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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

扬中华美学精神。”“美”是文艺作品的核心要素，是

衡量一部文艺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华美学精神博大

精深，沉淀着深厚而细腻的生命感悟和含蓄又豪放的表

达形式，诞生了托物言志、情理交融、形神兼备、化象

为境等等独特的美学观念和美学意象。

将目光落定在陕西，眼中所见的“昆明池”“大明

宫”“楼观台”“大雁塔”“终南”“太华”“太白”

“泾渭”“灞桥”……这些在中华美学体系中占据着重

要地位、具有穿越时空影响力的自然景观、人文遗迹，

都凝结着极具思想深度、情感温度和思想高度的中华美

学精神，是陕西文艺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近年来，陕

西文艺在展示中华美学这一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创

作出了《无界·长安》等取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萃拾

陕西文化元素、聚合前沿科技手段的文艺作品，得到了

市场和观众的良好反馈。在新时代陕西文艺创作中，我

们更应当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中华审美取向

为本位，提炼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从形式到内容，都

充分表达出中华美学特色，给受众以直观的“美”的感

受，为在美学维度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应

有贡献，取得应有成就。

（三）中华经典应当成为陕西文艺的创作源泉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孕 育 出 无 数 杰 出 的 文 艺 经 典 ，

是新时代陕西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诗

经》中《皇矣》《公刘》《生民》《大明》《绵》《蒹

葭》《无衣》等端雅厚重、动人心弦、描摹周风秦骨的

动人诗篇，汉赋中“天子游猎”“平乐歌舞”“阅兵盛

典”“昆明游湖”等故事性强、情感丰富的恢宏场景，

李 白 、 杜 甫 、 王 维 等 人 笔 下 辉 煌 灿 烂 、 风 流 无 匹 、 引

人 遐 想 的 盛 唐 长 安 ， 老 子 潜 心 著 录 的 传 世 经 典 《 道 德

经 》 、 司 马 迁 以 如 椽 巨 笔 写 就 的 皇 皇 巨 著 《 史 记 》 等

等，这些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文学、历史和艺术经典

正成为新时代陕西文艺不断焕发生机的源头活水。

事实上，陕西文艺吸收中华经典，去粗取精、守正

创新的努力从未停止。2024年3月，西安交响乐团创排

的大型交响合唱《道德经》在西安音乐厅首演，两千多

年 前 的 哲 学 作 品 首 次 以 “ 交 响 乐 + 独 唱 + 合 唱 ” 的 形 式

呈现。演出以音乐的起承转合，融合原著的音韵修辞之

美，带领观众沉浸于老子的哲学天地和精神世界。2024

年8月，由陕文投集团倾力打造的全国首个超大型秦文

化主题演艺《赳赳大秦》亮相2024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

游博览会演出，在长200米的空间内上演跨越两千年的

故事，以舞台技术和亦真亦幻的舞美场景，再现秦人奋

斗、秦国崛起、华夏统一的历史画卷。同在2024年8月，

第一部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大火，使其中穿

插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说书在海内外各大线

上平台迅速传播，在全世界掀起一股欣赏、学习陕北说

书的热潮，这一传统的陕北曲艺借助最先进的艺术形式

和技术手段，为网络游戏增添了丰厚的传统文化特色，

也实现了自身的破圈传播。

小　结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陕西文艺赋能，是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的必

要举措。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落到实处，

就必须在文艺创作与研究中重视对各门类文艺经典所蕴

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深入挖掘，将其文化特

色、民族艺术精神和审美追求与当代陕西的文艺精神和

创作实际相结合，使之呈现出一种充满当代陕西特色的

创新性理解和创造性转化。唯其如此，才能在赓续历史

文脉、建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中谱写新时代陕西文艺的华

章，为当代中国的文艺创新添砖加瓦，更好建设和传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只有这样，陕西的文艺事业才能

真正从整体上进一步增强文化主体性、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才能从更为深刻的文化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以“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总

的指引，努力绘就百花齐放的新时代陕西文艺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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