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文艺座谈会指明了文艺创作的方向。 本报记者 韩卓航 摄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文艺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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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艺领域。
1943年10月19日，《讲话》在解放日报全文
发表。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讲话》

“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
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
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
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
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
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
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
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
当的时间，号召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学习”。

胡玉伟说：“长征的结束，使得西北成为
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革命中心的转换不仅意
味着一个新空间的创造，也意味着新的时间
的开始。”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了这
种空间位移的时间意义：“同志们很多是从上
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
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
时代……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
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
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
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空间上的中心意识蕴藏着鲜明的历史内涵，
支撑着它的是一种建立新中国、创造新历史

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进
程中，把握住前进方向、寻找到自己的正确定
位，实现思想的深刻、全面转变，是当时所有
文艺家面临的历史必然性选择。

胡玉伟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将文艺仅仅
当成文艺本身，文艺家们的创作也不再是单
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与创造历史的行为融为
一体。正如《讲话》中所说：革命文艺“是对
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
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此历
史感，《讲话》接下来所提出的文艺“为什么
人”的问题就顺理成章。《讲话》凸显了“人
民”本位的文艺价值取向，颠覆了文艺被少

数人所垄断的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
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文艺作为
新的历史行为的参与者，只有将自身的服务
目标确定在历史的主体——人民大众的身
上才能发挥出真实的效力。

“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
就是如何去服务。毛泽东提出了“普及”和

“提高”的问题：“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
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胡
玉伟认为，“实践的文艺”的观念是《讲话》的
精神核心。毛泽东为文艺工作者指出一条
获得新生之路，那就是走向民间，与工农兵
相结合，与革命实践相结合。

“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始终坚信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的，而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
中。这一理念在革命文艺创作中同样得到了贯彻。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会议系统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
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延安文艺纪念馆正门前广场
的地面上，呈放射状刻下鲁艺在
抗战胜利后一些主要传承单位的
名字：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
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歌剧舞剧
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制片
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这其中，
鲁迅美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辽
宁人民艺术剧院赫然在列，而且
就在正门前最前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
共中央决定延安鲁艺迁往东北办
学。出发前，周恩来勉励北上的
鲁艺队伍说：“你们到一个地方必
须生根开花，联系那里的群众，必
须按照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
艺形式，进行艺术宣传工作。”

延安革命文艺的精神和传
统，从延安来到东北，走向更广大
的群众中。

从此，1946年至1948年，鲁
艺在东北组成 5个文工团，跟随
部队辗转各地，战场前线，敌占
区，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走上
前线参加战斗宣传、慰问演出；深
入解放区民众中间，用百姓喜爱
的秧歌剧、拉洋片儿等方式宣传
土地改革；深入工厂车间，向工农
兵学习并体验生活……他们用表
演、用画笔、用乐曲去表现普通劳
动者，真诚又热烈地解决文艺“为
什么人”的问题。

作家周立波、马加深入东北
解放区土改斗争，创作出《暴风骤
雨》《江山村十日》等经典作品；
作家草明在镜泊湖发电厂，创作
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工人阶级斗
争风貌的经典作品《原动力》；音
乐家马可在佳木斯热电厂创作出
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坚实有
力的唱腔，豪迈热烈的旋律，成功
地塑造出工人群体顶天立地的形
象……

1948 年 11 月 2 日，沈阳解
放，东北鲁艺文工团随部队进入
沈阳，成立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及
至今日的鲁迅美术学院，沈阳音
乐学院和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文
艺为人民服务的火种在辽宁传
承，并被输送到全国各地，最终形
成燎原之势。

从陕北到东北
本报记者 白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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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确定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
本报记者 高 爽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参观，最让人动容的
是一组题为《奔赴延安》的雕塑作品：几位风
尘仆仆的年轻人正朝着延安的方向行进，最
前面的人已经走到了宝塔山下，他跪在地
上，激动地捧起延安的泥土亲吻着……

这一场景，在当时的延安经常发生，正
如当时年轻的诗人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
一文中所写：“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
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
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然而，文艺家们的创作很快就有了“水
土不服”的问题：文艺工作者因创作思想的
不同而产生为文艺而文艺、向心力不足等
现象，艺术创作不接地气，老百姓不爱看，
也看不懂。而当时的战争形势又急需一大

批政治站位高，能够鼓舞根据地群众革命
热情、激发前方将士奋勇杀敌的优秀作品。

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纠正文艺界种种
偏向的重要关节点。1942年5月2日至23
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是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以及怎样为人民服务
的问题，鲜明地提出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
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
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而利用。”他在讲话
中将文艺工作者比喻成一支“拿笔的军
队”：“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
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
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
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一支“拿笔的军队”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又于
1942年5月28日和30日分别在中央学习组
会议上和鲁艺就文艺问题发表了讲话，号
召知识分子走出“小鲁艺”，融入“大鲁艺”，
也就是投入到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当中，
拜广大劳动人民为师。

从此，艺术家们擎起“文艺为群众”的大
旗，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
解放区文艺出现了创作高潮，一大批“新的
人民的文艺”作品自此诞生。长篇小说《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李家庄的变
迁》，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新秧歌剧

《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新歌剧《白毛女》，歌
曲《东方红》《南泥湾》等，内容贴近现实，形

式喜闻乐见，一经演出广受群众欢迎。
如何评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解放区文
艺产生的影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教授胡玉伟说：“《讲话》对解放区的文艺来
说无疑是纲领性的文献，它的发表作为一个
重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解放区文艺秩序的
最终确立，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
于未来文艺形态的思考。”《讲话》发表之
后，文艺家的历史身份得以重塑，同时，解
放区文艺在具体形态上的建构，也随着对

《讲话》精神的实践，发生了深刻改变，从而
进一步完备和成熟，呈现出与其他政治区
域文艺差异日益明显的特殊品格。

拜广大劳动人民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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