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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家

■本期关注：学习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

随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引发强烈反响。10

月12日，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广联合会）主办、上海耀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广联合会加强广播电视文艺创作研讨会在京

召开。会议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电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引导和团结相关从业者进一步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坚定人民立场，弘扬光荣传统，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推动广播电视文艺创作高质量发展。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文艺，承载着推进国民文化思想，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的重大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时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这个信息密集，思想文化多元的时

代，文化思想宣传与文艺工作密不可分。因此，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当代文艺工作者必定要肩负起的光荣使命。

中广联合会召开加强广播电视文艺创作研讨会——

为时代为人民创作 为民族为国家高歌
□本报记者 杨雯

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
是首次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对新
时代文艺工作方向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
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为各
文化部门能更好地完善本职工作、担负起新
时期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
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新时
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
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
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七个着力”具体要
求，其中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
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以及着力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等，进一步对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
高的实践要求和工作目标。

一切伟大的实践，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正
确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
非常注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具体落实，对
网信、文艺、新闻、哲学、社会科学、思
政、文化传承发展等各个领域的统筹谋划、
分类指导、部署推进都倾注了巨大心血。这
充分激发了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
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
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
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
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明体达用意指明
确社会发展的思想方向，通过深入思考和研
究，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本质，把理论转化
为实践，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而体用
贯通则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都
达到了一个的全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文化自信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
持久的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曾用“不忘
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进一步道出
了文化自信的要义。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本质其实是建立在
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所以
说到底，还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这一根
本，以此为标尺，正道沧桑，但行必将至。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勇于改
革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新局面。大道至简，实干为先，我们应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
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坚定“四
个自信”、努力做到“两个维护”，更好地担
负起新时代新征程中具有新格局新内涵的思
想文化宣传使命，造就新气象新作为。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
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当下，广大人
民群众对文艺作品的格调、品位、质量、思
想等方面都不断体现出更高的需求。但文艺
创作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生产和艰苦的创造性
劳动过程，只有付出不折不扣的努力，坚持
反复打磨精益求精的精神，秉持绝不急功近
利的态度，才能真正创作出符合宣传思想文
化总的指导方针，无愧于表达人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精品力作。

作为一名影视文艺工作者，面对这样一
个空前的思想文化盛世，我发自内心地想去
讴歌时代磅礴涌动之气势，讴歌祖国繁荣发
展之景象，讴歌人民勤劳奋斗之写照，为文
艺事业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正道沧桑
行必将至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副会长 刘江

刘江执导的《光荣与梦想》广受好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聚光灯

电视文艺工作者承担着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光荣使命，肩负着
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
责，必须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
感，坚守艺术理想，要有使命担当，要讲
政治、讲品位、讲责任；要有信仰、有情
怀，要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
贡献的新时期的电视文艺工作者。

演员委员会副会长萨日娜近年来出
演了不少电视剧，她是《我们的新时代》
中《幸福处方》单元的热爱家乡、热爱工
作、热爱乡亲们的优秀党员村医杨慧
妮，是《人世间》中如人间烟火般善良
温暖的周家妈妈，还是《北上》中那个
温暖的大院里，呵护和牵挂着每一个人
的马奶奶……这一个个人物身上，都充
满着真诚、善良和无尽的美好。而在现
实生活中，萨日娜也坚持以高远志向、良
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

“新时代对演员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行业作为终身
的追求，我们身处这个行业，就要把为
人、做事、从艺好好统一起来，要多下
苦功、多练真功、勤业敬业，努力创作
更多经得起新时代的检验、经得起人民
的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
品。”萨日娜表示，演员从事的是作用
于人类灵魂的工作，要严以修身，明大
德、立大德，坚守高尚道德标准，培养

高尚道德情操，要对演员这个职业心怀
敬畏，秉持正确的价值观，要自尊自
重、自珍自爱，不为虚名所累、不为利
益所缚、不为欲望所惑，要按照德艺双
馨的要求，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
人品德等方面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的社
会形象，并以此为从业的基本准则，让
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真善美内核的倡导
者、践行者和示范者，以高尚的职业操
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
作品赢得人民的喜爱和尊重。

在演员委员会会员罗晋看来，推动

广播电视文艺创作的高质量发展，当代
文艺工作者应在三方面着力：首先，践
行“一承一取”——继承先辈传统，汲
取当代精华，将传统与现代文化融合践
行，把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左翼文艺光荣
传统深化、内化、转化在一个个具体的
影视作品中，始终坚定文化自信，秉持
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其次，做到

“三多三有”——做到多学习、多提
升、多务实，制作出有品质、有高度、
有价值的优秀作品。时刻谨记只有将自
身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拒绝冗长媚俗、无
下限的低级娱乐，产出高品质、高标准的
文艺作品，才能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积极能
量，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再
次，还应该答好“本色三问”——在文艺
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时刻牢记自己肩负
传递正确文化价值观的重大使命，始终
不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忘却小我，坚
持创新的创作理念，回答好“我是谁”的
根本问题；常怀敬畏感激之心，不忘“文
艺源于人民，文艺为了人民，文艺属于人
民”的初心，创造出与人民心连心的文艺
作品，回答好“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遵循“人
民是文艺之母”的现实原则，依靠人民
智慧所凝聚的历史底蕴，建立文化自信
自强，回答好“依靠谁”的根本问题。

用精品力作履责 坚守高尚道德标准

中华文明是具有包容性的，正是在
中华文明的滋养下，各民族得以形成统
一的共同体。在李京盛看来，“如今，
我们需要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要
怎么建设呢？这就需要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电视
剧界可以作出巨大贡献。因为没有哪一
个艺术门类有电视剧那么大的热度，有
那么大的影响力优势。我们可以从丰厚
的历史文化中，从五千年的优秀民族历
史中汲取营养、选取素材，推动我们历
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

李京盛进一步说道，一段时间以
来，我们的历史题材创作有些落寞和尴
尬。“虽然有那么多的古装剧，但是从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中华民族历
史当中汲取营养这个角度来讲，仍需历
史正剧。这一点比当下现实主义题材创
作可能还要意义重大。”

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袁子弹最近

被自己七八岁的儿子“感动”了，她在会
上分享了一次亲子交流：“儿子跟我说，
妈妈，我真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因为我生
活在一个特别有趣的文化里。我最近在
看《三国演义》，觉得很有意思。”

这次对话让袁子弹意识到，如今
“国潮”越来越“热”，其背后是中华民
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
深层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文化自信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
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时下中国传统文化
越来越受关注，根植于国人骨子里的文
化基因被唤醒，文化自信被唤醒。“今年
暑期档《长安三万里》的热映，更是让我
们看到了国人爱国热情的高涨，现在我
们的文化自信已经不需要任何矫饰。我
们真实地思考过，认真地表达过，才会有
文化自信。其实，过往我们曾经追逐的一
些所谓西方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都能找

到原型，我们应该发掘自己拥有的，在中
国文化的根子上做文章。”

用中华文明立根 汲取五千年历史养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
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点明了文艺的人民属性，强化了文艺的
价值诉求。此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源于
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
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
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可以说，如果脱
离生活，脱离人民群众，全凭想象和臆
测去创作，写出来的就是无根之木，无
源之水，不可能写出时代精品，拍出时
代精品。

总体来看，在电视剧行业持续推进
减量提质、降本增效的发展背景下，我
国电视剧创作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现实题材作品呈现出
持续攀升的明显态势，在题材领域上也
实现了新的拓展。但是，电视制片委员
会副会长马中骏提到，不可否认，如今
仍有不少以现实题材为“幌子”的电视

剧，如“平民女孩遇到白马王子”等早
已架构化的叙事想象之中，故事本身是

“悬浮想象”，故事的内核也是陈腐的
“灰姑娘等待拯救”，毫无创新。

马中骏认为，现实是复杂的，现实
是动态发展的，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应
该是固化和封闭的。处在不同时期、不
同环境的艺术家要处理的现实也不尽相
同，所谓“坚定人民立场”，就是要表
现出人民生活的复杂，必须深入现实生
活，真正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仅有生活经验还不够，‘生活’
要从客观的‘现实’生长为主观的‘现
实主义’，需对生活本质进行把握、对
生活内里进行思考，并将这种思考转化
为故事。这在用大数据开发影视桥段已
有实践的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
艺术永远不等同于套路。”

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会员徐速提到，
今年国庆节回老家，跟家乡同学聚会

时，大家提到了部分国产剧存在的一些
问题，比如虚假、悬浮、不接地气等。
这次聊天给他带来很大的震撼。他反躬
自省，当前电视剧行业确实存在部分剧
本闭门造车的问题，有的故事是在书房
里搭建的空中楼阁，有的人物是从其他
作品借鉴改造而来，离地三尺远离百
姓。他不由得回忆起，2019 年接到电
视剧《功勋》创作任务时，为了写好中
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
士、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孙家栋的故
事，自己和孙老以及他的同事、学
生、亲属等面对面采访的经历，也正
是在和这些真人真事真历史的接触
中，才找到了故事的魂魄，定下了

“骑着自行车上月球”的具象情节。
“如果没有那些面对面的采访，我很难
想象坐在家里，靠着网上搜到的资
料，最后能写成什么样的剧本。”

用生活沃土固本 牢记“以人民为中心”

上世纪 30 年代，有一群伟大的
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出
了大量有思想、有影响的文艺作
品，再以影视等媒介传播给人民，
带去全新的、正确的思想价值观
念，在推动革命发展，促进人民思
想进步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宝藏。
时至今日，当前的广播电视文艺创
作也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
导向、价值取向、审美趣向，紧跟
新时代新征程的步伐，树立大历史
观、大时代观，高举旗帜，把牢正
确方向，强化价值引领，推出更多
主旋律强劲、正能量饱满的文艺作
品，筑起新时代精神高地。

中 广 联 合 会 副 会 长 李 京 盛 提
到，单从电视剧创作力的角度来
看，行业不但巩固了“高原”的厚
度，而且也创造了一些可以称之为

“高峰”的作品。比如 《人世间》，
可以称之为近 10 年来电视剧创作在
平 民 史 诗 剧 上 的 “ 高 峰 ” 之 作 ；

《觉醒年代》 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上的“高峰”之作；《狂飙》 是扫
黑除恶反腐题材的“高峰”之作；
科幻题材开山之作 《三体》 也是这
一领域的“高峰”之作。“这些作
品，不但有亮眼的播放数据，而且
有巨大的社会反响，我们今后还要
用这样攀登‘高峰’的精神去努力
创作。”

电视制片委员会副秘书长、上
海耀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孙
昊提到，为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
文化繁荣，在实践中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弘扬主流价值观。要反映时代
风貌，聚焦当前问题，宣传英模人
物。对应到当下，就是要反映现
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
创作中。

优秀作品成风化人、凝心聚力
的效果十分明显。演员委员会会员
侯京健曾多次出演过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文艺作品。每次在创作之中，
他都能感受到民族的胜利，感慨今
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而多年的
拍摄和感悟，也让他对自己的责任
与义务有了深深的认知。“作为当
今繁荣强大的祖国青年受益者，传
承和发扬伟大的红色精神是自己
的责任，高歌新时代新成就更是
自己的担当。无论何时，都要坚
定政治立场、文化立场。在传播
民 族 精 神 的 同 时 更 要 与 时 俱 进 ，
为时代为人民而创作，为民族为
国家而高歌。”

用真理力量铸魂
推出更多主旋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