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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引导、启迪人们必须有好的作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

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所以，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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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中华文化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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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

扛”之势。 

——10 月 16 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龙文百斛鼎 笔力可独扛 

郝思斯 

 

“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出自唐代韩愈诗作《病中赠张

十八》。张十八即唐代诗人张籍，他的诗歌创作以乐府见长，富有

现实性，多以口语入诗，语言凝练自然，被王安石评价为“看似

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斛是古代量具，十斗为斛，百斛

泛指多斛，“龙文百斛鼎”指有着龙形花纹的多斛大鼎；扛是把鼎

举起来的动作，“笔力可独扛”是用来比喻笔力雄健。这两句诗的

意思是，作品既有厚重的内容，又能将这些内容充分表现出来，

形成一种不凡的气势。 

这既是对张籍的赞扬与期许，也表达了韩愈自己所中意的文

学风格。“诗无达诂，文无定法。”优秀的文艺作品并不拘于一

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但往往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

一。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

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

艺作品中找到启迪。古往今来，那些成为传世之作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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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足够的艺术表现力，能够体现出作者

深刻的洞察力，站在特定时代高度洞察人生、烛照现实，深刻揭

示社会本质和发展趋势，从而给人们认识世界、领悟人生以有力

指引。 

例如，在王羲之的字中，人们能读到乐与悲。永和九年，会

稽山阴兰亭集会上，王羲之挥笔写下被后人赞为天下第一行书的

《兰亭集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固知一死生为虚

诞，齐彭殇为妄作”……全文 28行、324 字，每一笔每一划，形

态万千，字字各异，如一幅兰亭雅集的风光长卷。如今，那场兰

亭雅集早已远去，当后人临摹起这篇手稿，临摹的或许并不只是

他的笔法，而是在一笔一划中体会千古书圣对人生苦短的感慨和

对当下的珍惜，感受他在字里行间对生命与宇宙奥义的叩问，从

而真正体悟他为何会写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又如，在杜甫的诗中，人们能读到爱与痛。杜甫被称为诗

圣，他身处唐朝由盛转衰的剧变之中，亲眼目睹了战火硝烟、民

生疾苦，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如同刻刀般雕琢着他的心灵，也

铸就了他诗歌中深邃的社会洞察与悲天悯人的情怀。“三吏”“三

别”中，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但山河破碎、敌人当前，他只能含

泪劝慰被征者奔赴战场、保家卫国，内心无比矛盾痛苦。他的诗

被誉为“诗史”，人们不仅能读到历史的沧桑，更能感悟诗心的纯

粹、情怀的博大。 

再如，在辛弃疾的词中，人们能读到壮志与豪情。尽管在南

宋词坛成就非凡，辛弃疾首先是一名战士，一片赤诚，只为收复

山河。他与苏轼齐名，将豪放词风推向顶峰，亦将崇高的爱国主

义情怀渗透在字里行间。“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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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读

辛弃疾的词，心底有山河，而豪气郁结胸间。其声声悲呼，响彻

历史，至今闻之，仍让人热泪长流。 

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

《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波澜壮阔的文艺长

河，延续着中华文明的血脉，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特

质。近代以来，文艺工作与民族、时代、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

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始终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为中华民族的

前行歌与咏、鼓与呼，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

人年轻的时候。”这句家喻户晓、激励了几代人的人生箴言，出自

作家柳青的著作《创业史》。 

1952 年，柳青主动要求从北京回到陕西，在皇甫村一待就是

14 年。在这里，柳青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他一边在火

热的社会实践中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改造自我，一边又将新的

思考融入文学创作中，通过创作书写社会历史。 

从 1959年春天开始连载的《创业史》，是新中国文学史上一

部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梁生宝、梁三老汉、徐改霞、高增福、

梁秀兰……他们立场观点不同，语言性格各异，有的贯穿始终，

有的如流星闪过，都活灵活现，宛在眼前。从他们身上，身处不

同时空的读者，能感受 6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山乡巨变。 

柳青的精神影响了众多文学后来者。路遥把柳青称为“我的

文学教父”，在《平凡的世界》准备创作前，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

文学名著，尤其将《创业史》前后通读达七遍。 

1983 年，为了写作，路遥决意开启“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

征”。他来到故乡的毛乌素沙漠，在这无边的苍茫与寂寥中，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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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精神的“誓师”。在这里，路遥忘掉了写过《人生》，忘掉了鲜

花与荣誉。他走进文学，深入其中，真正感悟到了文学的本质及

其真正精神。 

历经 6 年呕心沥血，他推出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30 多

年来，这部志在“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的力作，以其打动人

心、给人以深刻启迪的力量，成为一代代青年的励志经典，更成

为中国文学创作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一面旗帜。 

岁月变迁，精神不改，奔赴从未停止。进入新时代，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多次结合

自己的阅读经历和体会，总结古往今来文艺巨制的共同特点，从

不同侧面为“优秀作品”画像。广大文艺工作者紧跟时代潮流，

把握时代脉动，捕捉时代精神，雕刻出民族奋进的伟岸形象。电

影《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电视剧《觉醒年代》《人世间》、

报告文学《乡村国是》《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舞剧《大梦敦

煌》《永不消逝的电波》、话剧《谷文昌》、豫剧《焦裕禄》……有

温度、有筋骨、有力量的作品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

聚起磅礴的精神伟力。 

今天，在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14 亿多中国人民

正投身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国家的蓬勃发展，百姓的

喜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了感人肺腑的故

事。坚持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书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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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也必将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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