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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推动江苏文学“高处再攀高” 

汪兴国 

坚持守正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鲜明特点，也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展现新气象、焕发

新活力、取得丰硕成果的根本原因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殷

切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这深刻揭示了文艺发展客观规

律，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指导性，是新征程上繁荣文艺创作、加强文艺

工作必须始终遵循的基本方法论。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文学艺术长盛不衰的根本。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从《诗经》《楚辞》到汉赋，

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从“五四”新文学到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无不因创新而在不同的时期焕发生机。“诗文随世运，

无日不趋新”，文学只有“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不断守正创新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始终坚守正道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用创新、创造的写作实践和工作实际来开

掘新内容、开放新思路、开创新境界，推动江苏文学“高处再攀高”。 

坚持守正创新，离不开对新时代复兴伟业的开掘与描绘。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新时代，新征程，这

是当代中国文学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

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身处伟大的时代，肩负伟大的使命，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

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主动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的重任，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

现新的题材、捕捉创新的灵感，进一步聚焦重大主题文学创作，围绕重要节点、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形象再现新时代历史巨变，

热情描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的壮阔气象、壮丽画卷、壮美人生，以文学的方式谱写中华民族复兴的恢宏新史诗。 

坚持守正创新，离不开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与创作导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人民是文学创作表

现的主体，也是文学接受和评判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

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只有真正了解人民的思想变化与精神追求，才能描绘出真实的人物和故事，

才能让作品在时代中保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坚守人民立场，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促进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向人民学习、以人民为师。要把“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落到实处、深处，在对生活的体察和对人民的热爱中，不断发掘反映新时代风貌的代表性故事，努力塑造

具有新时代精神气质的代表性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为新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文学经典。 

坚持守正创新，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

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

代的优秀作品”。对文学创作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是作家的立身之本、终身之计。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坚守文学理想，把

提高质量作为文学创作的生命线，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努力创作更多彰显时代精神、体现中国特色

的高峰之作、扛鼎之作。要深入实施文学作品质量提升工程，加大重大文学项目的主题策划和引导扶持，紧紧围绕重大现实题

材、重要时间节点、重点建设领域和突出的典型人物，以探索的精神，以创新的勇气，推出更多蕴含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

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 

坚持守正创新，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气神，创新需要文化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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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文化的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文学事业的繁荣，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作家与文学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把

创新精神贯穿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工作各个环节，不断提升文学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推进文学观念、内容、形

式、风格的全面创新，推动文学体裁、题材、形式和手段的充分发展，奋力开拓文学事业新境界。 

坚持守正创新，离不开一支实力强劲的文学人才队伍。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坚持

守正创新，推动江苏文学“高处再攀高”，最根本的是着力加强文学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青年文学人才的培养。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强调，“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要进一步强化文学队伍建设

的整体性、战略性，既抓创作人才这个重点，又抓评论人才、编辑人才、管理人才和文学成果转化人才。要尊重文学人才成长

“有个性也有规律”的辩证关系，畅通人才发现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方式，认真实施“文艺名师带徒”计划和紫金文艺英才、文

艺优青培养工程，强化专业作家、特聘作家、签约作家、写作营、作家培训班、改稿会等人才培养措施，完善专业资格评定、文

学评奖等评价激励机制，确保江苏文学人才辈出的生机活力和繁荣发展的强劲势头。要大力团结引导网络作家等新文艺群体，研

究把握新文艺样式的发展规律，切实做好网络文学创作的政治引领和作品转化的服务扶持，培育更多在网络文学界有活力、有担

当、有影响的网络知名作家。 

坚持守正创新，离不开构建体制机制创新的文学新发展格局。文学能否创新，关键在于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诚心诚意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办实事、解难事、真办事，让他们感受到‘文艺工作者之家’的温暖”。要着力壮大

文学阵地，大力建好以《钟山》《雨花》《扬子江诗刊》《扬子江文学评论》为龙头的江苏文学期刊阵地，运用网络平台多渠道传

播、多平台展示、多终端推送，推动形成江苏作家热情创作、积极创作、努力创作的健康文学环境。要着力推进文学传播，积极

参与和举办具有影响力的重大文学活动，精心办好“扬子江”系列文学品牌活动，推进江苏文学精品对外译介和出版，不断扩大

江苏文学和江苏作家的知名度、影响力。要加强横向融合，创新思维模式、聚拢优质资源，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地

方作协以及行业文学的相互融合，打通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融通路径，积极推动文学精品影视、戏剧等多形态转化，构建

“大文学”发展共同体。要积极完善作家行业自律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新文学群体联系服务机制等，激发文学创造活力，提升

文学服务意识，努力构建利于创新、敢于创新、乐于创新的文学发展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