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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彰显出来，以审美之维展开社会主义生活和未来的美

学想象。人民性指向未来，不仅是初衷和出发点，也是归

宿和落脚点，文艺审美理想与社会发展理想内在逻辑一

致，显示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先进性。

（三）人民性的建设意义

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

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

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2]文艺创作与批评的“人民

性”，突出地体现出文艺实践务必与时代同频共振，务必深

入体察人民在文艺欣赏中对文艺批评的需求。

陕西有着优良的文学批评传统，特别是在陕西成立的

全国第一个文学批评家团体——笔耕文学评论小组，在历

史文化梳理、批评理论构建、文艺批评三个层面，为创造

新时代文艺高峰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时代价值引领上，积

极介入新时代文艺现场，贴近社会发展、贴近生活需要、

贴近群众期待，通过文艺批评对历史资源与当代文艺精品

的系统梳理和深度研究，既追求思想的深度，还体现实践

的广度和民生的温度，用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

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激发人

民群众的文化自豪感。在审美格局上，坚守文艺的审美理

想，有大视野、大情怀和大观照，通过对文艺作品和文艺

现象的阐释与评论，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激励文艺工作

者创作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更好构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作出贡献。在语体风貌上，重视话语表达推陈出

新，不断锤炼、打磨，克服“论文体”的僵化表达，既以

扎实的文艺理论奠基，和鲜活生动的语言，以短、新、

实、平、快的批评走近人民群众，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批评

文本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实现对审美趣味和

时代精神的积极引领，让人文精神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的时代底色。

新时代人民文艺的实践要求

（一）新时代文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

地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

想。历史发展证明，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中国文艺创作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确保了文艺创作的方向性与先进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整个文艺发展的历史语境和生活内

容都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从文艺创作、文艺翻译、文艺传

播等方面，我们都需要以鲜明的中国文艺理论自主体系面

向世界，通过文艺批评将中国文艺和文化融入世界，与西

方文艺理论展开平等对话，使中华美学精神在世界舞台上

弘扬，为世界文艺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而这些都需要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指导，引领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不断

完善，从而推动新时代文艺在实践中稳步前行。因此，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确保文艺作品能够紧密围绕社会主义建设

和发展的中心任务。首先，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真正做到以人民为

中心，以文铸魂，让文艺发挥出最大思想能量；其次，以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形成新时代科学系统的文艺理论

体系；再次，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批判

地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

语。增强朝气、锐气，发挥其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

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坚持教育引导与综合治理并重，

不断建设良好的文艺生态。

（二）新时代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

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

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3]在新时代新征程波澜壮阔的

伟大实践中，坚持文艺为人民，就要坚定文化自信，注重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汲取营养，自觉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推出为人民所喜爱、所传颂的文艺

精品，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陕西文艺植根于深厚的人民性，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过程中，努力实现三融合：首先，文艺主题与人民

生活相融合。广大文艺工作者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要扎根人民、深入生活获取体验和认知，要不怕辛苦，长

期地无条件地心甘情愿地走入广大人民的生活，不仅要关

注一线城市的发展，还要走边疆、上高原，访老区、赴灾

区、下厂矿、入农家、进哨卡，以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和真

情实感为表现主体，把文艺作品书写在中国的土地上，敏

锐把握时代精神脉搏。第二，文艺情感与人民需求相融

合。新时代文艺要更有家国意识，要心怀国之大者，立足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战略高度，心系民之所

望，以丰富多样的形式生动展现和深刻反映人民创造的伟

大巨变，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深入地表现人们的

生活境况、思想矛盾、利益冲突，想人民之所想，忧人民

之所忧，从而勇攀艺术高峰。第三，文艺价值要与人民精

神相融合。新时代文艺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品质的鉴赏

者和评判者，在文艺作品价值评定中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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