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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文化”在北疆大地熠熠闪光
——评赵海忠长篇小说新作《匠者》

■李树榕 海 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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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年画里的民族团结情
■王鹏瑞

龙 腾 祥
瑞 ，人 间 万
福。近日，我
和 家 人 在 家
一 起 重 温 了
甲 辰 年 内 蒙
古 春 节 联 欢
晚会，看到各
界 演 员 们 用
激 情 点 燃 一
场 北 疆 文 化
视觉盛宴。

晚 会 每
一 个 节 目 安
排 贴 心 、暖
心、开心、欢
心 。 内 容 丰
富 多 彩 ，接
续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与 发
展 ，用 文 艺
点 亮 生 活 ，
在 内 蒙 古 大
地 上 书 写 澎
湃 诗 章 ，盈
盈 暖 情 中 传
递 出 春 暖 北
疆 百 花 盛 放
的 美 好 盛
况 。 论 形
式 ，从 节 目
的 变 化 中 带
给 观 众 丰 富
的 精 神 供
养 ，节 目 层
层 递 进 ，文
艺 中 融 合 了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进 步 的
新 锐 力 量 ，
深 深 体 会 到
内 蒙 古 的 文 艺 之 光 点 亮 北 疆 ，龙 腾 起
舞双向奔赴，逐梦远航的蓬勃景象。

这 一 场 春 晚 的 精 致 更 多 体 现 在 人
文 情 怀 上 ，老 百 姓 认 为 声 光 电 舞 美 只
是 一 种 舞 台 上 的 气 氛 渲 染 ，并 不 代 表
晚 会 的 水 准 ，但 人 文 做 足 了 是 关 键 中
的 关 键 ，荧 屏 内 外 恰 好 的 情 感 链 接 ，带
入 感 强 ，去 除 观 众 与 晚 会 不 相 干 的 尬
演 ，它 贴 近 生 活 ，贴 近 观 众 期 许 ，这 也
是 今 年 春 晚 走 心 的 亮 点 ，人 文 的 关 照
给 观 众 朋 友 们 补 足 了 精 神 之 钙 ，荧 屏
内 外 相 得 益 彰 ，多 处 令 人 叫 绝 。 再 则
是 今 年 的 内 蒙 古 春 晚 展 现 出 北 疆 文 化
浓 浓 的 文 化 氛 围 感 ，整 台 晚 会 没 出 现
生 搬 硬 套 ，巧 妙 地 把 文 化 思 想 与 文 艺
百 花 相 融 合 ，在 节 目 中 传 递 出 内 蒙 古
人 民 以 蒙 古 马 精 神 接 续 奋 斗 的 豪 情 ，
感 受 到 内 蒙 古 人 民 文 化 气 质 上 的 提
升 ，充 分 展 现 出 文 艺 润 北 疆 ，妙 语 赞 家
乡 ，绽 放 新 画 卷 ，蓬 勃 新 力 量 ，百 花 皆
盛 放 的 欢 乐 、喜 庆 、祥 和 、奋 发 的 精 神
风 貌 ，各 族 人 民 团 结 奋 斗 的 幸 福 美 景
和对明天的壮阔畅想。

尤 其 是“ 水 景 舞 蹈《湖 光 雁 影》”这
个 节 目 创 意 好 ，让 我 眼 前 一 亮 ，被 温 暖
到 了 ，传 递 出 一 种 爱 与 温 暖 ，接 纳 与 包
容 。 结 合 现 代 全 息 技 术 和 投 影 技 术 设
置 制 作 ，两 只 鸿 雁 在 水 下 共 舞 ，通 过 水
下全息表现看到鸿雁快乐生长、生活状
态 ，温 暖 中 感 受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 ，反
映 出 内 蒙 古 筑 牢 祖 国 北 疆 生 态 安 全 屏
障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展现出内蒙古生
态文明发展，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第
二个是“舞蹈《寻心竹简》”这个节目创
意 绝 ，传 统 文 化 ＋ 科 技 发 展 全 新 展 示 ，
通 过 时 间 倒 序 ，时 空 交 错 ，以 汉 代 竹
简 ，展 现 中 国 悠 久 历 史 文 化 的 丰 富 、华
夏文明和艺术风采，同时带入内蒙古西
部地区风土人情，直观感受汉代学子生
生 不 息 ，惊 才 风 逸 ，玉 树 临 风 、壮 志 言
高的儒雅风貌，同时展现汉代女子声色
之 美 ，还 通 过 以 竹 简 与 笛 子 为 定 情 信
物 ，延 伸 到 汉 代 就 有 相 对 独 立 的 婚 恋
观，也让我们窥见一个时代追求幸福美
好的爱情观。第三，今年恰逢内蒙古春
晚 40 周年，节目以云合唱的形式进行，
邀请五湖四海、海内外的内蒙古籍华人
同 胞 、侨 胞 共 同 演 唱 我 们 的 歌 ，在 新 春
之 际 以 歌 诉 衷 肠 ，齐 欢 唱 、星 耀 北 疆 。
这 种 参 与 感 瞬 间 把 祖 国 及 海 内 外 的 内
蒙古家人链接起来，把思念与爱链接起
来 ，把 家 乡 与 离 别 已 久 的 心 链 接 起 来 ，
告 诉 远 离 家 乡 的 家 人 们 ，世 界 不 是 距
离 ，内 蒙 古 永 远 是 你 们 的 家 ，这 里 有 你
的爱和爱你的人，一草一木皆是情。

日 月 其 迈 ，共 谱 盛 歌 ，文 艺 精 品 献
人 民 ，文 艺 添 彩 山 河 青 。 通 过 共 享 春
晚 文 化 盛 宴 ，今 年 内 蒙 古 春 晚 精 彩 亮
点 很 多 ，感 慨 之 余 我 想 由 衷 地 发 出 邀
请 ，欢 迎 全 国 各 地 朋 友 来 内 蒙 古 ，这 里
有 春 晚 带 给 你 壮 丽 与 辽 阔 的 美 ，当 你
亲 临 感 受 广 袤 大 地 给 予 你 无 边 的 壮 丽
和 辽 阔 的 美 ，让 你 感 受 身 心 同 沐 的 酣
畅 。 也 希 望 更 多 的 朋 友 走 进 内 蒙 古 了
解 北 疆 草 原 都 市 呼 和 浩 特 ，带 上 你 的
家 人 和 朋 友 一 起 畅 游 呼 和 浩 特 美 景 ，
品 尝 呼 和 浩 特 美 食 ，一 定 会 带 给 你 不
一 样 的 旅 行 体 验 ，体 会 龙 行 万 里 的 豪
迈之情。

（作者系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梁晓声先生认为，建构好人文化要借助于
“温暖现实主义”。赵海忠先生的新作《匠者》，
即如此。

这是一部近乎半个多世纪中国北方农村
匠人的“文献史”，没有圣人、伟人、先进人物，
平淡中记述的只有好人、憨人、实在人。铁
匠、皮匠，泥瓦匠……每一位骨子里沉淀的都
是中国农民强悍的基因。

一、好人，首先“好”在善良
涉及到 100多人物的长篇小说，艺术典型

有许多。掩上书卷，印象深刻的竟然是出场不
多却贯穿始终的生产队长。因为他是决定村
风性质的灵魂人物。没有他，杏村就没有清爽
的“文化呼吸”。

杏村，拥有上百年的“移民”历史。作品讲
述的主要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故事。于
是，那些山西的、山东的、河北的、天津的、上海
的城里人、乡下人，自愿上山下乡的，都被这片
并不富饶的土地和善良的乡亲们接纳了。

判断人的好赖，农民只有俩标准：有劳动
的“真本事”，是不是城市的人。为此，队长从
不歧视他们、欺负他们。这些杏村“新人”的生
存压抑没有了，精神呼吸顺畅了，被整治得窘
迫的心态舒展了，被打压的本领有用了……这
就是队长“德不孤，必有邻”创造的村风，人人
平等、互相尊重！

那位因落难来到杏村的郝裁缝，一双摆弄
了几十年缝纫机的手，不会干农活。“一段时间
劳作下来，满手起泡。他不吱声，默默忍受。
好不容易到秋收结束，他（竟）伤心地哭出声
来。”知道了他身世的队长，不仅安排他“做轻
活”，还带动着全村的劳力悄悄地帮他锄地、拔
麦子。默默帮助他的人是谁，作品里一直没
写，此处“无名”胜“有名”的一带而过却蕴含着

“好人”都会助人为乐、行敏言讷的良好村风。
喜欢光脚走路的“李大爷”，“是从南方过

来的、哮喘严重……”他特别会种菜，让杏村
的乡亲们第一次尝到了韭菜、香菜、菠菜、油
菜等各种细菜，村民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了。
但是，他住的房子在村落的西北角，只有一
间，难免风寒冷冻。队长“便谋划着帮他改善
改善……泥工盘量半天，给李大爷加了一个门
斗。门斗侧墙，迎南留出门洞。从队房找一旧
门装上，里推进入，很是挡风隔寒。李大爷倍
感温暖，连连夸赞。”

南唐文字学家徐锴将“德”阐释为“外得于
人，内得于心”，就是告诫人们，当你的行为能
够得到他人的认可，又能得到自己良知的认可
时，你才是一个有德行的好人。而一个村落

“公德”的确立，是要靠领导树榜样的。就这
样，队长通过一件件小事，身教胜于言教地影
响着村民，也为杏村形成人人平等的清爽民风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好人”要具有的劳动精神
《匠者》在叙事和价值倾向方面最大的特

点，就是作者满怀深情地讴歌劳动者。因此，
他调动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积累，非常精确
地描写各种匠人的劳作过程，种蔬菜、糊“仰
层”（北方农村平房室内的屋顶）、炒莜麦、做
木工……无论哪种劳作，他都不漏掉一个情
节，不忽视一个细节，不写错一个环节，在呈
现一个个已然远去的“手艺”时，仿佛与劳动
者一同在还原并享受着那些劳动的过程和成
果，悠哉、美哉、幸哉。

杏村劳动者是一个庞大的队伍，让我记忆
深刻且很欣赏的是“马裱匠”。他是个“罗锅
儿”，却是一位近乎传奇的人物。众目睽睽之
下，与队长比赛拔麦子，队长第二，他竟第一；
没有爹妈没有妻儿，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
由于业余时间为乡亲们糊顶棚，天天接触报
纸，在村里，凡国内外大事，他的消息最灵通；
高考时，政治成绩近乎满分；最终却因其他成
绩低而落榜。但一进入劳动过程，读者必会忘
掉他是驼背，而与作者一同进入到欣赏“造型
艺术”的过程。

“裱仰层最难是头一层。马裱匠背着锅，
倒弯腰仰脖昂首干活，筋抽得紧。为了顺手，
他沿西墙开始。他将报纸一边抹了稠浆糊，
把纸边贴着铁丝外侧向上弯进去，折回来，裹
住铁丝，对粘。如此再把报纸对面的另一
边抹了稠浆糊，裹住铁丝，再对粘……以此
类推，直到东墙。”作者以亲身经历的实践
记忆，将三道工序写得极为准确。就在读
者不免着急时，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惬意
和尊严被激活——他每干完费力的工序，就
会坐下来“卷一支烟”，得意地喝下东家沏好
的茶水；最后“搓搓自己沾满浆糊的手，静静
地欣赏，俨然造就了一项大工程，心里美滋滋
的。”此刻，读者不禁感慨：人的尊严，是靠自
己艰苦奋斗出来的！

从李大爷伺弄菜地、田老太做凉粉、郝裁
缝做旗袍，到韩泥匠挖碱土、王木匠做梳妆
匣，一招一式无不浸润着劳动者的经验、智
慧、快乐甚至惬意，在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同
时，心，是幸福的。

劳动，是为生存。而享受劳动，却是人类
最高境界的精神享受，因为是“人的本质力量
对象化”的实践过程。

以田老太压粉条为例，“小粉坨……小孩
儿手掌大小，颇得城里火锅店喜欢，有人专门
学了制作推销。田老太偶然压出失传的化德
水晶玉粉，还配制一两粉坨，为杏村做了贡
献。”这就是劳动与创新和奉献的关系。这样
的情节，显现出作者一直奉“诚实劳动”“智慧
劳动”为人生最高境界的潜意识，所以才有了
杏树林旁那些质朴可亲的农民形象。

三、“好人”真诚，必懂感恩
在内蒙古中西部方言里，“愣”就是有些

傻、有些犟、做事一根筋。所以，在杏村人看
来地势处于寒风很猛的“北坡”，只有“愣”的
人才把房子盖在那里。当姓韩的一家人居住
在北坡时，心术有些不正的人往往想“此地就
需要个‘愣货’。”

这家的户主已经 43 岁，依然被人们戏称
为“愣韩”。

一个寒冷的冬天，“愣韩”带了 30颗鸡蛋
到外村泥瓦匠家拜师学艺，主家为了款待他炖
了一只鸡。他没舍得吃，趁师傅不注意，顺手
把炕上一个新蝈蝈笼子藏了起来。饭后，他一
路快跑十几里，只为把一大块鸡肉趁热带给老
母亲。他有媳妇、有女儿，遇到难得的好吃
食，心里只装着年过古稀的老妈。当他把揣在
怀里的鸡肉奉送到母亲面前时，老人的一声感
慨：“我的愣儿啊！”读者的眼泪即刻与老人的
眼泪流到了一起。

中国是礼仪之邦。从祖先造字的初心不
难看出，用实际行动感恩就是“礼”的核心。

《匠者》中，感恩大自然、感恩祖国、感恩父母
和师长，是杏村人的本分。队长施政，言必
行，行必果，是感恩众乡亲；百善孝为先，“愣
韩”之举就是感恩母亲养育之恩。

是的，只有文化自立才谈得上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而文化自立的根基，无疑在农民兄
弟的行为中扎得最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是道义，知恩图报是道义，“乘人之车，载人之
忧；衣人之衣，怀人之愁”也是道义。因为每
一个杏村人都坚信，耍心眼、坑别人、不讲诚
信，就是缺德，就是不讲道义。

说实话，赵海忠通过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
格的能力令人钦羡。喜欢咬文嚼字的天津知
青紫丹，敏于行而讷于言的“炒匠”老牛，时不
时就想占小便宜的三干头，自有几分优越感的
队长夫人，因“妻强己弱”而抬不起头的田老
汉，以“把人们装扮得更好看”为己任的郝裁
缝，躺在炕上、借助仰层上的报纸比赛识字的
三画匠和七鼓匠等等，都是呼之欲出的文学典
型。然而，把“道义”演绎到极致的还是那位
被乌兰察布高原的泥土塑造出来的上海人。

他是一位盲人，被称为“葛旦”，因是上海
昆曲界曾小有名气的旦角，双目失明不得不流
落到北疆 ，成为十里八乡有名气的“大鼓
匠”。一晃30年过去，年过半百却出了事。

杏村沈家办丧事，请来鼓乐班子。到了关
键时刻，所有乐器竟然都吹不响，他晓得自己
又遭人嫉恨了。

继而，他让徒弟把所有乐器都摆在灵前，
浇上煤油点着。这些乐器可是他们的饭碗
啊！就在他把自己的唢呐哨子也丢进火堆之
后，立刻脱掉上衣，在寒风凛冽的冬季，赤膊

举起唢呐，沉稳、庄重、威严：“宛如戏曲中画
了脸谱的包拯。他嘴巴顶住唢呐嘴儿，深吸一
口气。”顿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万分惊讶”，被
震慑住了。持续的吹奏，吹破了嗓子，吹出了
鲜血，感动了主家，吹哭了众人，最终把自己
彻底吹倒了。若不是队长及时差人把大鼓匠
送到医院，这位铮铮硬骨的老先生很可能就再
也站不起来了……于此，读者在感动之余，会
联想领悟到“君子一诺，五岳皆轻”的人格与
人品。

研究中国农民，凡事是“主观为自己，客观
为别人”，还是“主观为别人，客观为自己”，这
是哲学家、伦理学家讨论不清的命题，却被大
鼓匠真诚地统一了起来——为别人就是为自
己！

无论十二岁的七鼓匠为师母张罗修房子；
郝裁缝在鼠疫来临时义务为抗疫缝手套；还是
姜皮匠用自制肥皂还三干头的人情，抑或是田
老太与老牛的互相帮助，我们都看到了中国农
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美德与精神。当
然，对杏村回报力度最大的还是葛旦。

在上海寸土寸金的地段，开设一座博物
馆，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之举。葛旦与妻子邀请
杏村乡亲们的条件只有一个，要带来他们几十
年前“共患难”时用过的劳动工具。这是对自
己生命历程的缅怀，更是对中华民族无比厚重
的农耕文化资源的尊重。这一点，也是作者对
养育自己的“杏村”有力的回报。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

年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每逢
过年时，广大城乡居民家家户户都要张贴年
画，以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寄寓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由于年画的这种功用，它的题材内容
大多为喜庆、吉祥、美好的。新世纪以来，随着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影视业、互联网、现代传媒
的发达，铺天盖地的图像世界，使城乡居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对年画的需求大
大减退，但在基层城镇和广大的乡村，年画依
然是人民群众过年的必需品。长期以来，内蒙
古的美术工作者创作了大量年画作品，产生了
众多优秀作品。在春节来临之际，我们回溯内
蒙古的年画创作，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贯穿其中的一条清晰线索，有大量作品表现
了民族团结题材，令人欣喜。

首先，是从历史故事中挖掘民族团结主
题。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许多体现各民族
团结友好、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佳话，比如张
骞出使西域、文成公主和亲、彝海结盟等。而
在内蒙古最为家喻户晓的是昭君出塞的故
事。长期以来，这一题材也成为年画创作表
现的恒久内容。如画家明锐和王延青 1979
年创作的《昭君出塞》，画面描绘王昭君与呼
韩邪单于在一轮巨大的明月映衬下骑马并
行，温情浪漫，设色明艳，前景的梅花和天空
的双鹤既增加了年画所特定的美好气息，又
符合作品的主题；塞寒 1985 年创作的《昭君
自有千秋在》独辟蹊径，通过描绘老一辈国家
领导人董必武正在手书《谒昭君墓》诗句的场
景，表现了“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
高”的主题。画面中的董老被鲜花簇拥着，周
围有几位不同民族青年。作品将历史佳话和
现实场景有机地串联起来，独具匠心地表达
了对昭君的赞扬，从一个侧面弘扬了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1987年赵梦林创作的《昭君与
呼韩邪》，采取中国传统月份牌年画的形式风
格，通过典型情节的设置，表现了王昭君与呼
韩邪单于和亲的故事。画面中王昭君怀抱琵
琶，身旁的呼韩邪单于含情脉脉，帐篷外面是
冰天雪地的塞外风光，衬托出帐内的浓浓暖
意，很好地烘托了主题。

其次，是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提炼民族团
结内容。早在1946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夕，
内蒙古美术的奠基人尹瘦石就为内蒙古文工团
赴牧区演出创作了年画《蒙汉团结》。新中国成

立后，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在长期的
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了许多民族团结的动人故
事。内蒙古的美术工作者以满腔热情创作了大
量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表现新生活的新年
画，其中不乏表现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守望相
助、团结友爱的作品。如乌恩的《军属光荣》通
过一个拥军优属题材，表现了民族团结精神。
金高的年画《探望》，描绘牧民去探望在草原上
施工的地质队员，既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表现了民族团结
主题。情节描绘准确自然，人物塑造具有典型
性；徐继先的《千里行程一路春》通过火车上一
位列车员为牧民老额吉服务的情节描绘，表现
了民族团结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还有一些年画，虽然不是直接表现民族团
结主题的，但画家在表现具体题材内容时，自
觉地融入了民族团结元素。这成为内蒙古年
画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如尹瘦石的《劳模会
见云主席》，表现的是乌兰夫会见各民族劳模
的情景，形象地记录了建国之初内蒙古人民的
精神风貌与社会和谐景象，从一个侧面彰显了
民族团结精神；乌勒的《建政权 选好人》和邢琏
的《村选大会》表现的是同一题材，两位画家通
过对众多人物和情节的描绘，生动地表现了各
族人民当家做主、积极参与选举的情景；乌恩
的《献礼》描绘各族群众向人民领袖献礼的场

景，既表现了各族人民对领袖的爱戴，也表现
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主题；刘宝平的《党的恩
情比天高》表现各族人民欢聚一堂、歌唱共产
党、歌唱新中国的情景，画面人物众多、场面热
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文浩与张光壁合
作的《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以中央访问团到内
蒙古、各族群众欢迎访问团为内容，采用富有
装饰意味和民族特点的风格，浓墨重彩地营造
了喜庆祥和的氛围，表现了中华民族亲如一家
的主题；超鲁的《四季生产图》和官布的《四季
颂》均采用四条屏的形式，《四季生产图》通过
对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描绘，表现大青山
下土默川农民四季生产的场景；《四季颂》前景
描绘草原上的四季风情，如接羔、挤奶、打草
等，远景描绘春耕、夏锄、秋收和冬季运粮等，
作者将草原生活和农耕生活同框，表现了农牧
一家、民族团结的主题，典型地再现了土默川
一带的风土人情。满达的《奖励超产队》也有
异曲同工之妙，画面表现农牧民欢聚在一起、
敲锣打鼓奖励超产队的情景，体现了各民族一
家亲、欢乐和谐的精神风貌；胡均的《农牧连双
喜 同庆万年春》借鉴传统民间年画的形式，表
现农牧民互相拜年的场景。画面采用左右对
称结构，一面是农民，一面是牧民，男女老少互
相拜年、祝福，体现了农牧丰收、民族团结、喜
庆吉祥的美好愿景。

民族团结本身就是美好的主题，所以在新
年画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另一方面，这一题材
富有表现性，能够引发审美的意义，使新年画
在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表现出独特的社会价
值与审美价值。

第三，采取寓意和象征方式弘扬民族团结
精神。长期以来，内蒙古的年画工作者不但从
历史故事中挖掘民族团结主题，在火热的现实
生活中提炼民族团结内容，而且用浪漫主义情
怀，采用寓意和象征的方式来表达民族团结思
想，弘扬民族团结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如60年代初超鲁的《样样有余》《五谷丰
登 六畜兴旺》、牛久远的《人寿年丰》、刘肃的

《庆丰收 颂公社》；70年代明锐的《欢庆丰收》等
作品，画家们学习借鉴中国传统年画和民间艺
术的类型样式，取得了很好效果。《样样有余》
描绘了两个蒙、汉儿童，一个骑白马，一个骑鲤
鱼，既表现了丰收、吉祥、美好，又自觉地融入
了民族团结、和谐幸福的寓意；《五谷丰登 六畜
兴旺》画面构图饱满、人物众多，将各族群众、
工农商学兵、男女老少幼，以及农牧业生产放
在一起表现，寓意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和
人民群众欢庆丰收、祈福吉祥、团结兴旺的美
好主题；《人寿年丰》借鉴中国传统门神画的形
式，画面饱满，色彩浓艳，中间是一位拉马头琴
的蒙古族老人，5位各族儿童怀抱丰收之物环
绕周围，很好地表现了民族团结、人寿年丰的
主题；《庆丰收 颂公社》和《欢庆丰收》则借鉴中
国传统年画中“五子登科”的题材和样式，分别
描绘了 5个不同民族的儿童欢庆丰收的场景，
寄寓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愿景。

70余年来，在内蒙古的年画创作中，始终
贯穿着一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清晰线
索，不但为丰富城乡居民的精神生活发挥了应
有作用，也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挥
了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新时代的美
术工作者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手中的
画笔创作更多表现各民族人民在党的光辉照
耀下，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手足情
深的优秀作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在中
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发挥文化艺术的引领作用。

《农牧连双喜 同庆万年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作者：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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