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筇 ●
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嘱托·专题策划

2014 年 10 月 15 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
此次座谈会上， 第一个发言的代表铁凝
说，这次会议让她想起了“72 年前那一次
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回眸往事，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已经是 72 年前的事儿了。 如果将它比喻
成一个人的话， 它已经是一位年近古稀
的老人，如此，还能忆起这位“古稀老人”
什么往事呢？ 1942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 他在会
上报告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与革命工作
不协调的问题， 并将考虑成熟的解决方
案提出来：准备以他和秦邦宪（博古）、凯
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
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
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央书
记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延安文
艺座谈会前，毛泽东先后约见了丁玲、周
扬等 20 来位文艺家， 调查文艺界的情
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商党的文
艺方针问题。

1942 年 5 月 2 日下午 13 时 30 分，
在延安杨家岭， 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的
会议室里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一百
余位被邀请的文艺界代表参与了此次座
谈会。 延安文艺座谈会于 5 月 2 日 、16
日、23 日分三次先后举行，与会代表百余
人， 围绕着文艺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
等诸多事关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生存发展
的基本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辩

论。 7 年前，孙国林在湖南党史期刊《湘
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是经
过孙国林 27 年的访问、调查所得到的珍
贵、生动的资料，记叙 72 年前那场文艺
座谈会的一些细节和花絮。 当时孙国林
说：“细节含深意、花絮连着‘根’，延安文
艺座谈会能给我们许多启示， 引起我们
很多思考。 ”这启示是什么？

确立出席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人
员名单也是会议的重要部分。 当时毛泽
东找了 3 个人帮助初拟参会人员名单，
周扬（延安后初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
后任延安鲁艺副院长）、舒群[当时已是成
名作家，原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
“文抗”）工作]和肖向荣。 名单汇集到毛
泽东那里，他又作了调整，最后与凯丰一
起审定出席会议的名单。 在最后确定的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完整名单中，除
了延安文艺家外，还有思想、文化部门的
一些负责人。 同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
委员凡是能够参加会议的，都要求莅会。
当时，刘少奇在华中，周恩来在重庆，张
闻天在农村。 在延安的朱德、王稼祥、任
弼时 、博古 、陈云 、康生等被要求出席 。
1942 年， 抗日军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许多文艺工
作者怀着满腔热情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但是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站
在小资产阶级立场，轻视工农兵、把政治
和艺术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明确了政

治和艺术间的关系， 确立了文艺界的统
一战线问题。 此次会议还明确了文艺为
人民服务、 为抗日服务的目的。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我
们知识分于出身的文艺工作者， 要使自
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 就得把自己的
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没有
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
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座谈会
的最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 他说：“我
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
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
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
及与提高结合起来。 接着，他又论及了文
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等。 他还
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
一进行了剖析， 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
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 最后，
他说明今天所讲的， 只是文艺运动中的
一些根本方向问题， 还有许多具体问题
需要继续研究。

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仅开启了解放区
文艺的新纪元， 也领航了几十年的中国
社会主义文艺发展。 这次会议，对后来党
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
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此后由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
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 全面展开了文艺
整风运动。

延安座谈会后的几十年里，1949 年
7 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
作者代表大会上，确认了《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 提出的文艺方针为新中
国的文艺方向。 1956 年，毛泽东在《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报
告中，根据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基础，把
文学艺术领域出现的上述问题作为一项
人民内部矛盾， 提出了 “文艺上百花齐
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1979 年
12 月，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
表大会上， 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
了祝辞，明确肯定了《讲话》，肯定了党的
“双百”方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文艺工作的成绩。2012 年，在纪念延安
文艺座谈会 70 周年会上， 胡锦涛重温
《讲话》精神，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 ，与延安讲话
具有同样政治意义的事件应属 1956 年
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双百方针，即鼓励党外民主人士给执政
的共产党提意见。 “百花齐放、 百家争
鸣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 、科学
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这个方针，是党
在指导文艺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
逐步提出的。 “百花齐放”这一思想的提
出，是在 1951 年。 当时，国内关于京剧
问题的发展出现了争论，一派主张全部
继承； 另一派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的，
主张全部取消。 1951 年 4 月，毛泽东为
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
出新”。 他主张京剧还是要不断创新，不
单是京剧 ， 各种戏曲形式都要去其糟
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 “百家争鸣”是
毛泽东在 1953 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
究提出来的。1953 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
就中国历史问题、 中国文字改革问题、
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
究。7 月 26 日中宣部提出三个委员会的
名单，8 月 5 日中央予以批准。 当时，中
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
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提出
要百家争鸣。 10 月，在中国历史问题研
究会的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精神。 当时，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都
只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 ，而 “百家争
鸣”的口号还没有公开宣传。

“双百方针”的贯彻应该从 1956 年 1
月 14 日至 20 日，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
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后才算正式开始。 周
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 《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报告》，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宣
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 已经是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4 月 25 日，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
十大关系》的讲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的讨论中， 有人发言建议在科
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这两个口号。 4 月 28 日，毛泽东在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 毛泽东
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
成为我们的方针。 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讲学术，这种学术
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

压倒一切。 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
会越多。 ”

虽然“双百方针”已经开始实施 ，但
是“双百方针”的正式提出是在 1956 年 5
月 2 日， 当时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 毛
泽东当时说：“现在春天来了嘛， 一百种
花都让他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放，还有
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百
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
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
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可以肯定地
是“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当时鼓舞了一大
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的
创作，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第一
次全国文代会以来， 在五四新文学传统
和战争文化规范下的解放区文学传统间
无形中形成的隔阂。 “双百方针”在理论
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 提倡现实主
义的“广阔道路论”，提倡文学写人性，恢
复人道主义传统。 “双百方针”正式提出
并贯彻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揭示社会主义
社会内部矛盾的创作。

72 年后，2014 年 10 月 15 日， 习近
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者
座谈会。 两次会议都强调文艺要扎根生
活，服务人民。 延安文艺座谈会主要问题
就是人的问题，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为抗战服务。 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习近平称艺术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

2014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十八届
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大课题拉开序幕，
在十几天前习近平出席了文艺工作座谈
会。 习近平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节点
出席文艺座谈会， 或许正如延安文艺座
谈会不仅仅只是一个文艺界的座谈会，
而且是当年整个延安整风的有机组成部
分一样，这次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也应
该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

据微信公号 “人民日报政文” 的爆
料，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不但回忆了自己
青年时代的“文青”范儿，还借新上映的
影片《黄金时代》，谈到了“五四”之后中
国出现了一批大师，留下了文艺精品。 这
一切让我们可以直观理解到的是， 习近
平对文艺工作非常重视。 他在会议上强

调过这一点，“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
个时代的风气。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 文艺工作者大有
可为。 ”

习近平在讲话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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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
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 ，文艺
工作者大有可为 ”，“社会主义文艺 ，从
本质上讲， 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
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创作方法有一
百条 、一千条 ，但最根本 、最关键 、最牢
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必
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
的中心环节 ”，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
程，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 、活
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创新
是文艺的生命”，“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
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可以说，这
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论断， 思想深刻，内
涵丰富，富有创造，颇有新意，既和毛泽
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脉
相承， 鲜明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的文艺思想理论，
又把文艺放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
度、现实高度和未来高度加以研究和把
握，充分彰显了党在新时期文艺事业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 这些重要论述和论
断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新情况 、新问题 ，着眼于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新期待，对于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本文参考资料： 湖南党史期刊 《湘
潮》、《延安文学座谈会纪实》、新华网《永
远的丰碑 红色记忆： 延安文学座谈会》、
《中国文明网———地方传真》、《浅谈新时
期中国文艺现状以及发展方向》 百度文
库、《中国梦》百度文库、《媒体解读：习近
平为何在这个时候召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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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珂 整理

2014 年 10 月 15 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 在
3200 字的通稿中，“人民” 一词共出现了
41 次。

1942 年 5 月 2 日， 毛泽东在延安主
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就文艺“为什么人”
发表讲话。

对照历史，可以看出，“大写的人民”
是习总书记讲话中对“人民”一词作出的
具有时代和人文精神内涵的全新定义。

“人民”一词古已有之。 不同历史阶
段具有不同的涵义。 先秦时期，人民，泛
指所有人，如《管子·七法》“人民鸟兽草
木之生物”；也指平民、庶民、百姓，如《周
礼·官记·大司徒》“掌建邦之生地之图，
舆其人民之数”。 在整个漫长的皇权专治
时代，人民指黎民百姓，臣民；与君和官
相对应。 近代以来，“人民”的概念被广泛
使用，但往往与公民、国民等词混用，泛
指社会全体成员。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人
民有了明确的归属。 在中国，体现为毛泽
东对人民的四次确定。

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对社会各个阶
级进行了明确地划分， 指出中国革命的
领导力量是工业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最
可靠的、天然的同盟者是农民阶级，最可
接近的朋友是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半无
产阶级， 对中产阶级坚持左翼与右翼两
分法。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初步构成了人
民主体的基本思想。 “十年内战时期”，毛
泽东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
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动力， 将一切
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纳入人民
的范围。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是工人阶
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
资产阶级。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阶级 、阶层和社会集团，都
属于人民的范围。 ”

毛泽东对人民的确定， 是以中国当
下客观事实为依据的。 鸦片战争至新中
国成立， 救亡图存以及百废待兴是压倒
一切的中国的命运， 中国人民为此不惜
牺牲小我，而成就了大我。 因此，从 1924
年到 1949 年，人民，属于阶级、阶层和社
会集团，尚未落实到具体的人。

文艺工作同样以当下客观事实为依
据。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讲话的事实是： 中国已经进行了五年的
抗日战争；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
对于人民的高压态势；“五四” 以来的革
命文艺运动。 为夺取抗日战争及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文艺以工农兵为服
务对象，毛泽东将此类文艺称为“革命的
文艺”，准确定位了中国非常时期文艺的
性质。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小二黑结
婚》《白毛女》等一大批文艺作品，正是在
非常的时代背景下完成了鼓动民众投身
革命与建设的使命。

72 年过去了。 习总书记在北京主持
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客观事实是：中
国已全面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并全面进
入了数据化管理的现代社会。 新中国成
立至今 65 周年；65 年中， 中华民族经历
了 36 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人心和社会
的变革。2010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形成， 标志着民主与法治在中华大
地切实落地， 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数据化
管理的全新时代， 标志着自戊戌变法以
来仁人志士图存救亡后的凤凰涅槃在中
华大地已初步实现。 这是今天中国的现
状，即“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现状；这
是认识今天中国的出发点。

现代，意味着过去社会的不足，意味
着传统文明需要重新审视与设计。 人、人
民与文艺都需要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重
新定义。

在数据化管理的现代社会， 人不再
是笼统的数字， 而是必须落实于具体的
个体 、 落实到法律意义上的人即 “公
民”。 在法的意义上，“公民” 以国家成
员身份， 参与社会活动并享受权利和承
担义务。 “公民”是对“人”在形而下作出
的法的定义。 现代人类社会，“人民”的概
念首先是，在法的保障下，由某地域内活
着的具体的个体组成的集体。 比如中国
人民；比如，法国人民；比如，非洲人民。

目前与今后， 共享经济是人类社会
的必然趋势。 人，唯有以人类（已死的、活
着的以及未诞生的每一个个体的人的集
合）概念才能最终存在于大地上。 欧洲文
明， 侧重于个体独立的人，“国家利益高
于一切”与“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
其社会的基础，也是其“魔咒”。 然，中华
文明为世界和未来人类给出了方向。 “仁
者爱人”，为人类提供了如何在大地上共
存的智慧。 今天的“人”，必是形而下受法
的保障享有生存权利并承担社会责任的
人；同时，必是形而上具有人类大同梦想
和具有独立精神存在的人。 如此而是，形
而下与形而上完备结合的人， 才是具有
灵魂的人，才是道法自然的人，才是大写
的人。

站在中国和世界的新起点， 习总书
记赋予了人民新的涵义。 以法国作家雨
果的《悲惨世界》为例，总书记阐释了“大
写的人民” 是人民一词在今天的全新概
念。 “大写的人民”其内涵当是：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面向人心。 在全世界范围
内， 中华人民与世界人民具有同样的人

性和存在的内涵。 因而，对于以人为根本
的文艺来说，今天，大写的人民是社会主
义文艺的基石和出发点。

中国已结束了革命。 因此，“革命的
文艺”已经结束。 那么，在现代社会，文艺
及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当是什么？ 这是习
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
开天辟地意义之所在。 以大写的人民为
基石和出发点， 总书记阐明了文艺及文
艺工作者在现代社会的使命：“文艺是铸
造灵魂的工程， 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
程师”。

在一个科学倡明， 宗教不再唱主角
的时代，作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
非宗教意义上的“灵魂”的概念，这在党
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这意味着中华文明
的一次大跨越， 即对人的定义不再仅仅
局限于从唯物主义角度看待。 人不再是
政治的动物、经济的动物，而是有灵魂的
存在。 这是中国文明对人形而下与形而
上的肯定，是对个体独立之人的肯定，是
对人的灵魂的肯定。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 作为对
文学艺术功能的精确定位， 是 “文以载
道” 的中华文明从农耕到现代的一次文
化及人的凤凰涅槃。 现代文明的一个重
要特征就是分类。 政治、经济、文学、新闻
……各有各的职责。 农耕社会，文学更多
地承担着政治即“载道”的工作。 而在现
代社会，文学不再是政治的婢女，当回归
其本位。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
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总书记再
一次借用了“洗礼”一词，阐明了艺术与
灵魂的关系。 文学艺术的本职工作是人
的灵魂的工作。 人的灵魂由文学艺术负
责。 在这里，第一次，党的总书记肯定了
文学艺术的独立地位， 并将文学艺术推

到了精神“宗教”的高度，必将对未来中
国产生深远影响。 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文
艺从此可以按照文学自性的规律发展，
即用 “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
照现实生活”。

习总书记对文艺本质的回归， 明确
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内涵： 其价值标准是
“真善美”；其艺术特性是“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其美学特质是“信仰之美、
崇高之美”。

对文艺本质的回归， 还明确了文艺
创作与作家个人与历史及民族的关系：
文艺创作与作家个人相关， 但更与历史
与民族相关； 文艺创作书写作家个人的
故事，但更书写大历史、大民族的故事，
而非“一己悲欢，杯水风波”。 大历史、大

民族的巨著不是狭隘的民族的、国家的，
而是属于世界的、人类的，就如《悲惨世
界》。 中国的复兴，必须走向世界，必须在
全人类文化意义下崛起。 作家作为时代
的良知、文明的良知、社会的良知，当自
觉担起中国走向未来的重任， 当自觉担
起铸造中华民族灵魂的使命， 写出无愧
于伟大时代、伟大民族的作品。

大历史、大民族的巨著，是习总书记
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嘱托， 也是以大写
的人民为基石和出发点的社会主义文艺
结出的最高的果， 更是中国文学走向世
界文学的必要。 最终，社会主义社会作家
的文学作品， 是冠以作者名义的作家个
人的，也是全社会的，但归根结底是属于
全人类的。

大写的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基石和出发点
■ 本报记者 王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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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的社会主义文艺演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