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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作为一种文艺现象，一般特

指从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

长征到达陕北至1948年春中国共产党中央离开

陕北这15年中，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

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在内的革命文学艺术。它不

但在空间上超越了“延安”，在时间上也超越

了“延安”。它早已成为一种文艺精神、文艺

现象、文艺传统的代称，远远超越了那个特定

的时空。

“延安文艺”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全面奠

基的时代，延安文艺座谈会可以说是这个时代

最隆重的奠基礼，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则是指导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整个

进程的元典思想。“延安文艺”不仅是中国现

代革命文艺史的开篇和结论，也是中国现代文

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极为重要的一章。

一
文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一定的社

会使命。文艺为先进的社会使命服务，不但不

会损害它的美学价值，倒是会大大提高它的美

学价值。这种服务越是自觉、越是艺术，文艺

的美学价值就越能得到充分实现。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延安文艺”最值

得重视的价值，在于它凝聚了“人民文艺”的

基本精神。这一基本精神极大地超越了时代

局限，成为中国文艺永恒的路标。我们不妨把

延安文艺 
  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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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

化繁荣兴盛，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讲话精神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一脉相承，作为

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历久弥新。为了更好的落实讲话精神，在此特刊登我省著名学者肖云儒

教授此篇研究思考，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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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艺”的基本精神简明地提炼为三句

话，即：文艺来自人民生活，文艺要为人民服

务，文艺家要和人民结合。这是一条通过与人

民结合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发展道路，这条

道路是由“延安文艺”在实践中勘踏出来而由

《讲话》在理论上总结出来的。这个永恒的命

题，是“延安文艺”生命之所系，也是一切文

艺生命之所系。不论时代如何发展、文艺如何

变化，“人民文艺”这一基本精神是常青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是“延安文艺”运动指导性和总结

性的文件。他在这个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

个如何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应该成为人民

文艺，“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

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毛泽东从“延安文艺”运动鲜活的实践出发，

从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使命入手，对历

史实践主体与艺术创作主体的关系做了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解答。人民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人

民的选择是历史的最终选择，也是艺术的最终

选择。文艺的美学价值最终体现为文艺在何种

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历史实践主体在历史进程中

的业绩和主动性，以及他们在历史实践活动中

表现出来的精神形象——性格、心理、感情、

情绪等等。这既是作品社会价值的核心，也是

作品艺术魅力的根由。

文艺如何将新的生活美转化为新的艺术

美？“延安文艺”和《讲话》在理论和实践的

结合上总结出一条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路子，

这便是要求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

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然后进入创作

过程。欧阳山、柳青、李季等正是遵循这条路

子，长期在农村、部队生活，和人民大众一

道从事前无古人的社会实践，体察他们当家作

主的心态和感情，才写出了《高干大》《种谷

记》《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塑造已经成为

历史主人的新的工农兵形象的作品，开创了新

的生活美转化为新的艺术美之先河。

文学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既是历史实践

主体人民大众的一部分，又是以艺术劳动的分

工来为人民大众整个历史创造活动服务的特殊

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应该是人民群众历史活动

的书记员，更是历史实践主体美学形象的创造

者、精神世界的发现者和传播者。人民的艺术

形象，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艺术形象，能否在

心灵的和审美的进程中确立，有赖于作家、艺

术家的劳动。因而文艺归根结底要反映人民大

众的生活和情绪。文艺的社会功能和美学价值

就是这样辩证地统一在为历史实践主体——人

民大众的服务上。

《讲话》进而提出，作家、艺术家要为人

民大众服务，就有一个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思

想感情的问题。艺术劳动既然需要创作者心灵

和感情的大量投人，艺术创作主体和历史实践

主体如果在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上差异很大、

隔膜很大，要正确、深刻地传达他们的精神世

界是很难的，要服务也是服务不好的。这样毛

泽东提出了要改变文艺工作者对人民大众不熟

不懂的状况，要深入生活和群众结合，学习他

们，描写他们，同时教育他们和提高他们。

文艺来自人民生活，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文艺家要和人民结合，——《讲话》紧紧抓住

“人民”这一核心价值，由此出发，展开论述

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生活、普及与提高、作

家世界观的改造、文艺批评标准等一系列问

题，成为指导人民文艺发展的思想体系，引领

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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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艺实践。这使“延安文艺”当之无愧地

被誉为“中国当代人民文艺的渊薮和圭臬”。

历史上一切进步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总

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与人民的生活人

民的情绪保持着某种深刻的联系。由于历史和

认识的局限，过去要在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上

根本解决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难度。是马克思

主义为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马

恩和列宁都在这方面做过明确而精到的论述。

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人民群众的文艺实践还

不够丰厚，人民群众的文艺运动还没有兴起，

经典作家的思想也就没有赶上和人民文艺的实

践完美结合的历史机遇。“延安文艺”运动和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完美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

人民文艺观得到了创造性发展。《讲话》的理

性精神通过大众化的“延安文艺”运动，转化

为整个社会的艺术行为，在千百万老百姓的实

践和心灵中开花结果，乃至造就了一个中国文

艺的灿烂时代。

二
每一项社会实践，每一种物质的、精神的

产品，留给历史的都有几个层次的内容。首先

是实践的、物质的、理论的既在性内容，其次

是含纳在某项社会实践或物质、精神成果中的

结构性内容，再次是实践主体或创造主体固化

在某项社会实践活动或物质、精神中的特有的

情绪心理内容。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宏大的思

想解放和革命实践运动，留给历史的不止是它

所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想文化

内容，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为中国共产

党成立做准备的历史社会性内容，也含纳着一

种启开精神枷锁、融会中西文化的思生结构、

思维方法，还有启蒙救亡、铁肩担道义的人生

激情。历史会一页页翻过去，但蕴含于其中的

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激情则会永远给人们以启示

和激励。

我也是从这几个层次来理解“延安文艺”

和《讲话》的。“延安文艺”和《讲话》留给

历史的，既包含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实践

中提炼出来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

思想观点和文艺方针政策，以及“延安文艺”

的成功实践；也包含着毛泽东在提出、阐述他

的观点时表现出来的开放性思维结构和创造性

思维方法，以及流贯于“延安文艺”运动中的

那种自由开放的、极富创造性的情绪状态。这

几个层次，都是《讲话》留下的精神财富，在

过去70多年乃至今后，都会对我国的文化艺术

深远地发挥作用。

在三个层次上，“延安文艺”和《讲话》

的内在气质都是开放、开拓、创新的。

从既在性内容的层次看，“延安文艺”和

《讲话》的历史首创精神和思想启蒙作用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使命

的关系、对历史实践主体与艺术创作主体的关

系，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答并用艺术实践

做了验证。如前所述，这种解答是反映论的，

又是辩证法的。古往今来，能够将这个众说纷

纭的问题解答得如此深刻而又浅显，如此具有

普世意义而又有中国特色，恐非“延安文艺”

和《讲话》莫属。

二是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入手，在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上有力地促进了新的现实美转化为

新的艺术美这一精神创造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者主张生活是艺术的源泉，

美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延安

文艺”和《讲话》反复强调并印证了这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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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题不止于此，当历史发展到了人民大众

已经由被压迫被剥削者翻身做了主人，而且在

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开始有了自主

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时，社会生活新的根

本性的变化，必然产生新的美。如何将这种新

的生活美（包括新的人物、新的精神面貌、新

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图画）转化为新的艺术美，

是延安文艺工作者所面临的新课题，也是他们

能以建立新的人民文艺为中国乃至世界文艺宝

库做出新贡献的历史机遇。

三
从结构性内容这个层次看，“延安文艺”

和《讲话》在文化结构、思维结构和思想方法

上，多方面表现出创新和开放特色。

《讲话》在通篇的论述中体现出一种多维

的文化结构和开放的思维结构。这不仅与毛泽

东本人的文化构成和思维结构有关，也是延安

文艺运动、延安文化人乃至我们党整个领导层

文化构成和思维结构的一种聚光。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年轻时

代又大量阅读了《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

哲学、经济学著作。青年时代这种中西文化交

汇，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文化传统和革命现实斗争的结合。为准备

《讲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界做了大量的调

查 研 究 ， 研 究

中 外 哲 学 和 美

学 ， 重 读 《 鲁

迅 全 集 》 ， 读

俄 国 民 主 主 义

批 评 家 “ 别 、

车 、 杜 ” （ 别

林 斯 基 、 车 尔

尼 雪 夫 斯 基 、

杜勃罗留波夫）的论著。知识结构的多维给思

维结构的开放以重大影响。所以在《讲话》前

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不能光演边区创作的节

目，也要演国统区的、外国的节目。他首先提

议演《雷雨》，不久，《带枪的人》等不少中

外名剧相继在延安上演。

从延安当时的文化环境来看，也是比较

开放和重视融汇的。且不说“中国新文学运动

是以西洋文学的输入而开始的”（周扬）这样

一个五四以来就形成的大文化背景，就拿陕甘

宁边区来说，文艺工作者相当一部分是从沦陷

区、国统区聚汇而来，其中不少人在欧美和日

本、东南亚学习或生活过，直接受过西方和东

方文化的影响，他们构成边区传播和应用世界

文化的重要因子。反法西斯战争的世界性决定

了中国抗战文艺的世界性，延安是中国抗战文

艺的中心，中国抗战文艺是世界反法西斯文

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延安文艺”在精神

上、题材上、艺术追求上与当时的世界文化有

着血缘的联系。

这种开放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结构，是《讲

话》唯物辩证法理论建构和思维方法的重要

成因之一。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和文艺的实际

出发，紧紧抓住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个主要矛

盾，以此为立足点来解决其他问题，在论述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