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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

中 国马克 ，思主义文艺 ，思想与

中 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延

——

以党 的领导人关于文艺 问题的三篇 重要讲话为 研究对象

赵炎秋

【提 要 】 中 国 马克思主义文 艺 思想 与 中 国 特 色 文艺理论及其话语构建有着 密切的联

系 。 构建中 国 特色文艺理论与 其话语体 系是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的基本

精神 与主要诉求之一 。 他以
“
工农兵

”

为核心 ， 阐述 了 文艺 与人民 、 文艺 与 生活的 关 系 问

题 ， 并围绕这一 中心 ，
比较全面地阐述 了他对文艺 问题的 观点 与 看法 ， 论述 了创 造 中 华 民

族 自 己 的文学 艺术的 问题 。 在 《在 中 国 文学 艺术工作者第 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 中 ， 邓

小平通过对文艺为人民服务的 重新 强调 ， 对创作 自 由的 肯定与 阐述 ，
对文艺工作者的 充分

信任 ， 丰富与 发展 了 中 国 马 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传统。 这种丰 富与 发展一方 面为 中 国 特 色

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提供 了 新的 内容 ， 另
一方 面 ， 也促进了 中 国 特 色文 艺理论话语体 系 的 建

设 。 在 《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 中 ， 习 近平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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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和对文艺批评的论述等几个方 面 ， 阐述 了 构

建 中 国特 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 系 的相 关理论问题 ；
从传统思想的 继承与新的 思想的提 出

两个方面 ，
为 卡 国特色文艺理论与 其话语体 系的建构提供 了具体的 内容 。

【关键词 】 中 国马 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中 国特 色 文艺理论 话语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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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 国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 ， 党期的集中体现 。 认真学习 这三篇文献 ， 我们可

的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有三篇重要文献以发现 ， 虽然处于不 同历史时期 ，
三篇讲话的

尤其值得注意 。

一篇是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内涵与侧重也有不同 ， 但都与构建中 国特色文

谈会上的讲话》 （ 以下简称
“

延安讲话
”

） ，

一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

是邓小平 《在 中 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

大会上的祝词 》 （以下简称
“

祝词
”

）
，

一

篇是习
＿

近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构建 中 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 是
‘
‘

酸讲话
”

的基本精神 与主要诉求之
—

。 在
期 ， 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三个不同时

５９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 ０ １ ６ 年第 ４ 期

“

引言
”

部分的开头 ， 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 出 ， 据地当时正在向苏联学习 ， 没有必要另起炉灶 。

座谈会的
“

目 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 ， 研究文而 １ ９５８ 年 ， 由于中苏分裂 ， 再继续提倡社会主义

艺工作和
一

般革命工作的关系 ， 求得革命文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已经不大合适 ， 有必要提出中

的正确发展 ， 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国 自 己的文学创作方法 ，

“

两结合
”

的创作方法于

更好的协助 ， 借以打倒我们 民族的敌人 ， 完成是应运而生 。

？ 笔者认为 ， 这
一看法是有道理

民族解放的任务
”

。 在
“

结论
”

部分的开头 ， 毛的 。 它从一个侧面证 明 了毛泽东建立 中 国特色

泽东又指 出 ，

“

我们讨论问题 ， 应该从实际 出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的主张与诉求 。

发 ，
不是从定义 出发 。 如果我们按照 教科书 ，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中 ，

毛

找到什么是文学 、 什么是艺术的定义 ， 然后按 泽东初步构建了 自 己的文艺理论体系 。

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 ， 来评判今首先 ， 毛泽东以
“

工农兵
，，

为核心 ， 阐述了

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 ， 这种方法是不正 文艺与人民 、 文艺与生活 的关系问题 。 胡乔木认
确的 。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 马克思主义 叫我为 ，

“

延安讲话
，，

有两个基本点 ：

“
一

是文艺与生

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 出发 ，
而要从客观 活的关系 ，

一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

”③ 这两个基
存在的事实出发 ， 从分析这些事实 中找出 方针 、 本点 ， 其实也是

一切文艺理论的核心 问题 。 在文
政策 、 办法来 。 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 ， 也应 艺与生活的关系上 ， 有两种偏颇的看法 ，

一种认
该这样做

”

。

“

延安讲话
”

的 目 的 ， 是要解决中 为文艺是生活的机械再现 ， 另一种赚消了文艺
巾 其ｔｏ：作 与生活的联系 。 马克思主义反对这两种观点 。 马

的关系问题 。 因此 ， 毛泽东没有现成的书本可 以 克思指出 ：

“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

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麵細而 已 。

”？ 毛泽东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 根据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 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做
提出 自 己的观点 ， 建立 自 己的理论体系 。 这是客

出了嚇回答 ：

“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

观
？５

。 上 ’ 毛泽东既是一个马
ｔ
思主义者 ，

是从何而来的呢？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 ， 都

ｊｉ
－獅社触雛人类头脑巾飯映的产物 。

革命的文艺 ， 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

反映的产物 。 人民生活 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

料的矿藏 ， 这是 自然形态的細 ， 是粗粮赃西 ，

但也是最生动 、 最丰富 、 最基本的东西 ； 在这点

浪漫主义轉練实主倾结合酬作摊耗 ^
泽东提出的 ， 但实际上毛泽东只是将

“

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 作为对诗歌内容酸求 。 将

其上升酬作施＿度衡讨论 ， 是雕、 郭

沫若 、 张光年等学者的功劳 ， 娜到了毛泽細
古代＿外＿

＾
作 口 口 ，

不也是源泉吗？ 头际

麵与肯 不舰触义与雜主义的结合貞
上 ， 过細文艺■不麵而題 ， 是古人和外

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
１ ９３８ 年 ， 在为延安

“

鲁艺
”

题词时 ， 他就提出 了
“

抗 日 的现实主义 ， 革命的
① 毛泽东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 毛泽 东选集 》 第

沾
、

叔 口止 江 ， 士ｍｍ ｍｍ３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１ 年版 ， 第 ８４７ 、 ８５ ３ 页 。

浪漫主乂 的 ｎ号 。 为什 ４直到 ２０ 年后的 １９５８
② 崔志远 ： 《关于

“

两 结合
”

娜方法的历史考察与反 思 》
，

年才发展为
“

两结合
”

的创作方法 ？
一

个重要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

原因是当时流行苏联的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

创③ 胡乔木 ：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 ， 人民出版社 ２〇〇３ 年版 ， 第

作方法 。

一

方面 ，
这一方法已经包含了现实主义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２ 卷 ， 人 民出版社 １ ９ ７ ２ 年版 ， 第

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意思 。 另
一

方面 ， 则是因为根 ２ １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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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炎秋 ： 中 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 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

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 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又有明显地发展和 自 己 的特点 。 首先 ，
毛泽东突

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 。

”？ 这段论述是十分出了人民的主体
一

工农兵 ， 从而使人民的内涵

完整 、 严密的 。 首先 ， 它既强调了社会生活是
一

更加明确 ， 更加符合中国社会与中 国革命的特色 。

切种类的文艺作 品的源泉 ， 又强调 了这是唯一的其次 ，
毛泽东围绕

“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

源泉 。 这样 ， 就堵塞了
一

切可能的漏洞 ， 在文艺工农兵服务
”

这
一

核心 ， 全面 、 深刻 、 系统地阐

与生活的关系上 ， 将社会生活置于绝对的源泉的述了 自 己 的文艺思想 ， 形成了 自 己 的完整的体系 。

位置 。 其次 ， 它说明了古代与外国的文艺作品也再次 ， 终其
一生 ， 文艺为人民 （工农兵 ） 服务的

是彼时彼地的生活的反映 ， 取材于古代与外国 的思想 ，

一直是毛泽东强调的重点 ， 是其文艺思想

文学作品 ， 实际也是间接地取材于古代与外国 的的核心。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 ， 如此重视文

生活 。 再次 ， 它说明了社会生活是如何进人文艺 艺与人民的关系 ， 完全以人民 （工农兵 ） 为核心

作品的 ， 即要通过作家的头脑这
一

中介 ， 从而强 构建自 己 的文艺思想体系的 ， 毛泽东还是第一人 。

调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 ， 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 。其次 ， 在
“

延安讲话
，，

中 ， 毛泽东围绕文
不仅如此 ， 毛泽东还进

一步指出 ，

“

文艺作品中反 艺
“

为工农兵服务
，，

和
“

如何为工农兵服务
”

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 这个核心 ， 比较全面地阐述 了他对文艺 问题的

更高 、 更强烈 、 更有集 中性 、 更典型 、 更理想 ， 观点与看法 。 如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 文艺与政

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

。

② 而文艺高于生活的途径 ， 治的关系问题 ， 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 ， 文艺工

就是典型化 。 典型化必须从生活出发 ， 通过创造 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 ， 文艺工作 中 的统一战线
使生活更集中 、 更强烈 、 更理想 、 更美 、 更具普 问题 ， 文艺中 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 构建中华民
遍性 ；

其 目的是感染读者 ，

“

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
族 自 己的文学艺术问题等 。 其中 ， 构建中华 民

族 自 己的文学艺术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

－个 民
文艺与人＿关￥ £ 泽东 想＿細文艺是否成熟 ， 最重要的标志是其是否形

－

个核心 。 以人民为本位是毛泽东
成了 自 己 的特色 ， 有否 自 己 独特 的 民族形式 、

＠
Ｍ

民族风格麵族传统 。 作为 中国革命的领导人 ，

毛泽針分麵创造 中報族 自 己 的文学艺术 。

中心呢
了

我以 为 ， 我们 的 问题基本上是
－个力

顧 年 ， 在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上的讲话中 ， 他

日月确提出 ：

“

洋八股必须废止 ，
空洞抽象的调头

必须少唱 ，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 而代之以新鲜

活泼的 、 为 中 国老百 所喜闻乐见的 中 国作风
农丘而仓丨

丨
作 ， 为工农丘所利用的

，，③
ｒａ ｉｓｉ ｔｒｊ 、

＝古 田 士 ＾ 丨

、

，

舯 国气派 。

”？ 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学风而言的 ，

贯之的－条红线 。 早在麵 年 ， 恩格斯就明确指
仁也可用于 蚊艺 的要求 。 头 际上两年之后 ，

出 ：

‘‘

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

逆的反抗 ， 他们为恢复 自 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
① 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

’
《毛泽东选集 》 第 ３ 卷 ， 第

８６０页 。

烈的努力 半 自 觉的或 自 觉的 ， 都属于历史 ， 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毛泽东选集 》 第 ３ 卷 ， 第

因而也应 当 在现实主 义领域 内 占 有 自 己 的地８６ １ 页 。

位 。

”？ 列宁在 １ ９０５ 年提 出 ， 文艺不应为
“

饱食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毛泽东选集 》 第 ３ 卷 ， 第

８５ ３ 、 ８６ ３ 页 。

终 曰 的贵妇人服务
”

， 不应为
“

百无聊赖 、 胖得发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４ 卷 ， 第 ４６２ 页 。

愁的
‘

几万上等人
’

服务
”

，
而要

“

为千千万万劳⑤ 列宁 ： 《党的组织和党的 出版物 》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动人民服务 ， 为这些 国家的精华 、 国家的力量 、

国家的未来服务
”

。

⑤ 毛泽东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 ⑥ 毛泽东 ： 《 中 国共产党在 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 ， 《毛泽东选

系的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
一传统的继承 ，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９ １ 年版 ， 第 ５ ３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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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就明确提出 了文艺的民族化要求 ：

“

新民识
”

。 他们
“

不熟悉人民的语言 ， 因此他们的作

主主义 的文化是 民族 的 。

”

因此
， 它必然带有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 ， 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

“

我们民族的特性
”

。

“

中 国文化应有 自 己 的形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 的不三不 四 的

式 ， 这就是民族形式 。 民族的形式 ， 新民主主词句
”

。 他要求文艺工作者与群众打成
一片 。

义的 内容
——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

”？“

而要打成一片 ， 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

在
“

延安讲话
”

中 ，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论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 ， 还讲什么文

述了创造中华民族 自 己 的文学艺术的 问题 。 其艺创造呢？

”？ 因此 ， 他反复要求作家深人人民
一

， 毛泽东指 出 了 创造 中华民族 自 己的文学艺大众 ， 学习人民大众生动丰富活泼的语言 。

术的前提 。 毛泽东认为 ， 中华 民族是
一个伟大由此可见 ， 无论主观还是客观 ，

“

延安讲

的民族 ， 在文学艺术方面 ，
不能跟在别的 国家 、 话

”

都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 中 国特色文艺

别的民族后面亦步亦趋 ，
而必须创造具有本民理论与其话语体系的首次成功尝试 。

族特点 的 、 本民族 自 己 的文学艺术 。 其二 ， 毛＿

泽东指出 了创造民族文艺的具体途径 。 这可 以
一

从三个方Ｍ ｉｔ 。 首先是描写 实 的 中 国社会据赫木回忆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与中国人民特别是工农兵的生活 。 民族的文２话 》 发表后 ， 郭沫若曾发表意见说 ，

“

凡事有经
４民族所处的时代 、 社会 ’ 与 民族的生活 、 思

有权
”

。 毛泽东对此说法十分欣赏 ， 觉得姻了

想 、 麵是分杯的 。 目糊 的民族 ， 其社会 知音 。 胡乔木解释说 ，

“

郭沫若的意思是文艺本
生活 、 思想感情 、 风俗习惯是不同的 。 描写本 身

‘

有经有权
，

， 当然可 以引 申一下 ， 说讲话本
民族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 ， 文艺 自 然也就具 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 。

，，④ “

延安讲
訂本民族的特色 。 ＃

“

延安讲话
”

中 ’ 毛泽
话

，，

发表的 １ ９４２ 年 ，
正是我雖 日战争的转折时

东反复呼 吁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人 民大众中去 ， 期 。 战争环境 、 农村背景 ， 调动一切力量打败 日

描写工农兵的生活与斗争 ’ 实际上也Ｍ造有 本侵略者 ， 成为摆在 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
中 国特色的 民族文艺 的必然要求 。 其次 ， 是采 面前的首要任务 。 在这种背景下 ，

“

延安讲话
，
，

也
用 民族形式 。 文艺的 民族形式与 民族风格是在 有些侧重 ， 如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侧重政治 ，

民族生活与 民族文艺 的长期积累中形成与发展 在普及与提髙的关系上侧重普及 ， 在工农兵与知

的 ， 有着深厚的 民族根基 ， 受到 本民族广大成 识分子的关系上侧重工农兵 ， 在歌颂与暴露的关
员的喜爱 。 因此 ， 创建民族的文艺而不采用 民

系上侧重歌颂等等 。 而这些本应是阶段性的任务
族的文艺形式 ， 无异于缘木求鱼 ， 南辕而北撤 。 和策略 ， 本应是

“

权
，
，

的东西 ， 在新中 国成立、

自然 ， 采用民族形式也不是拒绝采用外国的文
艺形式 ’ 但不是生搬硬套 ’ 而是要把外国 的形

￥ 毛泽东 ： 《新民主主义论 》 ， 《 毛泽东选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

式与民族的形式结合起来 ， 通过吸收外国形式版社 １９ ９ １ 年版 ， 第 ７０６ 页 、 ７０７ 页 。

中有益的东西 ， 丰富 、 发展 民族的文艺形式 。

②② Ｉ ９ ５ ６年 ，
在与音 乐 工作者的谈话 中 ， 毛泽东 明确 表示 ，

再次 ， 要学习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 。 语言是文
士士 、 ／ ｔ

－

 ｊ
－西也可 以搞一点

”

， 民族形式可 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 但

学的载体。 离开语 ＿来谈文学的民族化 ， 是根是 ，

“

吸收外国的东西 ， 要把它改变 ， 变成中国的
”

。

“

应该

本不可能 的 。 规范 、 典型、 纯正的 民族语言的越搞越中国化 ， 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

”

这是毛泽东关于 民族

根基存在于民族最大多数成员 日 常使用的语言
、士了 ＨＬＨＩ 止 ｉ八从

、
右士

？

曰 口 祕
、

其《 同交响乐工作者的谈话 》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毛泽

之中 。 这不仅是因 为人民大众的 １口ｇ是民族 东文集 》 第 ７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９ ９ 年版 ， 第 ７０ 页 、 ８０ 页 、

言的基本组成部分 ， 也是因为文艺为人民大众８３ 页 、 ８２ 页 。

服务 ， 当然应该运用人 民大众 自 己 的语言 。 在 ③

＝
延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毛泽东选集 》 第 ３ 卷 ’ 第

‘

延安讲话
”

中 ， 他批评许多文艺工作者 对于 ④ 胡乔木 ：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 第

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 的语言 ， 缺乏充分的知６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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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 ， 并没有得到及的一个关键词 。 邓小平认为 ，

“

我们的文艺属于

时调整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 邓小平发表 了 《在人民
”

。

“

人民需要艺术 ， 艺术更需要人民 。

”？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 首先就要表现人民 ， 表现

在
“

祝词
”

中 ， 邓小平首先对中 国 的文艺他们的优秀 品质和他们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伟

工作者在政治上作 了肯定 ：

“

回顾三年来的工大胜利 。 文艺要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 ， 塑

作 ， 我认为 ， 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 门之一 。 造
“

有血有肉 、 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
”

， 并通过

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 、 爱护和这些形象来激发人 民 、 推动人民 、 教育人民 ，

尊敬 。 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 ， 从总体来看 ， 使他们积极投人到
“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

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 。 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 ， 创造活动
”

中去 。

⑦ 文艺为人民服务 ， 文艺工作

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髙兴的 。

”① 如果联系者就要
“

在艺术上精益求精 ， 力戒粗制滥造 ， 认

到邓小平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真严肃地考虑 自 己作 品的社会效果 ， 力求把最好

中对科技队伍的肯定 ，

② 邓小平对文艺工作者的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
，，

。 文艺工作者要
“

不断丰

肯定实际上是在毛泽东 的基础上 向前迈进了
一大 富和提高 自 己的艺术表现能力

，，

， 攀登
“

艺术的高

步 。 在
“

延安讲话
”

中 ， 毛泽东虽然肯定中 国革 峰
，，

，

“

创造出具有 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

命离不开革命文艺 ，
因而也离不开文艺工作者 ， 艺术形式

”

。

⑧ 文艺为人民服务还意味着 ，

“

作品

但文艺工作者主要还是团结改造的对象 ， 与工农 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 ， 应当 由人民来评定
， ，

。

⑨

兵是分隔开来的 。 而在邓小平的
“

祝词
”

中 ， 文
只有人民 ， 才是文艺作品 、 文艺工作者的优劣 、

艺工作者实际上 已经成为人民 （工农兵 ） 的
一

部
好坏的最终评判者 。 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

分 。 虽然 ，

“

祝词
”

仍旧强调人民与文艺工作者之
批评的基本原理 ， 更是对 当时依靠权力或者依

间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 ： 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
傍权力进行文艺批评的不良總的直接否定 。

者 ， 给他们以营养呢？ 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 ：其汝
“

创作 白 由
，，

县
“
祝词

，，

的另 一个关

人民 。 人民是文艺工
？
者的母亲 ，

一

－

切进步文艺
键词

其

以乂＝宁的

是

话 ，

的
‘。５

工作者的艺术生命 ， 雛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
业中 ，

‘

绝对必纖贿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

的广献地 ， 有思想鑛想 形式糊容的广
的
２
互学

１
■

。

严
为

、

“

ｆ２
育人
５／

、须
＾ 阔天地 。

， ”“

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 ｓ

标 ， 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 ， 文艺题材和表现

手法要 日益丰 富多彩 ， 敢于创新 。

” “

雄伟和细

腻 ， 严肃和恢谐 ， 抒情和哲理 ， 只要能够使人

们得到教育和启 发 ， 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 ， 都

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 占有 自 己 的位置 。 英
人民仍是主体 ， 但文艺工作者已不再只是思想

改造的对象 ， 他们还有教育 、 引导人民 ，

“

通过

自 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
，
，

的责任 。

④ 很
①

＝
、平

＾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人民出 版社顧 年版 ’

第 ２ ０８ 页 。

明显 ， 在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中 ， 文艺工作者在② 在这个讲话中 ， 邓小平肯定 ， 中国 的科技队伍
“

就整个说

政治 、 思想与情感上都与人民处于 同一层次 。来 ， 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 自 己的 又红 又专 的科学技术队

“

祝词
”

强调 ：

“

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
２ ？ ９ ２

．？▲， ．．．＿③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第 ２ １ １ 页 。

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 首先为工农兵 ④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第 ２ １ １ 页 。

服务的方向 ， 坚持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 洋为 中⑤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第 ２〇８ 页 。

用 、 古为今用的方针 ， 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
⑥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第 ２〇９ 页 、 ２ ｉ ｉ 页 。

丄 ＂、 《Ｉｘ？ ／？ ＾ ｒ＝，
－

．ｎ⑦ 《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第 ２ １ ０ 页。

式和风格的 自 由发展 ， 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
⑧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第 ２ １ １ 页 、

２ １ ２ 页 。

点和学派的 自 由讨论 。

”⑤ “

人民
”

是
“

祝词
”

中⑨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第 ２ １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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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人物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 、 斗争和悲欢离艺思想 ， 尽快繁荣中 国的文艺 。 但是
“

祝词
”

在

合 ， 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 ， 都应 当在
“

延安讲话
”

的基础上也有新的发展 。 首先 ， 它坚

文艺 中得 到反 映 。

”？ 之所 以 要这样 ， 是因 为持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 在新的条件下充实
“

我国历史悠久 ， 地域广阔 ， 人 口 众多 ， 不 同 民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 内涵 。 其次 ， 它在政治上肯

族 、 不同职业 、 不同年龄 、 不同经历和不同教定了文艺工作者 ， 重新界定了文艺工作者与人民

育的人们 ， 有多样 的生活 习俗 、 文化传统和艺的关系 ， 将文艺工作者从过去种种有形与无形的

术爱好
”

，

② 是因为
“

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 ， 束缚中解脱出来 ， 身心得到极大解放 。 再次 ， 它

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 。 写什么肯定了创作 自 由 ， 并从多方面进行了 阐述 ， 极大

和怎么写 ， 只能 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 ， 调动了文艺工作者创作的

和逐步求得解决
”

。

③ 除了提出一个政治正确的原积极性 ， 扩大了文艺的表现范围 、 表现对象和表

则即有利于
“

实现四个现代化
”

外 ， 整个
“

祝词
”

现手段 。 可以说 ， 整个 １ ９８０ 年代文艺的发展与繁

几乎没有对创作 自 由提出什么前提 、 设置什么限荣 ， 与
“

祝词
，，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

制 ， 可以说是
“

延安讲话
”

以来对于创作 自 由的“

祝肖
， ，

虽 肖帛巾

最为肯定的表述 。 它是
“

双百方针
”

的继续 ， 但 论体系的问题 ， 但建设中 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 既

比
“

双百方针
”

更加清晰 、 更为具体 。是繁荣文艺的必然要求 ， 也是繁荣文艺的必然结
与创作 自 由相联 ， 批评也应该是 自 由 的 。 果 。

“

祝词
，，

通过对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重新强调 ，

“

祝词
”

指出 ：

“

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 ， 接受 对创作 自 由的肯定与阐述 ， 对文艺工作者的充分
有益的意见 ， 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 、 不断提 信任 ， 丰富与发展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
高的动力 。 在文艺队伍内部 ， 在各种类 、 各流

传统 。 这种丰富与发展一方面为 中国特色文艺理
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 ’ｆｔ从Ｍ作与从事文２体系雖了新的内容 ， 另－方面 ， 也促进
批评的同 志之间 ，

在文艺家 与广大读者之间 ，

了中 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 。

都要提倡同志式的 、 友好的讨论 ， 提倡摆事实 、

讲道理 。 允许批评 ， 允许反批评 ； 要坚持真理 ，三

修正错误 。

”？ 这既指 出 了 批评的必要性 ， 又指

出 了批评的方式与 目的自 祝词
”

发表之后 ’ 到 ２０ １４ 年 ’３５ 年过

“

祝词
，，

认为 ， 文艺离不开党的领导 ， 但是
去 ， 中 国社会与文学艺术发生 了质 的变化 。 就

“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 不是发号施令 ， 不是要求
经济来看 ， 中国经济总量 由 １ ９７ ８ 年位居世界第

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 、 具体的 、 直接的政治任 十 ， 到 ２ 〇１ 〇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经济总

务 ， 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 ， 帮助 量占世界经济 的份额 由 １ ９７８ 年 的 １ ． ８％ ， 到

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

２０ １ ２ 年提高到 １ １ ＿５％ 。 就社会发展来说 ，
１９７ ９

提高文学艺术水平 ， 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 、
年的中国还是

一

个 以农村 、 农业为主的 国家 ，

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 到 ２０Ｍ 年已 经成为 一个初步实现城市化的 国

果
”

。 换句话说 ， 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思想 、 路 家 ， 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 口成为全国人 口 的大

线 、 方向的引导与把握上 ， 其他方面 ， 则
“

不要多数 ， 部分大中城市 已经进入消费时代 。 就文

横加干涉
， ，

。 不仅如此 ， 各级党组织还应在
“

各艺而言 ， 中国文艺早 已摆脱短缺状况 ， 进入全

个方面 ， 包括物质条件方面 ， 保证文艺工作者面繁荣时期 。 通俗文艺盛行 ， 视觉文化、 大众

充分发挥 自 己的聪明才智
”

。

⑤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党的领导不仅不会削弱创作 自 由 ， 而且会增加①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第 ２ １０ 页 、 ２１ １ 页、 ２１ ０ 页。

创作 自 由 。 党的领导是创作 自 由的保证 。？ 《邓小平＊选 》 第 ２ 卷 ， 第 ２ １〇 页 。

－

ｍ ■ 市 ， ，士山 ■上 十 《？ 七 尬
③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第 ２ １ ３ 页 。

邓小平 《在中 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 四次代
④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第 ２ １ ２ 页 ？

表大会上的祝词 》 的主要 目 的是恢复正确 的文⑤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 卷 ， 第 ２ １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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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无到有 ， 从有到 多 ， 占据文艺生产 、 消的理论和话语体系 。 习 近平要求中 国 的
“

文艺

费的半壁甚至多半壁江山 。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工作者要讲好 中 国故事 、 传播好 中 国声音 、 阐

艺指导思想 。 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发中 国精神 、 展现 中 国风貌 ， 让外国 民众通过

上的讲话 》 的发表 ， 正好回应了时代的呼唤 。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 国的认

从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角度 ，

“

北京讲识 ， 增进对中 国 的了解 。 要 向世界宣传推介我

话
”

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国的优秀文化艺术 ， 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

其一 ， 习近平指 出 ：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感受魅力 ， 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

。

？

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

”“

今天 ， 我们 比历笔者以 为 ， 习总书记的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 中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国文艺和文艺工作者 ，
也同样适用 于 中 国的文

标 ，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 有能力 实艺理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 。 中 国 的文艺理论同

现这个 目标 。 而实现这个 目 标 ， 必须高度重视样也应讲好中 国故事 、 传播好中 国声音 、 阐发

和充分发挥文艺 和文艺工作者 的重要作用 。

”

中 国精神 、 展现中 国风貌 ， 使外国民众和文艺理
“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 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论工作者能够通过中 国的文艺理论了解 中国的文

复兴 。

一

个民族的 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 化传统 ， 增加对中 国文艺和文艺思想的认识。 这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实际上是从民族复兴的髙度肯定了构建中国 自 己

引领 ， 没有人民精神世界 的极大丰富 ， 没有民的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 强 ，

一个国家 、

一个民族其三 ，

“

北京讲话
”

强调了文艺批评的作

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 这些论述明确用 。

“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
一

面镜子 、

一

剂 良

指出 ， 文化的繁荣兴盛在 中华民族复兴中的重药
， 是引导创作 、 多 出精品 、 提高审美 、 引 领

要作用 。 民族复兴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物质 ， 风尚的重要力量 。 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 ， 不
一

是精神 。 文化属 于精神层面 。 民族文化不仅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 、 阿谀奉承 ， 不能套

是民族精神的重要 内容 ，
而且也是民族精神的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 国人的审美 ， 更不能用简

构建者 、 引领者 。 《毛诗序 》 云 ：

“

治世之音安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 ， 把文艺作品完全

以乐 ， 其政和
；
乱世之音怨 以怒 ， 其政乖 ；

亡等同于普通商品 。

”“

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

国之音哀以 思 ， 其 民 困 。 故正 得失 ， 动 天地 ， 评 自 己作品 短处的批评家 ， 以敬重之心待之 ，

感鬼神 ， 莫近于诗 。

”② 这段话前半段论述观察乐于接受批评。 要以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

音乐 ， 或者说 ，
观察文艺的状况可 以 了解社会导 ， 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 ，

状况 ； 后半段论述诗或者说文学可以建构 、 引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 ， 打磨好批评这把

领民族精神 。 文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
‘

利器
，

， 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 ， 运用历史的 、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 民族文化的兴盛不行 ， 人民的 、 艺术的 、 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

没有民族文艺的繁荣也不行。 而民族文艺的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 ， 对各种不

荣 、 兴盛 ， 少不了 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繁荣发展 ， 良文艺作品 、 现象 、 思潮敢于表明态度 ， 在大

少不了中国文论自 己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 ， 倡导说真话 、 讲

其二 ， 习近平认为 ，

“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

文艺的灵魂
”

。

？ 中 国 的文学艺术之所以是中 国

的 ， 就是因 为它蕴含 、 表现了
“

中 国精神
， ，

。 文
① 习近平 ： 《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觀 年 月 ｉ ｓ

善丄 ＂ 丄善？ 、人 上 ＂ ＾？丄 十 山 口曰 ） ？ ， 《人民 日 报 》 ２〇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ｉ ｓ 曰 。

艺如此 ， 文艺理论也应如此 。 而且 ， 由 于 匕是 ② 郭绍虞主编 ：
《 中国历代文论选 》

， 上海古籍 出脈 １ ９ ７ ９ 年

以理论的形态存在的 ， 其相关的思想往往通过版
， 第 ６ ３ 页 。

更为直接的话语表现 出 来 。 因此 ， 它对
“

中 国③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年 １〇 月 Ｉ５

〇＊从 ， ， 认 止 ＂０戒士如 沾 山 口
日 ） 》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曰 。

精神 的表现应该更为明确 。 而要使中 国文艺 ④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 ２０１ 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理论表现出
“

中 国精神
”

， 就必然要求它有 自 己日 ） 》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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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 ， 营造开展文艺批评 的 良好氛 围 。

”？ 这些务 。

“

人民需要文艺
”

，

“

文艺需要人民
”

，

“

文艺要

论述 内 涵丰 富 ， 十分重要 。 第
一

， 它指 出 了 文热爱人民 习 总书记提出 的这三个命题很好地

艺批评的作用与重要性 ， 认为文艺批评与文艺概括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

？ 再如党对文艺工作

创作是相辅相成的 ， 文艺批评能帮助文艺创作的领导问题 。 习近平认为 ，

“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

健康发展 。 第二 ， 它强调了文艺批评的批评性 。 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
”

，

“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

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 ， 好处说好 ， 坏处说坏 。 艺工作的领导 ， 要把握住两条 ：

一是要紧 紧依

第三 ， 它说明 了作者艺术家对待批评应持的态靠广大文艺工作者 ，
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

度 ： 要乐 于接受批评 ， 认真对待批评 。 第四 ， 律
”

。

？ 这里的思想与 毛泽东
“

延安讲话
”

和邓

它说明 了文艺批评的原则 ， 即运用历史的 、 人小平
“

祝词
”

的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

延安

民的 、 艺术的 、 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 赏作品 ； 讲话
”

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要服从党在一定时期

指出了文艺批评的三大理论与思想来源是马克所规定的革命任务 ， 文艺应 团结在党的 周 围 ；

思主义文艺理论 、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和西
“

祝词
”

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 要求各级党

方文艺理论 ； 指 出 了这三大来源与文艺批评之委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领导文艺 。

间的关系是指导 、 继承创新和批判借鉴的关系 。

“

北京讲话
”

的思想和精神与之是
一脉相承的 。

第五 ， 值得重视 的是 ，
习 近平明确 指 出 ， 不能其二 ，

“

北京讲话
”

根据新的时代新的现实 ，

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 ， 扩展点说 ， 提出了新的文艺思想 。 王国维说 ，

“
一代有

一

代之

当然也不能套用西方的理论来剪裁 中 国 的现实文学
”

。 同样 ，

一代也有一代之文艺思想 。 新的时

和文艺创作实践 。 这就要求 中 国 的文艺理论家代 、 新的现实 、 新的文艺实践必然要求新的文艺

建构起 自 己 的 、 符合中 国社会和文艺实际 、 符思想与之匹配 ， 也必然会产生新的文艺思想 。

“

北

合中国 人的审美实 际的文艺理论和话语体系 。 京讲话
”

感受着时代的脉搏 ， 提出 了一系列新的

习总书记的这些话 ， 针对的是文艺批评 ， 实际文艺思想 。 如在谈到文艺作品的评价问题时 ， 习

上完全适用于中 国特色文艺理论的建设 。近平指出 ：

“
一

部好的作品 ， 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

如果说 ， 上述三个方面涉及的主要是构建价 、 专家评价 、 市场检验的作品 ， 应该是把社会

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的相关理论问效益放在首位 ， 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题。 那么 ，

“

北京讲话
”

也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益相统
一

的作品 。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

与其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 了具体的 内容 。 这具件下 ， 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 ， 当然

体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 。 然而 ， 同社会效益相

其
一

，

“

北京讲话
”

在新的形势下 ， 重新阐比
，
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 ， 当两个效益 、 两种价

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问题和重要值发生矛盾时 ， 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 市场

关注 。 如文艺与 人民 的关 系 。 习 近平强调 ， 要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 。

”⑤ 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平
“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
”

。

“

社会主义文衡的 ， 有的偏远农村地区还未完全脱离农耕时代 ，

艺 ， 从本质上讲 ， 就是人民的文艺 。

” “

人民既是而大中城市已经进人消费时代 。 但市场经济已在

历史的创造者 、 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 既是历史的
‘

剧中人
’

，
也是历史的

‘

剧作者
’

。 文艺要反映好 ①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 ２ ０ １ 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人民心声 ， 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 、 为社会主义服日 《人民 Ｂ报 》 灿５ 年 １ 〇 月 １ Ｓ 曰 。

务这个根本方向 。

， ，②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 ， 是
②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年 １〇 月 Ｉ５

丄 、 ，丄 、 、， 时■？ 丄 ，丄日 ） 》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也、冋题 ， 人民本位 ③ 习近平 ：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２０１ 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的思想 ，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 。 诚Ｂ ） 》
， 《人民 曰报 》 ２〇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１ Ｓ 曰 。

如习近平所说 ， 从毛泽东 、 邓小平 ， 到江泽民 、

④ 习近平 ：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年 １〇 月 Ｉ５

胡锦涛 ， 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把人民摆在首位 ， 把
⑤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为人民服务作为中 国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首要任日 ） 》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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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铺开 ， 却是不争的事实 。 适应这种现实 ，

“

北满足 ， 任何种类的文艺作品都有权利存 但各

京讲话
”

提出了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以及市场价种类型的文艺消费者都希望得到脍炙人口 的作品 。

值和经济效益等两组文艺作品 的评价标准 ， 并对这应该是
“

北京讲话
”

强调文艺的各个领域 、

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 认为前者是第各种各类的文艺都能 出也应该出优秀作品 的时
一位的 ， 后者是第二位的 ， 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代原因 。 笔者以为 ， 从毛泽东强调 向工农兵普

候 ， 后者要服从前者 。 但
“

北京讲话
”

又并不认及文艺 ， 到邓小平希望
“

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

为两者是必然矛盾的 ， 两者也有统一的一面 ， 应荣 、 争奇斗艳
”

，

⑤ 到 习近平提倡文艺精品 ， 既

该找到两者之间的契合点 。

“

优秀的文艺作品 ， 最 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化 ， 也显示了 中 国马 克思

好是既能在思想上 、 艺术上取得成功 ， 又能在市主义文艺思想新的发展 。

⑥

场上受到
＾
迎 。

”① 这种既辩证又创新的文艺思应该指出的是 ， 即使在讨论中 国马克思主义
想在

“

北京讲话
”

中可以说
５

［处可见 。文艺思想的基本问题时 ， 习近平也不是老调重弹 ，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
“

北京讲话
”

对于优秀文 而是根据新的时代 、 新的现实提出新的说法 、 新
艺作品的呼唤与提倡 。

“

北京讲话
’ ’

用整整一章的 的论述 。 如在谈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人民学习时 ，

篇幅 ， 阐述了
“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

习近平指出 ：

“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 ， 而是一个
一

的问题 。 习 近平认为 ： 衡量
一

个时代的文艺成就 个具体的人 ， 有血有肉
，
有情感

，
有爱恨 ，

有梦
最艘看作品 。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 ， 最根本的是 想 ， 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

，，

文艺工作者
“

不能
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 、 伟大时 以 自 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

”

， 因此需要 向
代的优秀作品 。

”
习总书记批评了 当前文艺界普遍 人民学习 。

⑦ 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人民学习 ， 这是
存在Ｗ

“

浮躁Ｈｆｑ
“

有数量缺质量 、 ＃
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思想 。

“

北京讲话
”

依然强
‘

高原
’

缺
‘

高峰
’

的现象
”

’ 要求文艺工作者沉
调这

一

点 ， 但在具体论述时却没有从传统的途径

３
？

如文艺应为人民服务 、 或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老

师等人手 ，

？ 而是从人民是由不同个体组成的这
一前提出发 。 个祕有 自 己 的规定性 ， 文艺工作

＝
者要細人民 ， 就必须深人了趣成人民的各个

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 ， 明清小说如果没有四Ｐ

大名著 ， 也很难谈得上繁荣 。 习近平认为 ， 优秀女
、

水 说 ｜
叫扑＊

？

甘丁此姑奸 “Ｉ一什其，
， Ａ姐

作品就是
“

有正能量 、 補染力 ， 能够温润心灵 、 二
启迪心智 ， 传得开 、 留得下 ， 为人民群众所喜爱

”

的作品 。

？—部优秀作品 ， 无论在思想 、 内容还
ａ

．

Ｔｒ
＾
—

ｐ
－

Ｐ视亜右宜 ６６ 庙甚 台仁她 ＡＡ Ｉ

、①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月 Ｉ ５

是形式上都要有高的质量 ， 能够深人人心 ， 在时日 ） 》 ， 《人民 日 报》 廳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

间的长河中能够立得住脚 ， 得到人民的喜爱和认 ②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可 。

“

优秀作品并不拘于
一

格 、 不形于
一

态 、 不定曰 ） 》 ， 《人民 曰报 》 ２〇ｌ Ｓ 年 １０ 月 Ｉ ５ 曰 。

于一尊 ， 既要有阳春 白雪 、 也要有下里巴人 ， 既③ 习近平 ？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肌４ 年 １ 〇 月 Ｕ

——
．＾＾＿．日 ） 》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

要顶天立地 、 也要铺天皿地。

”

各种类型 、 各种 ④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方法、 各个层次的创作都可以 出优秀作品 ， 这一曰 ） 》 ， 《人民 日报 》 如 ５ 年 １０ 月 １ Ｓ 日 。

思想十分重要 。 我们已经进人消费时代 。 消费时
⑤ 《邓小平文选 》 第 ２卷

， 第Ｗ 页
。

山 曰 丨
、

丨 他曲土止本 上址曲女 “ ｎｎ⑥ 笔者在
一

篇文章 中已经讨论了这一问題 ， 此处不再赘述。

代是以消费者为
＾
导的时代 ， 文艺的

＾
费者也即参见赵炎秋 ： 《重视普及与呼唤精品

一

读毛泽东 〈在延安

读者和观众是多元的 ， 其要求也是多元的 ，
不能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和 习近平

“

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

用
一

种思想 、

一

种文类一统天下。 这 自然就不能讲话
”

》 ，
《 中国文学批评 》薦 年第 ２礼

人为地将文艺划分为髙级、 低级等类型 ， 提倡－
⑦

日

话 ＿ 年 １Ｇ 月 １５

类打压
一类 。 任何文艺消费的要求都有权利得到？ 当然

，
这并不意味这些说法是错误的 。

６ ７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 １６ 年第 ４ 期

领导核心这个角度出发 ，

￥而是指出
“

党的根本宗求和一直主张 。 这既是中 国文艺理论工作者的

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文艺的根本宗 旨也是神圣使命 ， 也是中 国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完善

为人民创作 。 把握了这个立足点 ， 党和文艺的关发展的必然一环 。

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 ，
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

性的关系 、 政治立场和创作 自 由 的关系
”

。

？从本文作者 ： 文 学博士 ， 湖 南 师范 大学文 学
“

根本宗旨
”

这个角度出发 ， 不仅仅是换了一个论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述的角度 ， 也是换了
一种思维方式 ， 把党和文艺责任编辑 ： 左杨

的关系放在了一个新的联系之中 ，
不仅更有说服

力 ， 也更有亲和度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看到 ， 构建中 国特色① 同样 ， 这也并不意味这些说法是错误的 。

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 ， 不仅是时代与现实 的
② 习 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年 １ 〇 月 Ｉ ５

需要 ， 也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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