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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温度，总是在一次次回望

中让人们愈加可以感触。

80 年前的 5 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

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著

名 的《在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以下简称《讲话》）。《讲话》从根本上

回答了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等重大

原则问题，阐述了党的文艺主张和文

艺思想，深刻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

与生活、文艺与时代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直至今天

还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芒。

8 年前的那个金秋，习主席主持召

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深刻阐发了社会主义文艺和文艺工作

的地位、作用和使命，创造性地回答了

事 关 文 艺 繁 荣 发 展 的 系 列 带 有 根 本

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为新时代文艺

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纪念《讲话》发表 80 周年之际，

重温我党历史上这两次关于文艺工作

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对于繁荣军事文

艺、打造强军文化，凝聚官兵同心共筑

强军梦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

量。从诞生之日起，我军就十分重视

军事文化建设。一部辉煌的军史，从

某种意义上讲，同时也是军事文化的

建设史、发展史。

这一幕幕历史的画面意味深长——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际，正是全

民族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加

紧进攻、在文化上疯狂侵略之时。在这样

的历史时刻，党中央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在

宣传抗日、激励斗志、提高战斗力方面特

有的重要作用。在抗战紧要关头，我党在

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明确宣布“艺

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

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要在民族解

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

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

用”。在著名的陈庄战斗中，战斗刚刚打

响，战斗剧社成员们就冒着枪林弹雨在前

线搭台演出。仗打了5天，演出也进行了

5天，极大地鼓舞了官兵士气，提高了部队

的战斗力。这让人想起毛泽东同志总结

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说：共

产党要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手里拿枪的

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要使文艺

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

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

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这个温馨的场面同样令人记忆犹

新——

在 北 京 召 开 的 文 艺 工 作 座 谈 会

上，听了阎肃关于文艺战士有自己的

“风花雪月”——风是“铁马秋风”、花

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

“边关冷月”的发言后，习主席非常赞同

阎肃的这番见解，并深切勉励：“我们的

军旅文艺工作者，应该主要围绕强军目

标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主席深刻

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

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

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

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

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

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如此，对于一支军队也

是这样。文化是战斗力，是强军兴军

的强大精神武器。如何发挥军事文艺

的作用，为提高战斗力服务，为强军服

务，是党的领袖始终关注的重大课题。

综观 90 多年的光辉历程，人民军

队 在 党 的 旗 帜 下 从 胜 利 走 向 胜 利 的

“秘诀”之一，就是让先进军事文化为

官兵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价值认同

和行为准则。

“投入蓝天我是白云一朵，拥抱大

地我是小草一棵，风里雨里从不退缩，

沙 场 追 梦 唱 响 强 军 战 歌 ……”今 年 5

月，由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

队创作的歌曲《强军有我》在全网震撼

发布，以激昂的旋律和铿锵的节奏，激

励着官兵备战打仗的热情。

这是军事文艺作品服务强军的一

个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部队

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根本着眼点，充分

发挥先进军事文化的强大战斗功能，

唱响了强军兴军的时代强音。

几年前创排的话剧《兵者·国之大

事》去年再次引起官兵的关注。这部

话剧与部队专业文艺团体转型前创作

的其他 3 部作品一起，被纳入文化和旅

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

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由文化和旅游

部直属文艺院团组织复排，陆续在全

国进行展演。这部话剧为什么受到官

兵欢迎？因为这部话剧让人们看到了

当代军人克服和平积弊、敢于直面现

实矛盾的血性和担当，触摸到了强军

兴军的时代脉搏。

“军事文艺离战场越近，就离初心

使命越近”，这是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

文艺轻骑队的队员发自肺腑的感触。

几年来，他们到基层巡演，印象最深的

就是去演训场一线演出的情景。在风

雪边关、在偏僻哨卡，一场演出就是一

场教育，一次慰问就是一次动员。写

强军兴军，砺精神利剑，用战斗文艺激

荡官兵战斗豪气，军事文艺正逢其时。

在新时代服务强军，军事文艺工

作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焕发出新的

勃勃生机与活力。

二

这是一张早已泛黄的历史照片。

照片上，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王大

化、李波正在为群众演出秧歌剧《兄妹

开荒》。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山坡上密

密麻麻地挤满了观众。有人说，这场

演出有两万多人观看。

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场景。

座谈会前，文艺工作者存在着脱离

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他们在延安演

出了很多外国的大剧，但群众反映看不

懂。为此，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鲜明地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

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我

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我们

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

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

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

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

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广大文艺

工作者纷纷从“象牙塔”和“亭子间”走出

来，深入农村、战斗前线和部队驻地，创作

出了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当文

艺工作者的心与人民的心紧紧相连、热情

相拥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就拥有了更加感

人的艺术力量和永恒持久的生命力。

在 2014 年 10 月 召 开 的 文 艺 工 作

座谈会上，习主席强调指出，“社会主

义 文 艺 ，从 本 质 上 讲 ，就 是 人 民 的 文

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

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

根本方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

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

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

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

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在 习 主 席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的 指 引

下，军事文艺转型重塑方向明确，动力

强劲。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人民

群众对文艺工作者的态度转变一样，

今天的军队文艺工作者转变作风，当

好面向基层、服务官兵的文艺轻骑队，

同样受到基层官兵的热烈欢迎。

这一幕令人心头洋溢着温暖——

2019 年 2 月 2 日，习主席在新春佳

节即将到来之际，专程来到北京卫戍

区，亲切慰问基层官兵。他饶有兴致

地 观 看 了 战 士 们 自 编 自 演 的 小 合 唱

《张 思 德 传 人》，并 带 头 为 他 们 鼓 掌 。

习主席深有感触地说，部队文艺工作

要树立为兵服务、为基层服务的导向，

建设好文艺轻骑队，不断丰富基层官

兵业余文化生活。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调整组建以

来，文艺轻骑队以乌兰牧骑为榜样，按

照“轻、准、活、融”的思路编组文艺轻

骑队，涵盖声乐、舞蹈、器乐、小品、朗

诵、书画等多个艺术门类，积极为部队

开展演出服务、创作服务、培训服务、

心理服务、器材服务。截至目前，累计

开展为兵服务超过 690 场次，行程 10

余万公里，服务官兵 86.5 万余人次，受

到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他们还培训

帮带基层文艺骨干，服务演出之后，为

部队留下一支“不走的文艺轻骑队”。

“行军道路多么遥远，一支队伍勇

敢地出发，崇高信仰鼓舞我们，万水千

山一路飞跨……”新疆军区、西藏军区

政治工作部文工团文艺轻骑队，克服

气候条件恶劣等因素，全心全意地到

边防官兵中去，到演训一线去。

2019 年夏天，国防大学军事文化

学院随营培训分队不远千里，从北京辗

转来到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为官兵开

展随营培训，重点围绕基层急需、急用、

急盼的声乐、舞蹈、主持和戏剧等专业

进行专项强化，探索形成了“理论讲授、

技能培训、课程发布、结业汇报”的全流

程培训模式。此外，他们还围绕重大主

题活动，为部队集中创作了一批兵味战

味浓郁的优秀文艺作品。据了解，自

2012 年以来，学院已为基层部队培训

了 3600 余名文化工作骨干，指导编排

晚会 20 余台。随营培训，已成为国防

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推进军事文化服务

基层建设的有益尝试。

近年来，还有一支支以各部队文

艺骨干为主体的文艺小分队，下部队

开展演出服务，为部队培训业余文艺

骨干……他们的足迹生动体现了军队文

艺工作服务基层、服务官兵的鲜明导向。

三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

代 的 风 气 。 对 于 优 秀 文 艺 作 品 的 呼

唤，是全面、真实、深刻地反映这个时

代的必然要求。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

强调：“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

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

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中共中央宣传

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

定》，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践行毛泽东

同志《讲话》精神，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

文艺面貌焕然一新，具有中国风格和中

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诞生出一

大批文艺经典。文学作品有小说《太阳

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小二黑结

婚》和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戏剧作

品有《白毛女》《兄妹开荒》等，歌曲有

《东方红》等，革命的文艺伴随着战斗硝

烟，展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80 年来，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

艺工作者自觉为人民放歌，接续创作出

一大批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精品力作。

习主席深刻指出：“衡量一个时代

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

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

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

的优秀作品。”

进入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伟大事

业，同样呼唤着军事文艺出现更多精

品力作，不断从“高原”迈向“高峰”。

在 广 大 文 艺 工 作 者 的 共 同 努 力

下，军事文学创作呈现新的活力。近

年来，军旅作家们创作出版了反映抗

美援朝的报告文学《迟到的勋章》《跨

过鸭绿江》，反映军队支援抗疫的报告

文学《武汉抗疫——解放军来了》《决

战江城——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抗疫

纪实》《“红区”日志——火神山的日与

夜》，反映建党百年的报告文学《红船

启航》，反映改革强军的“强军进行时”

报告文学丛书《中国蓝军》《风动中国》

《大国行动》《导弹兵王》《正在发射》

《筑梦九天》，反映王继才的报告文学

《家·国——“人民楷模”王继才》，反映

军旅生活的长篇小说《牵风记》《导弹

和向日葵》等，军事文学为新时代文学

增添了新的亮色。

影 视 创 作 展 现 新 的 生 机 。 电 影

《守岛人》《血战湘江》《古田军号》，电

视剧《空降利刃》等赢得观众口碑。探

索军民融合拍摄影视剧的新路径，与

地方有关部门合作拍摄电影《长津湖》

《红海行动》《革命者》《三湾改编》，电

视 剧《深 海 利 剑》《号 手 就 位》《绝 密

543》《热血军旗》等作品，新时代主旋

律影视作品绽放出异彩。

舞台艺术焕发新的魅力。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

大征程》等大型演出中的优秀军队节

目，以及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

文艺表演《和平的薪火》、闭幕式文艺表

演《友谊的纽带》等，歌曲《请你检阅》

《因为有你》《请放心吧，祖国》《解放军

来了》《边关战歌》《山河铭刻》《胜利召

唤》《强军有我》和军乐《钢铁洪流进行

曲》等，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美术书法崭露新的生机。2017 年

“八一”期间，文化部、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中国美协在京联合举办“庆祝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全国美术作

品展览暨第 13 届全军美术作品展览”；

2019 年“八一”期间，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宣传局、中国美协在京联合举办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第 14 届全

军美术作品展览”。此外，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宣传局、中国书法家协会联

合主办“鉴古开今”主题系列书法作品

展，以传统文化开拓艺术新境。

基层文化活动蓬勃开展。近年来，

“强军风采”群众性文化活动、文学征

文 、歌 咏 演 唱 、“ 红 心 向 党·强 军 故 事

会”、军乐视频汇演等，不仅有效丰富了

基层官兵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催生了

一大批带着泥土芬芳、冒着热气的优秀

文艺作品。2021 年，新修订印发的《军

队基层文化建设规定》，进一步规范并

推动了基层文化建设的开展，为提升基

层文化建设水平注入了强劲动力。

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军事文艺以其特有的崇高品质和

价值追求，成为新时代弘扬主旋律的

生力军和先锋力量。

四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也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同志

在《讲话》中深刻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

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

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

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

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

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

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

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艺术工

作者遵循党的文艺政策和方向，坚持

守正创新，汲取民间优秀艺术养料，大

胆借鉴外来艺术手段，创造性地开拓

出了一条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艺新

路，诗歌、木刻、美术、戏剧、音乐等各

个门类的艺术作品琳琅满目、百花争

艳，中国文艺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在 2014年 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习主席强调，“要把创新精神贯

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

能力”“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

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

军队文艺工作者牢记领袖的教诲，

努力在新时代创造军事文艺的新辉煌。

2021 年 10 月，在全军思想政治教

育创新集训上，一堂由文艺轻骑队创

排的文艺情景教育课《迷彩青春正步

走》，令参训代表耳目一新。这是由文

艺慰问向文化育人转变的一次全新尝

试，突出“年轻态”和“沉浸式”，综合运

用故事讲述、诗词朗诵、情境表演、视

频呈现等形式，让官兵身临其境受感

染、潜移默化受教育，开创了文化育人

新范式、军事文艺新品牌。

今年春节，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

艺轻骑队创作“战歌迎春”——2022 年

文艺轻骑队网络春晚，把传统舞台扩展

至多个空间维度，运用特效技术和电影

手法对歌曲、舞蹈、器乐、朗诵及小品等

节目进行全新剪辑，打造了一场科技赋

能的新样态文艺演出。晚会在网络平

台集束推出，引发官兵和网友普遍点

赞。各级还积极探索网络直播、“时空

对话”“云联欢”等活动，文化服务由传

统“面对面”向“网络+”拓展，实现了更

大范围、更加高效地惠及官兵。

近年来，全军文艺工作者探索数字

化、网络化、年轻态为兵服务的新路，注

重推广开展时代特色鲜明的网络活动，

为兵服务的方式方法不断拓展，内容手

段不断创新，质量效益也得到有力提升。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

作者背着背包下乡、下厂、下部队，深

入火热生活，学习群众语言，创造出代

表那个时代的新文艺，奠定了新中国

文艺发展的基石。

今天，军队文艺轻骑队、文艺小分

队的文艺工作者们，继承和发扬延安

的 优 良 传 统 ，一 台 大 卡 车 ，几 张 迷 彩

网，在简朴的舞台上演出，成为新时代

军事文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与此同

时，各级从严从紧管理队伍，探索培育

以忠诚、爱军、为兵、尚艺、奉献为主要

内容的新时代文艺战士价值观，正风

肃纪、纯洁队伍、革弊鼎新，重塑文艺

战士新形象，军事文艺转型重塑成果

丰硕，面貌一新。

回眸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出发。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

化的繁荣兴盛。今天，军队文艺工作者

对《讲话》发表 80周年的最好纪念，就是

肩负起庄严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以

高度的文化自信，以更多的精品力作，

全方位全景式展现强军新时代的精神

气象，让强军战歌更加激越、更加嘹亮。

奋斗从未有穷期，我们永远在路上！

让强军战歌更加激越嘹亮
——写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

■刘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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