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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习近平文艺思想中的文化与文学经典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党圣元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都是本民族的精神图腾，它构成了本民族内部成员的深层精神结

构。文学经典则是这个图腾和深层精神结构的重要扇面。习近平深受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浸润。

他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在许多重要会议、重要场合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经常如数家

珍地提到、论列、评析中华文化、文学经典，更是喜好援引古今中外文化、文学经典中的名言、

片段来阐述他的思想见解、表达他的治国理政方略和文化、文学情怀，对于经典的珍重崇敬之心

和钟爱赏析之情溢于言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对于文化、文学经典的言谈、论析、评价，

以及他在谈论经典过程中所传达出来的思想情怀和美学情感，构成了习近平的文化与文学经典

观，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智慧、文化情感、美学精神，需要我们深入领会和阐释。 

    文化、文学经典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文艺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人格魅力中也闪耀

着文化、文学经典所赋予的诗性智慧光辉。习近平对文化、文学经典有着极深的感情，也有着深

刻的认知，这种深刻认知构成了习近平文艺思想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经典观。概言之，习近平

关于文化、文学经典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典是凝练治国理政智慧的重要源泉 

    习近平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

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他这样理解传统文化，

也这样理解文学经典：“文艺与从政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规律。”文化、文

学经典精神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智慧的思想与情感的来源和载体之一。他在文章、讲话与著作中多

次引用中国传统文史哲经典中的名句、名言来表达自己的为政思考和为民情怀。如他引用《史记》

中的“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来强调人民的重要性；引用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

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要心系群众，切身体

察人民的温饱；引用于谦的诗句“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来论析领导干部勤政的

重要性；引用《庄子》中的“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来申说马克

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作用；引用张九龄的“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来勉励海外华

侨要心系祖国；等等。这些引用都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智慧中的文化、文学经典精神元素，可

以说，文化、文学经典精神元素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智慧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它们内化在他治国

理政智慧、文艺思想的各个方面。对于中外文化、文学经典，习近平总书记习染久、涵泳深，博

观而约取，能在传承经典精神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创新性的转化和应用，确实起到了楷模的作

用。 

    人民情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智慧的灵魂，他的这种人民情怀与中外文学经典对他的影响密不

可分。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到过最偏远的寿宁县，那里交通艰难，“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

横戈马上行”。为了深入了解群众，他一路颠簸，到了寿宁甚至腰疼得都下不了车。他还到过下

党乡，在崎岖山路上走了五六个小时。习近平这种心装人民的情怀与冯梦龙和“三言”对其的影

响分不开。冯梦龙做过寿宁知县，上任时，一路翻山越岭，走了好几个月。习近平年轻时熟读“三

言”，对他影响很大，他觉得共产党人更应该发扬冯梦龙那样的人民情怀，所以，自己身体之、

力行之。为了抒发自己的人民情怀，他还改写了郑板桥咏竹石的诗来明志：“深入基层不放松，

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正是因为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来认识文

学经典，所以，习近平勉励领导干部要“了解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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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 

    经典是彰显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 

    文学的时代性，是习近平文艺思想反复强调的内容，在一系列报告和讲话中，习近平多次强

调“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文随世运，无日不

趋新”，而且明确提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是其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有其时代

的烙印，文学史上的经典，更是将民族传统与世界视野相结合的为人民书写、彰显时代精神的佳

作。 

    正是基于对文学经典的时代性的深刻认知，习近平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握时代脉搏，承担

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课题，而不能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

最终被时代淘汰。习近平曾这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

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这个论断中也包含着他对文学经典的时代特

征的深刻认知。托尔斯泰的作品之所以有广度，受习近平青睐，重要的缘由在于它描绘出了波澜

壮阔的时代画卷，弹奏了 19世纪前叶俄罗斯民族的时代强音。 

    也正是基于对文学经典时代性的深刻认知，习近平关心互联网和新媒体形态下的文艺类型，

希望它们也能产生经典之作。他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

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

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

正面引导力度。” 

    经典是传播民族精神的重要桥梁 

    习近平从小就给自己定下了“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读书目标。在上山下乡物质匮乏忍饥

挨饿的年代，读书成了习近平最好的精神食粮。在梁家河的七年中，他阅读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

文学经典，甚至跑 30 里的山路去借 《浮士德》。这样的经历使习近平对文学经典作为最好的精

神食粮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体会。所以，他反复重申，作家要创作出时代的精品，为人民群众提供

最好的精神食粮。 

    文学经典是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也是习近平文艺思想对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判断。2014年，

在北师大视察时，他说自己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因为“‘去中国化’

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此外，他还多次强

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等等。

正是如此，他提出要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习近平还认为，文学经典不仅为本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强调文学经典作为沟通世界的桥梁传播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在历次出访中，他在演讲谈话中不

仅经常引用中国文学经典中的名句，而且还时常谈及到访国家的经典作家和作品对自己的影响。

如 2014 年 3 月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时他表示，“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

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

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冉阿让、卡西莫多、羊脂球等艺术形象至今仍栩栩如

生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时他对俄罗斯文学的熟悉程度让主

持人也很惊讶。在德国，他和默克尔谈《浮士德》，他的通过文学经典外交的做法打破了文化隔

阂，促进了文明互鉴，也拉近了与到访国家人民间的距离，显示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优秀文化

的包容和积极借鉴的姿态，成功树立了中国的大国形象与风采，传播了中国精神，展现了中国气

派。 

    此外，习近平还认为，文学经典不仅要载道，而且还要给人生以指导。他说自己看《悲惨世

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受到了很大震撼，觉得伟大的作品，就是要有这样一

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并且认为，这就是“文以载道”。习近平在梁家河窑洞里读车尔尼雪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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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的《怎么办》时，对他心灵产生最大震动的是书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为了磨炼意志而睡在钉

板床上，以致扎得浑身是血这一情节，他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所以自己也撤了褥子睡光板

炕。一到下雨下雪天，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

水澡。他的这些实际行动都体现出了他把文学经典提高到人生实践的指导高度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