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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文艺
界委员认真聆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深感使命在
肩、信心满怀，纷纷撰文回顾非凡十年文化领域取得的累累
硕果，同时抒发对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热切鼓呼。

10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报告中
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
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的论述，为我们指出了更加明确的方
向，明确了作为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
使命。

我于1987年参加工作，一直在国
家图书馆从事古籍工作，从业的35年
中，切身感受着古籍事业的发展，特
别是近十年中在各级领导的规划推动
下，在各项政策的保障下，古籍事业
更是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对于
古籍保护事业而言，刚刚过去的十
年，可谓非凡十年。

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主要有三个渠
道：一是物质形态的文物；二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三是古籍——刻印在甲
骨文、竹木简、帛书、纸等材质上的
典籍，记载了大量中华民族文化形态
和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
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的
历史见证。

十年间针对古籍家底不清的问

题，全国古籍工作者普查清点，基本
摸清家底；针对古籍利用不便、查古
籍资料难的问题推进数字资源建设，
让珍善古籍通过网络成为普惠资源，
提供无差别服务，实现任何时候、任
何地点查询，莘莘学子可以在疫情中
完成毕业论文，科研工作者不中断研
究，传统文化爱好者便捷翻阅，体会
古人的智慧，也实现了珍贵文化资源
的灾备。十年间影印出版的古籍和珍
贵文献走入更多人的书房，如《鲁迅
手稿全集》《永乐大典影印本》《汉文
敦煌遗书题名索引》《敦煌遗书书法精
选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
图集成》《国家图书馆藏黄河历史文
献》《儒藏》《儒典》等。依托古文字
工程，开展文明探源“馆藏甲骨整
理、保护与研究”“馆藏金文拓本汇
编”“馆藏古文字研究类稿本整理”等
都在出版中。数不胜数的出版物，为
国家重大文化战略实施提供资料支
撑、为各个领域的学者提供充足的素
材。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籍普惠更
多读者。

十年间新技术的应用，也在不断活
化着古籍。古籍藏品中王羲之的“福”、
皇上的“福”通过阅文集团的再创作，
2021年“福”字壁纸定制活动在春节期
推出，温暖了疫情中的中国，福满人
间。2021年，世界读书日“智慧，穿阅
千年”主题活动，以华为阅读App推广
古籍阅读与古籍修复，探索以新技术、
新设备让古籍阅读和古籍修复走进大
众生活的新路径。2022年元旦推出甲
骨文推广公益项目，当甲骨文遇到网络
文学，点击超过2亿，让中国字源远流
长，让好故事生生不息，让古籍里的故
事活起来。通过新媒体传播的古籍故
事更是受到欢迎。

主流媒体《典籍里的中国》《国宝
档案》《中国诗词大会》《地名大会》
《考古大会》《春妮的周末时光》等节
目等更是将古籍、将传统文化植入更
多民众的日常生活，古籍中的思想、
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发挥着积极作用。

十年间，科技赋能推动着古籍保
护事业发展。修复过程中，纸张成了
困扰修复的难题，科技手段的辅助下
我们分析纸张材料，无损检测获得纤

维长度、宽度、厚度、配比，进行自
行抄造修复用纸、库瓷青纸、粉蜡笺
纸、仿古真丝画绢、真丝绫子的制作
技术攻关，解决珍贵文献修复材料的
困难。发明让修复更科学更规范的设
备，通过实验室研发文献脱酸技术和
设备，让文献通过脱酸延续寿命，破
解国外技术难以落地的卡脖子问题。

十年间“古籍修复技艺”“传统书
籍装帧技艺”“敦煌遗书修复技艺”

“甲骨传拓技艺”等成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让传统技艺得到抢救
和传承，带动了古籍修复行业的提升。

三年前，拥有110年历史的国家
图书馆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八位老
专家的回信，信中所说的国家图书馆
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让国图人倍感温暖，也激励着国
图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
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
馆古籍馆副馆长）

新 起 点
陈红彦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的战略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
信 ， 围 绕 举 旗 帜 、 聚 民 心 、 育 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回眸中国舞蹈艺术近十年以来的
征程，整个事业的一个个令人欣喜
的收获，一次次令人振奋的拓展，
无不证实着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英明
结论。以中国舞蹈艺术创作为例，
正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催动了
当代舞者的创作积极性，辛勤耕耘
不 辍 ， 努 力 攀 登 艺 术 高 峰 。 舞 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高举信念的精神
火炬照亮了黎明前的黑夜，《骑兵》

高唱英雄主义的颂歌塑造了解放战
争中的英雄好汉；《八女投江》 兼用
芭蕾艺术和中国当代舞蹈的肢体语
言细腻描写了残酷战火里的女性之
大无畏牺牲，《井冈·井冈》 用诗化
的结构和富于特色的语言赞美了革
命历史上永在人心的一页。《烈火中
永生》《雨花石的等待》 等作品，赓
续红色基因，传颂革命精神。满怀
悲悯的 《仓央嘉措》、风骨磊落的
《朱自清》、苍茫独立的 《孔子》、荡
气回肠的 《昭君出塞》、感人至深的
《精忠报国》 等，无不在民族精神的
凝练和展现上下足了功夫，收获了
好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倡现实
题材创作。在此号召下，近年来的
有 关 创 作 获 得 了 巨 大 丰 收 。 十 年
来，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指引着
我们积极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创作实践活动，组织带领
舞蹈名家深入西藏、湖北、河北、

广西、海南、内蒙古等 10 多个省、
自 治 区 的 30 余 个 城 市 开 展 采 风 创
作，一批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
舞蹈作品脱颖而出。《春会来》 刻画
抗疫中最美天使的俊美身影，《阳光
下的麦盖提》 浓缩了党的扶贫战略
和民族团结工作带给新疆地区的巨
大变化；《独树》 让我们见识了当代
蒙古族青年的卓尔不凡，《梦宣》 诉
说了古老高原上西藏人民的内心梦
想，《阿嘎人》 则生动抒写了现实生
活中人民的幸福和满足。以人民为
中心，要求舞者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为舞苑再造新象。舞剧 《草原
英雄小姐妹》《朱鹮》《天路》《石榴
花开》 等均聚焦于时代重大选题，
努 力 刻 化 富 于 时 代 特 色 的 艺 术 形
象；《看齐看齐》《夫妻哨》《我等
你》 等 展 现 了 当 代 军 人 的 英 勇 忠
诚；少儿舞蹈作品中的 《爸妈我想
你》 第一次将农民工留守儿童的渴
望浓缩在舞台上，《多了一个你》 则
第一次揭示了国家优化生育政策之
后一个独生女的心理思虑。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发展面
向 现 代 化 、 面 向 世 界 、 面 向 未 来
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
文化，令人深深感动，无比振奋。
近十年来中国舞蹈创作中的成功作
品，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之所
得。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举行的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 《奋斗吧！中华儿
女》 和建党百年大型情景史诗 《伟

大征程》，以震撼心灵的主题和融汇
东西方最新审美理念的艺术方式浓
缩了伟大历史变革的光荣与梦想，
书写了人民的史诗。十年来舞蹈领
域 “ 爆 款 ” 连 连 ， 成 绩 斐 然 ， 与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双创”导向密切相关。舞
蹈诗剧 《只此青绿》 的创新在于用
独特的造像提供了前所未见的静雅
之美，塑造了令人赏心悦目的东方
美神。《五星出东方》 的新意在于将
家国情怀巧妙地汇聚在亦庄亦谐的
舞蹈潮流里。古典舞领域里的 《大
河三彩》《青衣》，民间舞领域里的
《梦宣》《老雁》 等各具特色，《唐宫
夜宴》 和 《舞千年》 等乘着多媒体
影像艺术的翅膀飞翔在大江南北。
吸收了现代艺术的手法却表达着当
代 中 国 人 所 思 所 虑 的 现 代 舞 《生
息》《命 运》《看 不 见 的 墙》 等 作
品，以及获得大奖的街舞 《黄河》
等，演绎出的时代动感，展现了一
代新人的无限创意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吹响了以中国式现
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嘹亮号
角。为这伟大复兴而凝聚起巨大精神力
量，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指明了未
来的前进方向。此时此刻，中国当代舞
者万分鼓舞，摩拳擦掌，踏地为节，

“长袖当舞”——为人民而舞，舞出时
代最新风采。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为人民而舞
冯双白

华夏华夏华夏 艺文艺文名家名家名家 名笔名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来，我国文学事业取得许多新成就
新收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广大文艺工作
者当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文学的创
作实践和理论评论都取得令人骄傲
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为人民创作的
导向更加鲜明，以人民为中心，最大
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
需求，正在成为广大作家的自觉追
求。现实题材创作不断得到加强。表
现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展现新时代中
国人民奋斗进程、美好生活和精神气
象的作品越来越多。

许多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平凡的世界》在最近十年内再次
引起阅读热潮，让很多作家认识到，只
有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真正把人民生
活和情感写好的作品，才有可能赢得
读者，成为经典。长篇小说《人世间》获
奖和改编成电视剧并引起社会热议即
是例证。我以为，新时代十年来文学创
作有一个集中的特点，即鲜明的主题，
历史的沧桑巨变，包括英雄主义、理想
主义情怀的表达，成为作家创作的一
种自觉。表现现实生活，尤其是普通人
生活的作品一样引起广泛反响。与此
同时，作家们在艺术上做了各自的探
索。思想性与艺术性以及可读性相结
合、相融合的作品越来越多。以长篇
小说创作为例，可圈可点的作品，值
得总结的经验很多。通过表现普通人
的生活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如陈彦
的《主角》《喜剧》；通过充满烟火气和
故乡感的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叙写和
描述，如迟子建的《烟火漫卷》、王尧
的《民谣》；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表现
某种特殊的人生历史，如余华的《文
城》、陈继明的《平安批》；在表现当代
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方面，也有很多
新收获，如东西的《回响》、滕肖澜的
《心居》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很多小说在艺术上所做的探索，体现
出新时代文学创作在艺术上达到的
高度。典型如李洱的《应物兄》、孙甘
露的《千里江山图》，都给人耳目一
新、激赏不止的感觉和印象。

十年来，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剧
等其他艺术形式的例证也有很多。《平
凡的世界》《装台》《人世间》引起的热

烈反响可见一斑。甚至出现了影视剧本改编为小说出版的例证，如龙平平的《觉醒年
代》。十年来，中国文学创作的收获是多方面的。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创作，都有丰富
的收获。理论评论在坚持说真话、讲道理方面有了明显改善，批评风气大为改观。

十年收获满满，未来更加可期。在鼓励现实题材创作、反映时代变迁、艺术风格
提升方面，无论是组织引导、理论倡导还是作家个人自觉努力方面，都体现出一种
合力而为的趋势。中国作协在今年推出“文学攀登计划”和“山乡巨变创作工程”，就
是为了推动反映时代变革和人民生活的现实题材创作进一步繁荣发展。不断迈向
高峰的中国文学，正在汇聚着强劲的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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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演员，我们是中国电视艺术
发展的参与者、见证人。如果把过
去 十 年 当 作 一 个 考 核 单 元 ， 我 想
说，中国电视人交出了百分答卷，
创作了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为讲好
中国故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

如果我们把电视剧、电视纪录片、
电视文艺、电视动画片、网络视听艺术
等方面的作品，纳入总结范围，那么就
不难发现，过去十年，我国电视艺术发
展的现状是良好的，作品数量大增，佳
作迭出，堪谓硕果累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就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
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有幸在新时代的电视屏幕上留下
了一个个浸透着自己深深情感的电视剧
人物形象，一路走来，更有幸见证了这
样一个电视文艺飞速发展、高度繁荣的
十年。我很想谈谈这十年来我的所见、
所思、所想，我觉得近十年影视作品有
以下几个特点：

现实主义题材唱主角。戏说历
史、宫斗题材电视剧越来越少，现实
主义题材电视剧越来越多地走上黄金
时段，观众反响盖过了之前的宫斗
剧。为什么？我想，就是接地气，表
现的就是老百姓身边的事，甚至是鸡
毛蒜皮的事，艺术就是这样，永远来
源于生活，把平平淡淡的生活酿成醇
香的美酒。回想起我出演过的 《咱们
结婚吧》，把黄金剩女、恐婚男、操
碎了心的妈等这样有明显时代感的人
物搬上屏幕，从人物上就拉近了与观
众的距离，当然就有了观众关注与喜
爱的基础。《人民的名义》 就更不用
说了，聚焦百姓高度关注的反腐题
材，但它摒弃了以往反腐题材的套路
化、脸谱化呈现，另辟蹊径，以接地
气的人物形象组合，得到了观众的
喜爱。

形式精良，风格质朴。十年来，
电视剧在形式上制作越来越精良，而
这些形式只是外表，其中的内容更是
反映出社会点点滴滴的发展现状和百
姓的心路历程。编剧写出了社会关切

的焦点，导演把握住了时代特点，演
员塑造出了一个个百姓心中理想的鲜
活形象。今年年初收视率爆表的 《人
世间》，从形式上来看，制作大气、画
面讲究、细节到位；从内容上看，故
事真切、情感真挚、人物真实，像这
样形式与内容高度契合的电视剧，怎
能不吸引观众的目光？就连歌唱家雷
佳演唱的片尾曲也成了爆款，传唱度
极高。

舆论导向弘扬正气。社会主义文艺
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发挥着引
导社会价值观与舆论的重要作用。《黄
大年》讲述了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用短
暂的一生书写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
怀，把个人奋斗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感人故事；《新居之约》
讲述了家装设计师杨光与陈曦联手为客
户打造“理想的新居”，体味人间百
态，寻找“家与幸福”真谛的故事……
我在出演这两部电视剧的过程中，就被
人物深深吸引，播出之后观众的反馈也
出乎意料的好，黄大年勇于奉献、矢志
不渝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设计师杨光
与陈曦勇于揭露行业黑幕、坚守职业底
线的故事也令大家拍手称快……这些人
物在无形中就引导了大众的价值观，同
时也引导了社会舆论的走向，让大家跳
出电视剧回到现实生活中后，依然延续
其中向上的力量。

十年来，我们呼吸的空气越来越清
新了，因为PM2.5少了。这十年来，我
觉得中国电视剧领域也散发着越来越清
新的空气，吹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春风，
那些不切实际、荒腔走板的“艺术
PM2.5”也在急剧减少，电视剧屏幕干
净了，观众的心灵也更健康了，文化自
信的树立也就更加水到渠成了。我相
信，电视文艺也必将在党的文艺方针指
导下，奉献给观众更多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的精神食粮，我也将继
续坚守文艺工作者的职责，为社会主义
文艺的繁荣兴盛尽更多的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
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主演 《渴
望》《人民的名义》《人世间》等影视
作品）

屏幕十年
硕果累累

张凯丽

▲《佳音》 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赵士英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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