！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主
任、博士、副教授）

没有了对人民的敬畏之心和时代责任，部分文艺家就会沦为“地摊货”

践行文艺新风应从何做起？

□ 冯 锋 宋立林 姜丽静
江娇娇 张晓琼

知识分子由于具有知识丰富、觉悟较
高、眼界开阔等优势，在提升全体民众的综
合政治素质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
用。社会主义民主意识不可能自发产生，人
民群众的政治素质也不会自然提高，必须针
对人民群众广泛开展以社会主义民主为中心
内容的宣传培训教育。完成这个艰巨任务，
广大知识分子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引导人们积极从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

知识分子要想做好对民众的宣传教育工
作，在提高民众政治素质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必须在两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方
面，知识分子要发挥自身知识优势，运用民
主政治思想去感召民众。知识分子可以通过
报纸、杂志、网络等各种舆论工具来传播民
主思想、民主精神，促使政治素养相对低下
的民众从愚昧、僵化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不
断提高其政治素养，增强其参政能力。这个
过程的主要任务是使民众了解自己所拥有的
政治权利，引导人们正确行使这些权力，敢
于同侵犯自身民主权利的行为作斗争。同
时，知识分子还要通过批判各种非民主非科
学的政治思想，如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
由化等，防止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人们
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还
应该通过自身的民主行为去感召民众。知识
分子不仅要向民众宣扬民主政治思想，增强

其政治素质，还应该通过积极的参政议政行
为，身体力行地使广大民众懂得什么样的民
主行为才是正确的，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政
治权利，引导人们积极从事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实践。

以高尚的操行引领社会进步

孔子对于士阶层精神的形塑，以笔者的
看法，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第一，“志
道”——— 高远的理想；第二，“不器”——— 通达
的识见；第三，“包容”——— 广阔的胸襟；第四

“知命”——— 坚定的信念。这在今日依然对于
知识分子重现士子情怀，具有启示意义。

知识分子应该自觉地将“关心政治、参
与社会、投身文化”作为自身的使命和本
分。他应该意识到，作为一个掌握丰厚知识
和文化的人，他相对于其他人肩负着更为深
沉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是无法推脱的。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紧要关头，同时又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
国内形势，知识分子更应该自觉地积极投入
到这一历史洪流之中，以自身的黾勉，不懈的
努力，贡献绵薄之力。批评是知识分子的天
职，但是建设更是知识分子的无可推卸的天
命。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谓三不朽。从对国
家、民族的热爱出发，对政治和社会的诸多问
题予以批评当然是发挥了“啄木鸟”的功能，
但是这个时候更需要知识分子放低身段，踏
踏实实，去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天的知识
分子更应该自觉地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高尚的操行引领社会进步。

传统士子精神，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
然而其优秀的精华部分，永远值得当代知识
分子去学习、去继承，去弘扬。

在价值取向多元的冲突中

坚守终极价值观

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不断推进，
农村社会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主要表现为在
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
时，却面临传统道德的迷失和朴素人文关怀
的式微这一突出矛盾和问题。当前农村社会
的道德衰落和信仰迷失恰恰为人文知识分子
直面社会危机，结合专业特长，开展深入研
究，重建信仰和价值体系提供了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基本的价值取
向较为稳固，没有太大的冲突。历代中国知
识分子的价值取向集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于
一身，具体可表述为“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活动中心
向经济的转移，社会价值取向的日益多元
化，尤其是社会上经济利益至上以及个体价
值的凸显等价值追求，不仅导致了人文精神
的冷落，“精英文化”的衰落，更极大地冲
击了知识分子原有价值观。

实际上，“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视为‘社
会良知’，指的是他在社会功能上的标示，
亦即永远地对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与捍卫，
对人类公益事务抱持强烈的人文关怀，并诚
恳地视之为自己不可推卸、不可转让的职责
所在，只有二者齐备一身才是现代知识分子
的典范形象。”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发展，
经济、社会资本日渐重要，知识分子需要在
坚守终极价值观的基础上，以温和的姿态来
面对社会大众的多元价值取向，正视社会主
导价值观的缺失，在整合科学理性、人文精
神和集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并存的价
值观体系，并对世俗文化加以合理制衡。就
人文知识分子对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的介入来
讲，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分子与农村社会
之间构建一个必要的缓冲，方有可能真正深
入并正确引导农村社会的转型。

树立传承与复兴民族文化的

自觉意识和使命感

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首先就是要应用
所掌握的知识，去完成如何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巩固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增强马克思主
义在全球化时代的适应性与吸引力的问
题。作为社会的知识精英，当代知识分子
担当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阐释”和
“理论创新”的双重使命，“系统阐释”
旨在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解读，增强
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理论解释力；
“理论创新”旨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和时代主题相契合，为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新鲜内容与时代
价值，并且通过理性批判与反思重申马克
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西方的意
识形态话语霸权中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
音，捍卫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中的主导地位，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现
实感召力和解释力，以此为中国现行制度
与体制提供理论依据。须知，“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对这
一重大使命与责任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认真
践行。

当代知识分子应树立传承与复兴民族文
化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感，自觉地、适时地从
中国传统民族精神中寻找精神给养和思想动
力，并以自己所创造的大量体现民族精神的
文化产品来体现、传承和复兴民族精神，使
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粘合剂和凝聚力的功
能在改革开放中得以充分彰显。

在对传统民族精神积极扬弃的基础上，
结合时代特点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积极丰富
和完善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体系和表达形
式，积极致力于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维
模式，努力构建一种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民族
精神，使传统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这一全新
的时空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并以
此为核心构筑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并为实
现这一理想而引导全国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
息。

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推动力量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利津讯 11月22日下午，利津县陈庄镇的健身广

场风和日丽、彩旗飘扬。山东艺术家代表一行走进这个刚
刚被国家住建部确定的、山东省唯一一个“县域经济副中
心规划试点镇”，给当地群众带来一场“文艺走基层，共
筑中国梦”的文化大餐。

慰问演出在韩霞演唱的《爱我中华》中拉开帷幕。大
新、福嘉带来的相声《东营你好》，逗得观众前仰后合。
焦黎的吕剧《王小赶脚》、李小江的吕剧《借年》，让吕
剧之乡的群众大饱耳福。李保良的一段京剧《天下事难不
住共产党员》，把观众的情绪点燃，叫好声不断。省文联
副主席、歌唱家于联华的一首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老
家在山东》，把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

陈庄镇红鹦鹉广场舞表演队也不甘示弱，表演了自己
创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舞蹈不仅跳出了丰收过后的
喜悦，更跳出了当地群众的精气神。李美丽的《自由飞
翔》、冉燕的《龙文》、牛雁的《开心歌谣》、王雯的
《囍》、韩伟的《蔚蓝色的晴朗》，或激扬、或柔美、或
时尚的歌声，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从陈庄镇走向全国的
歌手、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皓天的一首《北京时间》，把
现场观众的情绪再次推向高潮。

省文联副主席、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张桂林说：“我省
组织各门类艺术家深入基层生活，汲取创作灵感和营养，
举办了一系列‘文艺走基层，共筑中国梦’慰问演出、采
风创作活动。”

文艺走基层 共筑中国梦

艺术家走进利津陈庄镇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１１月２６日下午，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中

心附设传习所揭牌仪式在省图书馆举行，省古籍修复中心
工作人员拜师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人潘美娣。在山东附设传
习所，有利于全面提升我省古籍修复中心人员的修复技
艺，推动古籍修复工作上水平、上档次。

去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成立，国家图书
馆研究馆员杜伟生作为国家级非遗“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
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向学员传授古籍修复技艺。这是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之举。
而为了发挥传习中心及国家级专家在古籍修复领域的学术
带头和技术传承作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又在２０１４年开展
了传习中心附设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试点工作，并
根据古籍保护工作情况选取了山东、天津、辽宁、甘肃、
云南五地作为首批试点建立传习所。

作为全国１２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省古籍
修复中心成立以来坚持重点项目和日常修复相结合，形成
了集普查、修复、展示、研究、利用“五位一体”的古籍
保护工作模式，也大大提高了古籍修复人员的修复水平。
２０１１年９月，宋刻本《文选》修复成功，表明我省古籍修
复工作已步入科学的轨道。同时，修复中心也发挥自身优
势，帮助山东大学修复入选国家名录的珍贵古籍，为“台
儿庄古城”修复一批供展览用的破损古籍。

古籍修复专家潘美娣是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从事
古籍修复工作长达４０多年，著有《古籍修复与装帧》一
书，是古籍修复工作者必读的权威之作。１９８４年，她
主持修复江苏太仓明墓出土文物，将已成为“粪饼”的古
籍成功恢复原样，化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技艺被众多媒体报
道。

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

山东设传习所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第一届《诗书画》年度展——— 男·

女”绘画作品展，11月21日至11月30日在山东美术馆举
行，展出著名当代艺术家李津、靳卫红的作品60余幅，这
些作品从另一个视角呈现了两位艺术家对于当代形形色色
的生活和文化处境的独特思考和个性表达。

李津是当今水墨领域最为成功的男性艺术家之一，他
的艺术主题直揭生活底色，是感官经验在审美上的总结，包
括食、色、肉体以及睡与思。世俗生活以泛滥的方式扩展至
画面之外，他笔下不断描绘的物象构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
魅力。靳卫红是当代水墨领域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她的艺术主题涉及女性的孤独、期待、希望和自许。作品
中几乎只见女人，更具体地说，这些女人是一个关乎自我
的形象，她用对自我身体和灵魂的经验样本式呈现，成为
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具有标识性的形象。

“男·女”绘画展

呈现别样文化启示

□记者 王红军 实习生 杨淑云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3日，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

作家协会主席张炜，携其新作《也说李白与杜甫》，在济
南泉城路新华书店举办读者对话会暨签售会。这也是张炜
创作4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也说李白和杜甫》是张炜在万松浦书院的讲稿基础上
整理而成，全书共七讲，是一本关于李白和杜甫的文学沉思
录，围绕李白和杜甫在求仕、婚姻、创作和晚境等话题逐一
作了阐述，思想深邃、发人深省，处处充满了智慧的火花和
灵动的隽语，融汇了作者对人性的剖析和对人生的观察。

张炜说：“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对我而言还是一个
短板, 我本身也正处在一个摸索学习的状态中。因此，
《也说李白与杜甫》正是通过一种讨论对话的形式来写
作，是我与许多海内外学者、专家进行交流后形成的一个
成果。在这个交流过程中，我也学会了很多东西，矫正了
我个人在许多知识和认识方面的错误。”

在回应如何处理与读者的关系时，张炜风趣地回答
说：“我是一个‘落伍’的人，也很少举行签售会，但是
我渴望与读者交流、并且是用自己的方式、通过手中的一
支笔与读者交流。”

张炜创作长篇小说《你在高原》用了22年的时间，是
什么信念支撑着他坚持长时间创作？他回答说：“许多人
说创作是一种坚守，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是一种责任、再
就是快乐，才会从事这份工作，有责任有快乐才能做下
去。《你在高原》的创作过程虽然有许多的艰难坎坷，但
也是让我感到充实的、快乐的、留恋的22年”。

张炜还提出，一个作家应有“业余情怀”，在创作中
不追随潮流，这样才会实现个性化写作，实现文学创作意
义的最大化。

张炜举办《也说李白与杜甫》

读者对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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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卢鹏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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