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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中国共产党文艺观的文化逻辑

郝书翠  姜 逸

摘要： “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的基本立场是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导向，最终达成审美与道德的合一。
中国共产党文艺观肯定文艺的政治导向与审美导向之间的双向互动，主张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文艺观对“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基本立场的肯认。为实现审美与政治的双向互动，中国共产党从

历史、现实与情感三个向度实现了对“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时代的文艺理

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致力于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着力建构具有标志性的中华文艺符号

体系，在新时代语境下将“文以载道”这一中国传统文艺观推进到全新的历史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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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艺观历来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中国共产党文艺观也是如此。“文以载道”①这一讲

求道德内涵的中国传统文艺观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事业的核心理念中，成为中国共产

党文艺观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光辉历程中，始

终坚持继承并发展“文以载道”这一中国传统文艺观，不断赋予“文以载道”全新的时代内涵。深入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把握文艺领域“两个结合”②的理论推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

荣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文艺观对“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基本立场的肯认

在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

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重要观点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

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
③
中国传统

文艺观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④。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文”与“道”的关系问题始终被历代文论家

关注与阐释。唐宋古文运动领袖韩愈不满当时骈文的晦涩难懂和空洞浮华，主张为文必须言之有物。
其学生李汉在为韩愈文集作序时，总结概括出“文者贯道之器也”⑤的观点，认为“文”是贯通“道”的工

具，进一步阐释了韩愈的文学思想。与韩愈并称的柳宗元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亦如此，明确提出了“文

者以明道”⑥的观点。自此，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出现了“文以贯道”“文以明道”的文道关系论。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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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又发明出“文以载道”之说，进一步完善了唐宋古文运动中人们对文道关系的

阐发。
“文以载道”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文艺观，无论是“文”还是“道”，都有其特定的思想内涵。就“道”

的内涵而言，它与儒家思想中的“仁”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以其《原道》一文

为纲领的。关于“道”的思想内涵，韩愈明确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

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①。此外，他还提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②，强调自己所

言之道与佛老之道不同，将儒家思想作为“道”的唯一释义。关于“文”所载之“道”，自先秦以来普遍被

理解成圣人之道，荀子称圣人掌握并揭示天下之道，故而所作经典亦皆归宗于“道”。汉代扬雄也认

为，不研读“五经”就不能够领会天地之道。《文心雕龙·原道》开篇便强调：“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

道。”③可见，“文以载道”之“道”乃是圣人之“道”。对于圣人之道而言，“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孔子

提倡“礼治”与“德治”，其仁学思想作为一种伦理本位的理论体系，后演变为官方的政治学。在“道”与

“政治”的关系方面，曾让孔子“韦编三绝”的《周易》不仅解析了“道”的存在形态，更蕴含着丰富的儒家

思想内涵。从卦画至卦爻辞至《易经》再至《易传》的发展脉络，展现了《周易》所蕴含的从“天道”到“神

道”到“人道”再到“义理”的思想内涵，“究天人之际”的使命使得《周易》常被用于教化人心，成为一种

治国安邦的政治哲学。因此，“文以载道”的“道”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伦理与政教体制的关注。关于

“载道”之“文”，韩愈认为，“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

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声）异

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宏）其中而肆其外矣”④。在《原道》中，韩愈还曾明确说过，“其文诗书易春

秋”⑤。可见，能够满足“载道”功能要求的“文”主要是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韩愈所说的“文”

也和儒家的思想观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另外，在中国古代，“文”的含义较当代释义则更为宽泛，它

由自然之文引申而来，代指一切事物的交错之纹理。《系辞》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

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

物之情。”⑥并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⑦鸟兽皮

毛的纹理正是卦爻之文的直接来源。东汉经学家、文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象交

文。”⑧刘勰《文心雕龙》也以“动植皆文”⑨来论“人文”。在古人心中，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政论典籍、

礼乐制度等均是人文化成的产物，都属于“载道”之“文”。正如刘成纪所说：“中国古典美学，其关注的

对象绝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而是有着关于天下国家的广远视野。中国文学艺术，其价值也不仅仅在于

愉悦性情，而是具有为政治注入诗意又在理想层面引领政治的双重功能。”⑩儒家思想中的“文”绝非

一个超功利性的概念，从未获得自律或独立，而是与主流政治紧密合作的制度产物，这也正是“文”能

载“道”的内在条件。因此，“文以载道”的基本立场是讲求“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即强调文艺的社

会价值和政治导向，最终达成审美与道德的合一。故周敦颐言：“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

①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马茂元整理，第 19 页。
②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马茂元整理，第 26 页。
③ 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原道》，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0 页。
④ 雷雨编著：《陋室铭·进学解》，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年，第 55-59 页。
⑤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马茂元整理，第 25 页。
⑥ 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系辞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607 页。
⑦ 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系辞下》，第 638 页。
⑧ 汤可敬译注：《说文解字》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 1824 页。
⑨ 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原道》，第 3 页。
⑩ 刘成纪：《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政治》，《文学遗产》2016 年第 5 期。
 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序志》，第 5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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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①一方面，周敦

颐将没有道德内涵的“文”比作尚未装载货物的“虚车”，旨在表明“道”的必要性，突出强调“文”的道德

内涵和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同货物需要车子来装载一般，“道”也要依靠“文”来承载，正是在“文”的

审美感召之下，“道”才能够为人自觉遵循、传承不断。这种重视文艺社会价值的美学思想正是中国思

想史中经久不衰的“道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仁”是“美”的前提，赋予了文艺鲜明的政治意

义。《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以《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为写作的总原则，强调了“道之文”对

世人的启发和教育作用。《序志》篇中，刘勰提出了“‘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

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②的观点，“经典”意谓经典著作，与“文以载道”中“文”的思想内

涵相吻合。而依靠文章来完成的各种礼仪，依靠文章来实施的各项政务，依靠文章来阐发的君臣之

业、军国大事，无不体现着经世致用的基本立场。此外，对文艺社会功能的宣扬也体现在思想家们对

待乐舞的态度上。《礼记·乐记》集中反映了儒家对于乐舞的审美态度。《乐记》篇探究音乐的本源，指出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③，认为圣人制礼作乐的初衷是“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

人道之正也”④，这种观点可谓是“文以载道”基本立场在乐舞领域的体现。孔子提出“成于乐”⑤的观

点，将“仁”内化为人们心中自觉的价值追求，使人们自发地进行道德实践。他在评价用以表现为政以

德的《韶》乐和表现征伐取天下的《武》乐时指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

未尽善也’。”⑥这里所提到的“善”即指音乐要符合“仁政”的思想观念。徐复观曾指出：“乐的艺术，首

先是有助于政治上的教化。更进一步，则认为可以作为人格的修养、向上，乃至也可以作为达到仁地

人格完成的一种工夫。”⑦儒家对乐舞的认识集中体现了政治与审美相互渗透的文艺主张，其关注重点

在于文艺的政治导向而非纯粹的审美愉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⑧是孔子所提倡的化育

过程。“‘游于艺’既是前三者的补足，又是前三者的完成……有了最后一项，便成为实现了的、物态化

了的、现实的人格了。”⑨由此可见，儒家重视“乐”与“艺”，其实质就在于强调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借

此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体现出文艺的作用即一种促使政治导向内化于心的人格完成。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非常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提及文艺作品倾向

的表达，体现了他们对文艺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艺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首次在一个国家中成为占据指导地位的文艺理论。列宁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明确指出，写作事业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

事业，而应成为党的工作中有组织的、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⑩，这与“文以载道”这一中国传统文艺

观的基本立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本质而言，古代‘政治’一词是与‘道’‘正’等正向价值联系在一

起的，其揭示的是一种理想的制度治理方式。”伴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登

上历史舞台，中国传统文艺观在其文艺实践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起来，被赋予了更为鲜明的

时代价值。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有所不同，但其重视文艺社会功能的立场和

① 周敦颐：《通书·文辞》，冯学成讲述：《通书九讲》，第 121 页。
② 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序志》，第 573 页。
③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下册《乐记》，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714 页。
④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下册《乐记》，第 717 页。
⑤ 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92 页。
⑥ 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第 38 页。
⑦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31 页。
⑧ 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第 76 页。
⑨ 李泽厚：《华夏美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年，第 61 页。
⑩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7 页。
 余开亮：《中国古典政治美学的理论契机、基本原则及美学史限度》，《文艺争鸣》201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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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始终没有改变。“文以载道”这一追求和旨趣得以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进行阐扬，其生命力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被日新月异的时代精神不断激活。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文艺事业是党和人

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①，形成了鲜明的文艺观。在对文艺社会功能的理

解与运用上，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文艺对人民的化育作用，强调政治导向的审美化表达，确保文

艺能够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有效助益。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在解释文艺

的作用时就赋予其宏大主旨。在他看来，文艺不是单纯的个人精神慰藉，而是为中国民族文化再生而

担负责任的义举——所谓“‘出世间’的功德”“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②。郭沫若则直言：“艺术本来是

支配阶级的宣传工具。这是千古如出一辙。谁个是甚么‘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谁个的艺术是

‘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③言辞可谓尖锐激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对“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非

常直接和强烈的反对。透过其中的情绪表达能够看出，这种观念不失为一种对“文能载道”基本立场

的笃信。文艺作为与物质生产不可分割的精神生产，其实用性是生产过程中出于人的本能而具有的

固有属性，即所谓“政治美学是政治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其基本要义是从美学角度对政治理论与实

践进行学理性观照，核心问题是对‘政治何以是审美的，以及审美如何参与政治问题’进行彻底的反思

和追问”④。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在“审美”与“政治”间不断建构起逐渐完善的话语体系，力求党的文

艺事业能够有效发挥其社会作用。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篇即明确指出，座谈会

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

助”⑤，并提出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⑥的概念。毛泽东既强调“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

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又强调“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

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⑦。他提出的这种“政治标准”居于首位、同时又要与“艺术标准”相统一的

主张，是对传统儒家文艺观中“成于乐”“游于艺”的回应。胡锦涛在谈及文艺的社会功能时曾直接引用

“文以载道”的概念，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提倡文艺要做到“文以载道、以文化人”⑧。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政治导向的审美化表达，多次强调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

特作用。他通过引用王充的“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⑨来强调文艺社会功能的重

要性，还多次阐释自己对“文以载道”的深刻理解。在谈及孔子时，他强调要“文以载道，文以化人”⑩；

在谈及韩愈时，他称赞韩愈的文章可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而韩愈的文章之所以能够

如此，凭的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在谈及雨果时，他说：“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

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

道。”在几代领导人的传承下，中国共产党文艺观在文艺的政治导向与审美导向间建立起双向互动，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 页。
② 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载《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5 页。
③ 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载《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63-64 页。
④ 张科晓：《新时代政治美学的三重意蕴》，《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
⑤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47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8 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9-870 页。
⑧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6 页。
⑨ 黄晖：《论衡校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 1049 页。
⑩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4 年，第 12 页。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24-25 页。
 《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http：//news.cctv.com/2016/10/14/ARTImaaMpdfn9W1zPSexBPu9161014.shtml，访问日期：2023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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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起独特的话语体系，充分发挥了文艺的社会功能，以更为“有温度”的方式实现政治导向对人民思

想的引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艺观对“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基本立场的肯认。

二、中国共产党文艺观对“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肯认了“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的基本立场之后，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文”如

何“载道”，即怎样实现审美和政治的双向互动。“文以载道”作为一种基于“仁学”基础上的文艺观，展

现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质。有学者指出：“中国先秦的‘礼乐教化’观念，就认为艺术是一种教育制度，

乃是一种最彻底的政治美学，但它的理论结构过于简单和笼统，理论问题也不够清晰和完整。”①这种

看似简单、笼统的理论结构与不够清晰、完整的理论问题，本质上是源于中华文化中独特的“关联性思

维”，而美学思维与各领域的关联是有着不同意趣所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使“文以载道”发生了

深刻的变革，指导着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恩格斯曾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提到文艺作品的最高

评价标准是“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②，为完善“文以载道”的理论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在此基

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③，进一步实现

了“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历史的”即考察作品是否具备运用历史思维

思考文艺问题的理论视野；“人民的”即考察作品能否站稳人民立场，展现人民主体地位；“艺术的”即

考察作品是否具备符合人民情感需求的艺术特质；“美学的”即考察作品能否展现“立象以尽意”④的

审美价值。“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价标准分别代表着“文以载道”这种关联性美学思维中

的历史意识、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情怀与价值观导向的重要旨趣，其间存在着种种复杂的关联。
每一种在以自身为核心范畴的同时，还要兼顾自身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联性，才能完美展现自身内

涵。“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⑤，“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价标准

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传统儒家文艺观具有相似的精神气质。尽管“游于艺”在操作

上更具先行性，但在本质上与道、德、仁浑然一体，换言之，审美境界的提升和道德修养的完善是相辅

相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价标准所展现的审美价值导向体现

了一种文艺创作中的政治美学意蕴，亦即一种“游于艺”境界上的政治教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观为双重依据，厘清了中国传统文艺观关联性思维的具体内涵，以

全新的表述方式赋予了“文以载道”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气质和蓬勃旺盛的时代活力。
第一，秉持历史唯物主义，拓展了“文以载道”的历史向度。在中国传统文艺观中，不乏对历史意

识的强调。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

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⑥不同的社会历史实践孕

育了不同的文艺作品，刘勰就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⑦，诗文发展是与时代演变紧密联

系的。并且，这种历史意识不仅在儒家文艺观上有所体现，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也曾提出了“道生之，

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⑧的观点。从文艺的角度来看，“物”是用来表达“道”与“德”的载体，这与“文

① 张盾：《马克思与政治美学》，《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77 页。
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30 页。
④ 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系辞上》，第 599 页。
⑤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11 页。
⑥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 年，第 5 页。
⑦ 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时序》，第 511 页。
⑧ 张景、张松辉译注：《道德经·五十一章》，北京：中华书局，2021 年，第 2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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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载道”极具相通之处，“势成之”更是体现了一种契合历史发展大势的历史唯物主义气质。同时，就

道家思想而言，“道”的概念本身即是一种规律、真理与原则的总称，较之“文以载道”中“道”的原初意

蕴更为宽泛。“道”这一道家思想的核心又超越了儒家对社会伦理与政教体制的关注，具有一种展现万

物运行规律的神韵，成就了一种涵盖万有的深邃智慧。
中国共产党文艺观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打通了儒道对社会政治和自然规律的偏重，对“文以载

道”的历史思维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拓宽了“文”“道”的历史向度。这既是马克思

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传统文化变易观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创作①；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文艺要表现历史发展的趋势②；江泽民指

出，民族精神体现在人民的奋斗历程中③；胡锦涛强调，文艺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

朽的文艺经典往往渗透着历史积淀的体验和哲理④。习近平总书记则明确指出：“文学家、艺术家不

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⑤能够

构成一个民族心灵深处自我认知的，往往是对历史的回望和解读。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历经从

繁盛到衰落，再从抗争到复兴，或为当代留下经久不衰的道德与智慧，或为当代提供引以为戒的警示

与反思，或为当代鼓舞不畏强权的意志与勇气，或为当代赋予民族复兴的使命与担当。历史中凝结着

无穷的智慧、积聚着无限的力量，每一段历史都在以不同的视角向当代传递着它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它们经过文艺的描摹，凝结为时代的标识。文艺创作中的历史意识需要通过作者的思想倾向是否契

合历史发展趋势来考察，典型环境所展现出的特质和趋势是需要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来展现的。恩

格斯曾指出：“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

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⑥历史趋势内在地规定了人

物命运的合法性，亦即内在地规定了作者思想倾向的合法性，倾向性在符合历史趋势的时候就会展现

出极大的美学价值。不论一个时代当下的环境与历史的前进方向是否一致，都不影响伟大作品的诞

生。当人物命运既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又符合当下社会环境时，倾向性会使得作品成为史诗级的鸿篇

巨制；当人物命运符合历史趋势但不符合当下社会环境时，倾向性会使得作品展现出悲剧的强烈震

撼。对历史的认知、解读与运用构成了文艺形象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还是中国传统文艺观，均展现出了强烈的历史意识。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视野是对人物命运

与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以载道”社会历史本质的科学阐释。
第二，坚守现实主义立场，升华了“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精神。《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

观，可以群，可以怨。”⑦汉儒郑玄《周礼注》曰：“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⑧由此可知，创作

诗歌的主要原因是以文学的方式反映社会现实。“《诗经》开创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

义的为人生的文学传统”⑨，本质上就是一部反映当时人民群众生活面貌的史诗。“积学以储宝，酌理

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
⑩

，充分体现了一种深厚学识与丰富阅历基础上的理解生活的能

力，将“道”以一种更易为人民所理解、接受并产生共鸣的方式加以表达，以避免“道”的神秘性与虚幻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7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10 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401 页。
④ 《胡锦涛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542 页。
⑤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9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174 页。
⑦ 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第 211 页。
⑧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三·大师》，载《十三经注疏》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796 页。
⑨ 岳斌：《中国春秋战国文学史》，载王宇信、杨生民、岳斌主编：《新编中国春秋战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47页。
⑩ 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神思》，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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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较于“道”而言，“诗言志”①的要求及其整体中更为鲜明的“人化”特征在现实层面为“道”的表

达构建起实现路径。闻一多认为：“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

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②“记忆”“记录”均体现着古代韵文对事实的还原，

随着散文的出现，“志”出现了“怀抱”即志向的含义。在先秦，“诗言志”主要指用诗歌表达作者志向，

往往与政治教化有着紧密联系。这种紧随诗的发展自然而然地生发于事实中的志向与从场面和情节

中流露出的立场极具相似性。直至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原有基础上重新阐释了“诗言志”命题，他于

《春秋左传正义》中提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③，将“情”与“志”统一起来，在中国美学史

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居于道和情中间的‘志’让本来趋于两极的情和道有了沟通的可能。情志相连让

个人之情化为理性之志，志道相通又让理性之志通向教化之道。”④这里，所谓“理性之志”即体现出

“志”对“情”的影响，使“情”的表达更加具备理性的光辉和现实的力量。以此为基础，文艺创作的现实

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之间的矛盾就得到了解决，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浪漫主义情怀赖以生存的土

壤，赋予了浪漫主义情怀更为深刻的情感张力。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文艺观将“文以载道”中的现

实诉求明确为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进一步凝练了“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精神。毛泽东指出：“人民

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

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⑤“人民不是抽象

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⑥这些

人民的情感、爱恨、梦想与矛盾恰恰是使人物具备典型性并展现出其鲜明特征的重要演绎素材，创作

这样的典型人物首先就需要“走入生活、贴近人民”的基本态度。人民千姿百态的生活记录着无数感

人肺腑的故事，人民向上向善的本能定格了无数震撼心灵的瞬间，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道”最为

丰富的表现形式。“文以载道”的现实向度主要需要通过作者的思想倾向是否体现人民主体地位来考

察，典型人物的人民性是需要通过反映人民的真实生活来展现的。现实主义精神构成了“人民文艺”

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人民对作品的喜爱和接纳程度直接取决于作品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实程度，只有使

人民在真切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中反观和反思自身，才能发挥文艺“行不言之教”⑦的神圣职责。在

通过真实性表达倾向性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显著的优势。恩格斯就在致明娜·考茨基

的信中指出，文艺作品的倾向应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通过描写现实关系而间接表明自己的立

场⑧。他还进一步强调：“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

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⑨在恩格斯的观点中能够看出，作者立场应是场面和情节的弦外之音、

言外之意。因此，通过反映人民真实生活来推进场面和情节的发展，进而表达作品的倾向构成了现实

主义精神的主要方面。
第三，弘扬浪漫主义情怀，阐发了“文以载道”的情感维度。“情”在中国传统文艺观中占据着重要

地位。《毛诗序》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

①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尧典》，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8 页。
② 闻一多：《歌与诗》，载《闻一多全集》第 1 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第 185 页。
③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57 页。
④ 江守义：《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实性品格与当前机遇》，《学习与探索》2021 年第 12 期。
⑤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0 页。
⑥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17 页。
⑦ 张景、张松辉译注：《道德经·二章》，第 10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545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5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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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①的说法。自魏晋起，中国传统文艺实践逐渐突破了政治教化意义的束缚

而日益富有浪漫主义特质。在“诗言志”的基础上，陆机进一步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②的观点，强调

了诗歌的抒情性，为孔颖达对“诗言志”的重新阐释奠定了情感基础。《文心雕龙》在其“剖情析采”部分

详尽论述了写作构思时的浪漫主义情怀，是情感向度的集中体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思理为妙，

神与物游”③，意谓写作构思时作者的精神活动是极其高远而无边无际的，写作构思之所以如此奇妙，

就在于作者精神活动与客观外物的相互作用。刘勰的这一观点强调了奇妙的联想是物我交融境界的

完成，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艺观中柔美的浪漫特质。对此，李泽厚曾说，华夏艺术和美学“以直接塑

造、陶冶、建造人化的情感为基础和目标”④。“文以载道”的情感向度构成了物我交融境界中的重要

层面。
中国共产党文艺观所讲的情感并不局限于创作者的“小己”自身，而是与人民群众乃至全人类紧

密相连的“大我”情怀，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气息，激励着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进一步阐

扬了“文以载道”的情感维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按照美的规律追求自身

本质力量的重要形式，“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

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⑤，从而体现“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⑥，而“艺术性是决定人

民性程度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⑦。“文以载道”的情感向度需要通过作者的思想倾向是否符合

人民情感需求来考察，人民的真实生活是需要通过富有艺术特质的能动反映来展现的。因此，在文艺

创作的过程中，既需要源于生活的创作态度，也需要高于生活的创作能力。“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

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虽然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但它讲求的是对现实的

能动反映。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反对个人情感，而且还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形态中，个人情感一定是要得

到充分保护、尊重并能够自由表达的。惟其如此，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激

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⑨从二者的词义来看，“激情”是一种强烈的情绪状

态，“热情”是一种对待事物的基本态度，二者共同构成了促使人追求自身本质力量的情感动力。“艺术

的原初意蕴是‘可见之美’对‘不可见之美’的象征，即借助艺术品的可见性帮助人们寻求具有超越性

的‘不可见之美’，通向更高层级的美与和谐之域，最终到达自由王国。”⑩浪漫主义情怀搭建了“可见

之美”通向“不可见之美”的桥梁，赋予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互动以现实的可能性。文艺只有

紧扣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拥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文艺的情感向度以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

深厚的“浪漫主义情怀”涵养着艺术原初意蕴中的“不可见之美”，通过艺术性实现对社会现实的超越

和对人类本性的启迪，引导人民以一种高远的心境与姿态投身于现实生活的伟大实践。

三、新时代文艺理论对“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的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① 王秀梅译注：《诗经》上册《毛诗序》，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2 页。
② 陆机、锺嵘著，杨明译注：《文赋诗品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10 页。
③ 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神思》，第 320 页。
④ 李泽厚：《华夏美学》，第 34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1 页。
⑥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第 17 页。
⑦ 刘永明：《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人民性：一种艺术共同体的想象与建构》，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 年，第 469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38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1 页。
⑩ 崔健、穆佳滢：《审美与资本的纠缠：审美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及批判》，《江苏社会科学》202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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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两个大局”的战略机遇，高度重视党的文艺工作，在事关新时代文艺工作方向

性、基础性、战略性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重要阐释，基于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历史方位提出了明确要求。
新时代，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的文艺理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致力于增强人民的

精神力量，着力建构具有标志性的中华文艺符号体系，将“文以载道”这一中国传统文艺观推进到全新

的历史高度。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

性理论品格与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特质。“文以载道”作为一种讲求“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传统文

艺观，其历史、现实与情感的内涵向度在新时代都将汇聚到“人民”这一核心上，分别展现出贯彻人民

史观、源于人民生活和高于人民生活的实践指向。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

述中，“人民”作为一个核心关键词，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

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人民性”始终是党领导的文艺工作最为鲜明的特性。
文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始终被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进行理解与阐释。文艺的人民

性，主要体现为文艺如何表达人民的历史生活、感情思想、意志和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

的指导地位，就要在文艺领域坚持人民史观。人民史观的创作视角体现了文艺领域为人民书写历史

的创作态度，亦体现了贯彻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的实现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的重要论

述中多次强调历史观的重要性，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当代文艺要引导人民树立并坚

持正确的历史观①。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的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服务。
文艺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人民史观是判断一个历史叙述是

否是虚无主义的试金石。面对一个历史叙述，首先要考察叙述者对待人民的态度，看其是否站在人民

史观立场上选择和评析史实，看其所述坚持还是抛弃、巩固还是动摇人民主体地位。”②历史的发展始

终遵循着人民的意愿，文艺作品中历史感的塑造有赖于对人民的描摹，为人民书写历史的首要条件即

端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要求以尊重历史为前提，文艺的特殊性又要

求呈现艺术化的历史。这就要求人民史观视角下的文艺创作不仅需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呈现艺术

化的历史，还需要通过对艺术化历史的书写引导人民在对话历史的过程中汲取智慧，进而通过历史对

现实的观照引导人民在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迸发无穷的力量。换言之，人民史观的立场要求艺术

创作要坚持源于生活与高于生活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

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

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

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③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莎士比亚化”④的文艺创作需要将现实描写得生

动、丰富，实现源于生活与高于生活的统一才能将人民的真实生活与伟大实践进行艺术化的提炼与表

达，进而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牵动人民的悲喜。文艺的特殊性使得表达“不可见之美”的“艺术性”

始终是现实主义文艺的重要特征之一。人民文艺既是对当下社会大众精神面貌的反映，同时也发挥

着引领大众向真向善向美的作用。文艺作品在社会层面形成的广泛影响，能够引导人民强化对主流

价值观的认同感。创作导向正确的文艺作品有助于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乎国家意识形态

安全，关乎国家未来发展趋势。优秀的文艺作品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意识，体现着鲜明的人民史观。
人民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其命运展现着历史最为原始的样态。文艺创作在尊重史实的

基础上发掘历史事件的社会本质，使历史的叙述倾向与时代的前进方向同频共振，体现了历史服务于

①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第 8-9 页。
② 马建辉：《人民：文艺的尺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 年，第 6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32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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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核心要义。
第二，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为根本价值，致力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人民的生活和实践是文艺创

作的源泉，而文艺创作的目的则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激发其向善崇美、追求美好

生活的信念与勇气。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在此背景下，文艺如何发挥作用、文艺工作者如何积极作为，成为新时代文艺实践必须回应的

时代课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炼与集中表达，体现和反映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

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

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

合性”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本立场，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日

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既具备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历史合法性，又具备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实践科学

性。可以说，“不论何种人民性，最后都要体现在作品的客观效果和客观意义上”②。“客观效果”与“客

观意义”均能够以社会效益的方式进行考察，社会效益是评价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以及人民性程

度的重要标准。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既满足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也满足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程中凝心聚力的战略需要。文艺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其积极的社会影响能够在国家意识形

态建设方面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同时，这种现实需求并非意味着否定文艺本身的审美价值标准，所

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③。从审美角度来看，“知之者”体现了人民对植根于社会

实践和生活经验的文艺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好之者”反映出人民对能够满足自己精神文化需求的作

品的喜爱；“乐之者”则表现了人民在审美鉴赏过程中体验到极大的审美愉悦，从而在寓教于乐中自觉

提升自身的审美境界。符合人民实践经验，得到人民真心喜爱并引以为乐是人民文艺需要满足的重

要条件，也是文能载道，即文艺作品能够承载人民的美好期望并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的基础。党领导

下的文艺实践在明确致力于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的行动自觉的引领下，把崇高的

追求及宏大的叙事与人民生活结合起来，给人民以震撼、启迪和鼓舞。换言之，“人民文艺，呈现着人

民的精神面貌、现实品格和指向人民未来的可能性”④。优秀的文艺作品将人民的真实生活进行艺术

化的升华，有效引导人民把审美理想内化为自觉引导实践的精神追求，引导人民在对自我的观览与反

思中形成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优秀作品良好的化育作用在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进而在人民中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第三，建构具有标志性的中华文艺符号体系。文艺的民族特性乃是一个民族文化辨识度的重要

标识。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底蕴，充分展现伟大的时代发展与变革，还要传承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在五千多年中

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⑤
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民族文化土壤滋养着中国文艺的根脉，也是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8 页。
② 刘永明：《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人民性：一种艺术共同体的想象与建构》，第 466 页。
③ 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第 69 页。
④ 马建辉：《人民：文艺的尺度》，第 8 页。
⑤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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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

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①，文艺领域应创作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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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两个结合”的原创性

重大论断，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文化密码。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

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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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构建中

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使新时代文艺肩负着提升国际政治传播能力、增强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时代使

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无不要求新时代文艺创作继续站稳“文以载道”的基

本立场，以“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向世界人民宣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④的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历来讲求

天下一家，主张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打造具有标志性文化气质的中华文艺

符号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与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对中国共产党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部署具有重

要意义。在新时代，党领导下的文艺实践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深刻领悟中国精神，将中华文化价值融

通于文艺创造之中，以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呈现中国人民心灵史，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提升了

文艺的文化辨识度，开拓了中国文艺新境界，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铸就

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煌贡献了力量。

四、结语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强调文艺要教育人民，为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提供助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⑤，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和运用。“两个结合”作为一种双向互动和彼此促进的过程，是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观的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使中国传统文艺观发生了深刻

变革，形成了具有独特文化气质的中国共产党文艺观；这一变革又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赋予其具体化和民族化的鲜明特色。“两个结合”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形态；又指导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境界，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青春，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25 页。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7 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45-46 页。
④ 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第 352 页。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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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中国共产党文艺观的文化逻辑

Literature Is for Conveying Truth：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CPC’s 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

Hao Shucui Jiang Yi
（The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Abstract： “Literature is for conveying truth” （wen yi zai dao）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s of literature and art.  It advocates the primary approach of emphasizing the 
social value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unity of 
aesthetics and morality.  Whil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 emphasizes that 
“literature sh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nati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art and literatur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ocial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Marxism is CPC’s guiding ideology.  By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actic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integrated with Marxism view on literature and art so that the 
former is given the distinct value of the times.  CPC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ocial role of 
literature and art， affirm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dvocates the real social functions of literature and art.  It is because of the CPC’s 
recognition of the fact that “literature is for conveying truth”.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teraction， 
bas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fucianism’s emphasis on social politics and Taoism’s emphasis 
on natural laws are harmoniously integrated， thus the CPC further expands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literature” and “truth”.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the CPC has clarified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s of “literature is for conveying truth” as people’s everyday life.  In this way， the 
concept is better theorized with realistic concerns.  The sensational limitations of the “individual self” 
is eliminated and embracing the “great self” full of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people are inspired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It further elaborates the emotional dimension of 
“literature is for conveying truth”.  In the new era，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which constantly 
promotes in the “two integrations”， upholds the “people-centered orientation in creation” and 
embodies the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character Marxism， “a people’s theory”， and distinctive feature 
of people-oriented philosophy in Chinese culture.  It is also committed to enhancing the spiritual 
strength of the people and inspiring their faith and ability to strive for goodness and a better life； it 
strives to build a symbolic system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and it makes literature and art more 
culturally recognizable by means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elevat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eritage of literature and art to a new historical heigh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outlook on 
literature and art， “literature is for telling the truth”， has demonstrated the capabilit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creating a new brilliance of socialist culture and making all-around progress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he CPC’s 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 “Literature is for conveying trut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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