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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产电视剧：
留存一个伟大时代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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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人之规矩
开戏曲艺术的时代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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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这十年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

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阐述和

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繁荣发展

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十年

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在总书记指明的方

向上，不但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更重要的

是，探索出了一条将社会主义文艺建设

与新时代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道路，解

决了一系列制约文艺发展的矛盾，在一

系列文艺创作的原则性问题上，找到了

解决办法，明确了发展方向，这是值得总

结的十年。

十年文艺的建设目标

193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设“中华

民族的新文化”，建设出具有“新鲜活泼

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

和中国气派”的文化，这是80多年来中

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文化建设的总目

的。这个总目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进行

文化建设时，新文艺建设不能全盘继承

传统文化或者旧文化，必须剔除掉传统

文化中封建性质的部分；不能移植西方

文艺，应当是在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

果的基础上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的文艺；不能简单重复民族民

间传统文艺，应当让其有革命的内容。

为实现这个总目的，中国共产党坚

持文艺的革命性与社会主义性质，并且

在80多年的文艺实践中，将这种“中华

民族的新文化”的总目的具体化为“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新

文化，而在文艺之中，民族化、大众化的

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内容所构成的新文

艺，构成了具体的建设目标。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书记关于文艺

的诸多论述，以“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贯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

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提出了推动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

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

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一系列

重大创新观点，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

十年来的文艺建设，坚持、贯彻了总

目标和具体目标，十年来的文艺成就，也

更接近于实现这一总目的。一些文艺生

产中的基本矛盾得到了解决。

十年文艺的创作成就

从文艺民族性的角度来说，在改革

开放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西方文艺

走进来，西方的审美观、艺术观，以及文

艺背后的价值观一起走进来，参与到我

国的文艺生产中。这就对民族的文化自

信产生了冲击，需要通过具有民族形式

并符合民族民间传统的文艺创作，一方

面强调文艺欣赏者在文化上的认同感，

另一方面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体现中

华美学精神的文艺作品，让文艺参与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参与到中国梦

的实现中，为增强文化自信这一国家建

设工程作出贡献，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

对文艺创作提出的新目标。

为此，创作出更多具有民族风格、中

国气派与中华美学精神的文艺作品，是

十年文艺发展最醒目的成就之一。一大

批戏剧、舞蹈、影视、美术等领域的艺术

家们，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着力

在民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既吸收五四

以来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文艺的百年

积累，但又扭转了过去百年文艺创作风

格上“厚今薄古”的趋势，在中华古典文

艺中吸收养料，在中华民族民间传统中

吸取人民喜闻乐见的因素，创作出了大

批富于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比如舞蹈

诗剧《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

图〉》、芭蕾舞剧音乐《红楼梦》、电影《长

安三万里》和电视剧《琅琊榜》等，音乐中

的交响合唱《江城子》、昆曲《临川四梦》

等，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文艺的“中国

风”和“中国气派”。

在十年的文艺发展中，具有大众

性—人民性的文艺，取得了巨大的发

展，在各个艺术门类中精品杰作层出

不穷。比如电视剧《鸡毛飞上天》《装

台》《山海情》、话剧《平凡的世界》、两

次全国美术大展油画和中国画的主要

获奖作品、民族舞剧《醒狮》、大提琴协

奏曲《木卡姆印象》等。文艺的大众性

或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

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在实践

中基本的价值向度与风格；另一方面，

文艺的人民性是作为文艺的社会主义

性质的核心内容而被强调的，对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践行推动了具有人民性

的文艺之创作。

文艺的大众性—人民性要求文艺

在形式上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因此，一些民族民间文艺形式在十

年来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如民间戏曲、

民歌、皮影、民间美术、民族舞、民族音

乐、民族民间传统工艺美术等，无论是

从研究与保存的角度，还是从非物质文

化遗产活化与产业化的角度来说，都得

到了有效的保持与传承，取得了巨大的

发展，创作出大量具有时代新风格的新

作品，如京剧《西安事变》、越剧《新龙门

客栈》《山海情深》、粤剧《刑场上的婚

礼》、沪剧《敦煌女儿》、陇剧《大禹治

水》、评剧《革命家庭》、花灯剧《月照枫

林渡》等。

与此同时，文艺的大众性—人民性，

在内容上要求艺术家深入生活，观察和

研究现实，反映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创造

出平凡而生动的艺术形象，将文艺的视

角聚集于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以及他们

在平凡生活中的进步与发展。因此，现

实主义在近十年的文艺中一直是主旋

律，也获得了新的成就。

文艺的革命性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

之的文艺观，在当代，具体体现为文艺的

社会主义性质。十年来的文艺创作，在

充分承担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取得了值得高

度肯定的成就，一大批优秀的电影、电

视、戏剧、美术与音乐作品，在内容上是

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生动而具体的，

经得起美学批评的。如舞蹈《永不消逝

的电波》《天路》《骑兵》、电影《长津

湖》、电视剧《大江大河》《觉醒年代》、大

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等，无论从历史

表现的纵深感还是现实呈现的宽广度，

都堪称立体地呈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

方方面面。

十年文艺的创新发展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创造中华民族

的新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文艺观的一贯主

张。因此，如何既保证文艺的民族性与大

众性，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有中国气

派、中国风度的作品，又要创造出“新的”

社会主义文艺，是十年中我国文艺工作者

所肩负的巨大的历史使命之一。

应当说，这也是中国文艺发展不断

创新的十年，文艺工作者在新媒介环境

和新技术条件下，创作出了丰富多彩的

新媒介文艺和新样态文艺。诸多现代数

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到文艺创

作领域，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艺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动漫、影

像、舞台艺术和音乐、综艺、杂技、公共艺

术等方面都创作出了具备新奇感的艺

术；同时在文艺创作过程中，文艺工作者

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跨媒介创

作、融媒体创作，在媒体间进行转换与对

话，以大艺术观逐步取代传统的美术观，

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发展。

这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文艺领

域中涌现了一批既传统、又现代，既有新

奇感、又有民族意味，既有想像力、又有

现实感的视听艺术作品，做到了民族性

与现代性的统一、科技与艺术的融合。

如沉浸式戏剧《新华报童》《三生三世》、

杂技剧《天山雪》与《战上海》、奇幻电影

《流浪地球》、徐冰的艺术影像作品《蜻蜓

之眼》、蔡国强的火药系列艺术作品、胡

介鸣和胡为一的装置艺术、游戏作品《黑

神话：悟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等。

十年来文艺创作的繁荣与成就，还

体现在建构起了一套具有新时代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

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在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的指引下，以创作出经得起人民评价、

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为目标，建构

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艺生产机制。这

套机制通过主管部门与文化管理机制引

导“项目化”创作来引领文艺创作，为文

艺创作提供最初的资金投入，从而防止

艺术创作完全被市场与资本左右；通过

文艺相关行业协会与文联、作协等领导

机构，贯彻党的文艺政策，落实创作任

务，在市场化的个体创作与企业生产之

外提供了一种集体创作的体制保障；通

过作品的有组织的社会性展演来实现作

品的美育与宣传价值；通过一系列评奖

机制和加强文艺评论来实现对文艺创作

的价值引领；通过市场化营销及与院线、

场馆、文旅、节庆、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的

结合，完成了文艺产品的市场化。这套

机制真正做到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确立了文艺的市场化生产与文艺的社会

主义性质之间的统一，为文艺的社会主

义性质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文艺美育

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同时，基于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

现实，十年来涌现了许多新文艺组织和

新文艺群体，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

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

织如雨后春笋，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

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

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

跃。文艺活动中“两新”的出现，是新时

代文化生产的时代特征。在党和国家的

文艺政策的引导下，“两新”为当代文艺

的创作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是文艺

生产的新力量，也创造出了一些文艺的

新样态。

应当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体制的建构与文艺生产新力量、新

样态的蓬勃发展，是这十年之所以能创

作出一批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既

坚守了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了文艺的

社会效益，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的优

秀作品的根本原因。

纵观十年中国文艺的发展，一些横

亘近百年的、影响中国文艺发展的大问

题得到了时代性的解决——民族文艺与

西方文艺的关系问题，传统文艺与现代

文艺的关系问题，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

与文艺的自由创作之间的关

系问题，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

与文艺的市场化生产的关系

问题，文艺的传统的技术手段

与现代科技、现代手段的关系

问题，文艺的人民性与文艺的

商品性等问题……这些问题

是近百年中国文艺现代化进

程中的普遍问题、基本问题、

方向问题。在习近平文化思

想的引领下，立足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艺

工作者在新时代文艺创作实

践中作出了新探索，取得了新

成就、新经验，由此诞生了一

批“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

的清风一样”的优秀文艺作

品，回应了时代的需要。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
学院院长、教授）

为了更多“像蓝天上的阳光
春季里的清风一样”的文艺作品

——十年中国文艺的发展与成就

刘旭光

 沈晓明的《金色土地》新近获得第十四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金奖。

 从中华

古典文艺中吸

收养料的舞蹈

诗剧《只此青

绿 —— 舞 绘

〈 千 里 江 山

图〉》，成为近

年来文艺创作

的一大焦点。

文艺创作这十年

▲十年来的文艺创作，在充分承担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取得了值得高度肯定的成就。图为舞剧电影《永不消

逝的电波》剧照。

▲在十年的文艺发展中，具有大众性—人民性的文艺，取得

了巨大发展。图为电视剧《山海情》海报。

文学之光
映照人民之心与时代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