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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绥德师范学校革命文艺

发展的影响
郭婧婧 1 王芙蓉 2

1.榆林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榆林，719000；

2.榆林学院绥德师范学院，陕西榆林，719000；

摘要：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了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

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问题以及文艺批评等问题，使中国当时的文艺工作者

对革命文艺工作的发展有了清晰的定位。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现榆林学院绥德师范学院，以下简称“绥师”）

成立于 1923 年，原名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4 年，由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

的李子洲任校长。在李子洲任校长期间，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与学习，为党培养了大批拥有坚定马克思

主义信仰的学生，一批批绥师毕业生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使学校成为“西北革命

策源地”。绥师文艺班成立于 1948 年 3 月。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诞生的文艺班有其特殊的革命使命，这是一支

既有着扎实文化理论功底又有着深厚文艺素养的党的文艺宣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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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

称《讲话》），提出了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

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界统一战

线的问题以及文艺批评等问题。他在讲话中指出，在我

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

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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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以看出，《讲话》中探讨的几个核心问

题正是基于对当时中国革命文艺工作的深入思考而提

出的。在《讲话》发表几年后绥师文艺班成立，《讲话》

对绥师文艺班人才培养方向和剧目创作理念均起到了

前瞻性、系统性、引领性的重要作用。对其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1.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明确指出，

“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

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

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

来服务。……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

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
[2]
”《讲话》

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

的问题
[3]
。这个“根本”和“原则”说到底是为了凝聚

最强大的力量，以形成最有力的武器对敌冲锋陷阵。作

为人类社会精神层面的最高追求，文艺自古以来在中国

社会层面便留下“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

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的印象，它的形成即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

是人类社会从意识和精神层面的提炼、升华和表达。

《讲话》中所指的文艺，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下革命

的文艺，而不是一般的文艺，因此，避免将其与平时泛

指的文学艺术混淆，我们要深刻地理解《讲话》中所指

的“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是“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

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

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

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

种方法是不正确的。
[4]
”

要想清楚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题，应始

终把握问题导向来寻找答案。在当时的中国，最现实的

问题便是如何将最广大人民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的事业

而努力工作。《讲话》所谈到的文艺，是一种有着明确

政治立场，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艺术。明确的政治立

场便是站稳“工人的、农民的、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的、

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把宣传和组织并列为“最有力的行

动手段
[5]
”，他们重视宣传的效益，也从来不把宣传看

作一种孤立的社会行为，而总是将社会环境、社会事件

与之联系起来考察。无产阶级立场的文艺宣传更是要紧

紧与时局、环境、社会结构变化联系在一起，以从现实

世界中去呼唤更为丰富的精神追求，从而唤起更多的革

命的生机和力量。而文艺工作者如果没有更高层次、更

高境界的追求，即将自己的作品与人民生活、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紧密关联，不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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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法创作出有持久生命力的作品的。因而，当文艺工

作者坚定地站稳人民立场，紧密地将作品与人类历史发

展相结合，继而顺应历史发展，遵循历史进程，将作品

的影响力实实在在地发挥出来。

2.文艺的人民立场该如何坚持？

我们的文艺要站稳人民立场，就要深刻明白什么立

场不是人民的立场，什么立场是背离人民的立场，《讲

话》中提到，为着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文艺；为着资

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文艺；为着帝国主义的汉奸文艺。

这类文艺是站在反对人民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的，

而我们革命的文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

反封建的文化，是为人民的，因此，在搞清楚人民是我

们的服务对象后，就要将这些旧形式的文艺加以改造，

加以批判，将其改造为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

《讲话》中深刻分析了我们的文艺在无产阶级和小

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区别。无产阶级的立场便是“为着千

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为着剥削者压迫者服务的。

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在实际行动上是将注意力放在小

部分群体上，作品情感也是为了小部分群体的情绪而进

行鼓吹和描写。他们的作品“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

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6]
”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由于他们的作品只是从自己

的“王国”出发思考问题、看待问题，故而他们不愿也

不想走进人民，贴近民情去观察人民、了解人民、研究

人民，更不会将人民喜欢的语言的风格置于他们的作品

中。反而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丈量”人民

生活，热衷表现和夸大其中落后的东西。因此，《讲话》

中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

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

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

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

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

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7]
”

3.文艺是以怎样的态度服务其对象的？

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服

务于我们的文艺对象？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看待我们

创作的文艺作品？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首先，势必要

搞清楚我们的文艺对象，他们喜欢什么？爱好什么？什

么能够对他们的精神、生活等方面起到好的引领、带动

和影响作用。其次，我们的文艺作品是为着什么而产生

的？又是为着解决什么问题而存在的？毛泽东在《讲话》

中指出: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

的呢?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

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8]
”“有出息的文学家艺

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

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

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分析一切人，一

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

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

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空头文

学家，或空投艺术家。
[9]
”

故而《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作品“努力

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普及的东西就比较简

单浅显，因此也能够更快地被广大人民接受。而高级的

东西则比较精细，既需要细细打磨又比较难于生产，且

流传度不甚广。因此，面对广大群众对适应于他们的文

化知识和文艺作品需求迫切的情况下，我们的文艺工作

者更是应该俯下身子做好群众的学生，从群众中汲取创

作的灵感和脚本。先从普及出发，产出来源于生活又高

于生活能够集中反映群众与敌人之间强烈的情绪对抗、

突出的矛盾斗争等，利用文艺作品集中、典型、理想等

优势，使作品在人民群众中起到惊醒、感奋、推动的积

极作用，这便是普及的重要性。而提高则是在普及基础

上的提高，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普及的水平上纹丝不动，

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作品势必是要引起厌烦的，因此，

我们要根据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化发展的趋向而不断调

整我们的文艺工作方向，在已经普及得很好的地区，我

们要适度提高，要“锦上添花”。在还未普及的地区，

要实行尽大范围的普及，要“雪中送炭”，总而言之，

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去教育干部群众、指导干部群众、提

高干部群众。我们的文艺作品，既要“阳春白雪”也要

“下里巴人”，要将普及与提高统一起来。这种态度是

反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

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

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
[10]
。

4.文艺与政治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

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

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

不存在的。
[11]
”文艺服从于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

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正如列宁所说，写作

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

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

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12]
。由此可见，在

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

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且是起着重要承载、润滑、

关键作用的一部分，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度，文艺与政

治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联系是不以任何

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要人类社会处于发展和运动中，

那么，文艺与政治是不可能被剥离开的，任何想要将文

艺与政治割裂开来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

但也要认识到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同时要秉承其作

为一种作品的相对独立性，毛泽东强调，“我们不赞成

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

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

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13]
。文艺与政治不是单向

影响的关系，而是一个双向影响的关系。文艺可以对政

治发挥能动作用。文艺表达一定的政治观念、价值理念

和意识形态时，不是进行生硬地刻画，而是进行艺术性

和创造性地表达。文艺可以用艺术化的方式引起民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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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问题的关注，推动政治议题的讨论和解决。那种认

为文艺在服从政治的时候只是被动而为的观点，无法全

面地把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错误的、片面的认识
[14]
。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认识到，文艺服从的政治不是

少数政治家的政治，而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即

是说只有拥有政治意识的文艺作品才能更大程度、更大

范围地影响和发动群众从而形成统一的矛头指向共同

的敌人，闭门造车的文艺创作是要不得的，文艺作品的

产生一定是经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才能够

使其生命力得到最大延续，从而，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

性才能够得到完全一致。

5.绥师文艺班在“讲话”之后的创作方向

《讲话》发表后，一时间“文艺为什么人、文艺的

普及、文艺的政治性”等思想迅速传到绥师校园，为此

后绥师文艺班的发展及文艺作品的创作指明了方向，即

文艺作品是为着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文艺班的师生

们深入城镇乡村，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形

式，通过广场演出、歌咏活动、墙报漫画、街头诗，宣

传抗战、生产、整风、教育等任务，并深入向群众学习，

搜集素材，整理民间艺术，及时创作排演了许多秧歌剧

目。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周子山》、《减

租减息》、《二流子变英雄》、《李桂英纺线》、《赵

富贵自传》等，收获了观众的普遍好评，开创了绥师文

艺工作的新局面。

从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来看，在任何阶级

社会的任何阶级总是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

放在第二位的，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特殊背景，在特殊

语境下，抗日、团结、民族解放已然是艺术创作应当抓

住的最好主线。绥师师生谨记“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

育群众；只有作群众的学生，才能作群众的先生”的教

导，带领学校文工团深入到郝家桥模范村，向农民请教，

向边区劳动英雄刘玉厚学习，编写出《郝家桥》一剧，

就地上演听取群众意见，反复修改，使剧本日臻完善。

到王家坪，采访劳动英雄王德彪的先进事迹，现编现演

了《王家坪》等剧目，很好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革

命、团结进步的热情。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15]
。”人类

之爱是基于观念而存在的，是社会实践对人类社会的意

识的反映，但在阶级社会中，这样统一的、客观的爱却

从未出现过，只要阶级斗争就不会有纯粹的爱。因此，

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爱是要从社会实践、从客观实践出发

爱一切与我们无产阶级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具体的事

物。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要爱谁？《讲话》中明确提出，

我们要爱无产阶级、爱人民大众、爱一切真善美的东西，

而不能爱帝国主义、爱敌人、爱社会的丑恶现象。因此，

绥师文艺班的发展、服务和创作对象便基于此。1947

年，文艺班宣传队的足迹遍及黄河两岸的广大城镇乡村，

他们行军到哪里就在那里给老乡演出，活跃生活。宣传

战争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恶暴行，激

发人民群众对敌人的仇恨，积极参军，支援前线。并做

好后方的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一粒粮，一个人。在 1947

年一年里，他们在《讲话》精神的持续鼓舞和引领下，

演出了《边境上》、《李洪良》、《无敌民兵》、《血

泪仇》《双报仇》、《保卫和平》、《送郎参军》等大

小剧目，自编自演了《参军大联唱》、《活杀人》、《地

主装穷》、《一口猪》、《做军鞋》等，支援了解放战

争。

“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

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暴露之，

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

家的基本任务
[16]
。”诞生于革命年代的绥师文艺班，前

身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即 1946 年秋的榆横战役中建立

的“绥师战地服务团”，文艺班的骨干力量也都是在这

时期成长起来的，成员几乎全来自本土及学校学生中的

文艺爱好者。正是因为文艺班的骨干力量都是从战争中、

乡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作品的创作风格及取

材立足于本土、贴近于生活，将普及与提高、动机与效

果、歌颂与暴露充分地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充满了地方

特色、革命特色和陕北风格，一经演出便受到人民群众

的极大欢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17]
。”无论是革

命的文艺工作者亦或是知识分子，必然是要和群众结合，

要为群众服务，只有经过不断地磨合、锤炼，将文艺的

政治性和艺术性相统一、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思想与立

场相统一，这样的作品必然是能为人民大众热烈欢迎的

高质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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