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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开幕

式上的报告，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习近平总

书记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

伟大成就及伟大变革，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新

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的确，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中央统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

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

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

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在深切感受十年来伟

大成就、伟大变革的同时，也激励我们以胜利

者、奋进者、追梦者的姿态，欢欣鼓舞地庆祝和

体会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带给我们的喜悦与

豪迈。回首过往辉煌，我们从仰望到抵达再到

新的出发，从跟跑者到并跑者再到领跑者，我

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用奋斗积聚量变，用智慧实

现质变，并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迈向新征程、投

身新实践、展现新作为。

今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意气风发、奋

勇争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大踏步向着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入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报告深刻

内涵，始终牢记总书记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

的希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坚持

守正创新，以手中的画笔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

事，用“出人才、出作品”的成果回报党和人

民。要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以初心使命和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道路上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

文艺工作者的
责任担当与使命
■庞茂琨（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重庆市美协主席、四川美术学院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主

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和功效，牢牢把

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时代

命题，纲举目张，掷地有声，催人奋进，涤荡心胸！

今天的新时代之新，开启了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发展

阶段，也意味着新的社会矛盾、新的战略选择。报告直面

新时代新征程新矛盾新课题，鲜明指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清晰、系统地阐

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深

刻内涵，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

之问，展现出宏大的世界视野、时代视野、总体视野、文明

视野。

报告中将教育、文化置于全局工作重要位置，可以说前

所未有，前瞻性思考、系统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充分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大势的深刻把握，

充分体现了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鲜明导向，充分体现了对文化

和社会建设之内在关系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文化、教育

作为创新驱动和现代化强国建设之基础的深度把握，为文化

建设、文艺创作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标明了方向。

中国美术学院将认真学习、深入领会报告精神，立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把握世界文化艺术发展格

局，努力创造出一种充分展现新时代精神气象、深度参与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艺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

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新贡献
■高世名（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浙江省美协主席）

10月16日，我收看了党的二十大开幕盛况，聆听了习

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很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在说到文艺

工作的时候，又有了许多精彩的论述，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有一句话：“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对每一

位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更高、更重、更有意义的嘱

托与要求。前不久我完成了一组近百幅《战士系列》创

作，表现抗战时期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八路军、新四军

和民兵战士们。这个系列创作将写实造型与写意笔势相

结合，用纯净透彻的水墨韵律，呈现出一幕幕尘封的往

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创作过程中，我要求自己笔下

的墨色一定要干净透明，让我能看得见、触摸到战士们坚

毅的面容、有力的臂膀、挺直的腰杆，他们是顶天立地的

勇士英雄，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会说会笑会流泪的

凡人。在他们面前，我笔间的水和墨似乎一直很兴奋，总

是急切地要扑上去拥抱他们，有时墨色一旦偏浓或偏淡

了，画面和人物就立刻会有沉闷或轻薄的感觉，这时候我

总是会深呼吸一下，即用清水或墨色做调整，墨要呼吸，

水是墨的空气。在这么一种心有灵犀似的创作互动过程

中，我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让人物造型表现具有“可信、可

爱、可敬”的意趣，是我这组《战士系列》创作要努力追求

的此岸，也是完稿时所期望的彼岸。新时代的艺术创作

应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丰富多彩、生动感

人地展现中国形象的风采，传播中华文化的魅力。在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基础之上，挖掘、构建、呈现出的中国形

象才是可信的；在有精神依托、有情感温度、有时代新境的

艺术语言表现之下，中国形象才是可爱的；在有传承底蕴、

有信念定力、有文化自信的坚守之中，中国形象才是可

敬的。

展现中国形象风采
传播中华文化魅力
■周京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

苏省美协主席、江苏省国画院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

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报告》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

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科学回答了中国之

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所作的报

告振奋人心，用单独一个章节对文化进行了高

屋建瓴的阐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

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艺术创作、

文化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以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第十一次文代会、第十

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为代表的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是推进中国文化繁荣发展最为

重要、最为强大的动力。系列讲话以人民为中

心，立中国精神之魂、兴文化自信之风、扎时代

生活之根，指出了当代文艺创作的一系列关键

性问题，明确了需要倡导的精神方向，激发起

整个文艺界的蓬勃创作力量，带来了一系列新

气象。

党的二十大报告勾画出一幅未来文化自

信自强的宏大蓝图。在这样震古烁今的时代，

更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树立起更具文化高

度与影响力的文化旗帜——“以人民为中心，

弘扬中国精神”。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创

作作为艺术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艺术家的立身

之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

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

价值观念，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

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

秀作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面向时代的大

生活、面向自然、面向传统，推动中国艺术创作

持续地向着本土性、民族性的自强自信标准的

深刻转向。

新时代新征程开启了新的历史方位和发

展阶段，中国文化和文艺也必须彰显中国特

色、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作为文化教育工作

者，我所理解的中国精神有四点：一是中国精

神既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盲目的排外，应

该是既包括了源远流长的伟大的中国文化传

统，也包含了今天仍然在本土上生长着的创新

之力、创生之力。中国精神不等同于中国的传

统性，而应该把这种传统性重新置回生活和时

代的场景中，扎根于生动的、感性的大地，进而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激浪中磨砺先锋，完成创造

性转化。二是中国精神不仅活在传统中，更活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从中国今天火热的建设、

中国当代的沃土当中焕发新的活力。三是中

国精神不仅活在可见的中国现象中，更活在不

可见的深处。四是中国精神不仅活在一己的

感受中，更活在共同的集体经验和历史记忆

中。让中国传统精神活在今天，让其中既有中

国原创的东西，又有我们这个时代新的东西，

完成他的时代性转化以及中国气派和中国精

神的塑造。

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党的二十大报告给广

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之路，我

们既感光荣，又受鞭策。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报告精神，在当代语境中激发中国传统艺术的

创新活力，在世界艺术的大格局中弘扬中国精

神，把优秀传统活化到今天、传递给未来，回馈

给世界、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和

学术高峰。

感通人民之心 激发文化创新活力
在世界艺术的大格局中弘扬中国精神
■许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