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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七年"的文艺政策

刘东玲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ll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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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七年”(1949—1966)的文艺弼：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基本价

值指向，“十七年”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十七年”文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其倾向是在强化文艺的政治

功能和阶级斗争功能。这种倾向的非科学性和不稳定性，是跟当时知识分子政策的非科学性和不稳定性联

系在一起的，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政治形而上逻辑和左的倾向，也受到了党内有识之士和文艺界的抵制。

因此，“十七年”的文艺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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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49一1966)时期，新中国的文艺

政策显然承续了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新中国的建立急需在

文化领域确立其政治合法性，加之1950—1970年

代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国际冷战

背景，逐步形成了政治主导性文艺政策。“十七

年”文学在这种基本文艺政策指导下，通过一系

列文艺运动，完成了对文学思想及文学形式的政

治筛选，确立了建立在绝对无产阶级思想立场上，

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塑造英雄人

物形象的文学规范。

在“十七年”文学发展过程中，模式化、概念

化与反模式化、反概念化的文艺论争一直存在，各

自以高调鲜明或压抑婉曲的方式展开着不对称的

论争，围绕知识分子阶级性定性问题的反复则始

终映射着这种冲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在中

国当代文艺发展史上，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文化激

进主义和文化理性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

盾冲突并不限于文学艺术，而是在整个社会生活

领域里都有所反映。”⋯

一、在政治批判与温和调整中走向激进

的文艺政策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恩来

作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

政治报告》，以政治报告形式确立了文艺政策的

高度权威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为工农兵服务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出发点。1953年6月23日，

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恩来作了《为总路线

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以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

准则。

从新中国建立至1956年，整个国家政策指导

下的文艺政策，一方面是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

改造运动，一方面是在文化知识界展开一浪又一

浪的文艺批判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

针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党内“非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从1951年对电影《武训

传》的批判开始，经1954年的《红楼梦》批判运

动，至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

(1953一1955)，这些重大会议与文艺批判运动，

不断强化政治方向至上的权威话语，由文艺批评

上升到政治批判的过程，是逐步清除非《讲话》精

神的文艺思想，以实现思想领域的纯洁化的过程。

三次运动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起，具有绝对的

话语权威性，尤其是他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

政治定性怛J，使得这场文艺批判运动最终升级为

政治批判运动，凸显政治介入造成文艺批判的极

端性。对于1950年代的文艺批判运动，许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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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运用权力压杀对方以保持自己思想的一统，

已完全越出思想争论和思想斗争的范围，变成了

思想整肃，毛泽东的整风运动，既不是思想争论，

也不是思想斗争，而是思想整肃”口J。此论不一

定正确，但指出了一种倾向性，可作研究时参考。

由于重大会议与文艺批判都来自高层指示及

政策定位，政策与运动密切相关的文艺政策特征

开始形成，这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造成了

巨大冲击。作家在这种文学与政治高度关联的背

景下，很难跃出政治的羁绊，正如Vincent Y．C

Shih所言：“How they have fared since the take over

can not but be of interest to us，if only to show that

under the communist re舀me， one either conforrIl of

fades away(This is tme politically speaking；from

the literary point of view，they all fade away．)’’‘4
3

这在1956一1966年的文艺发展中越演越烈。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泽东在最高国

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

针。陆定一发表讲话强调：“在学术批评与讨论

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

评，或者对资产阶级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

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1对资产阶

级思想的警惕体现了中央的文艺思维立场，说明

宽松文艺政策实施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宽松实则

并不宽松，时时有着越界的危险。这也注定了这

个政策的不可持续性，致使敢于质疑社会问题或

思想问题的知识分子行走在危险的边缘。但文艺

的政治体制并未改变，1956年的文学繁荣只是昙

花一现。1957年下半年整风运动转为反右，使整

个政治形势走向激进，国际上的匈牙利事件也加

强了对两条道路斗争的危险性预期。毛泽东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针对当时政治形

势，作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

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

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怕。的论断，文艺界在阶

级斗争从紧和冒进的政治形势下，突出表现为政

治批判色彩与大跃进色彩。1957年对“丁、陈反

党集团”的斗争与批判、1958年浮夸与冒进气息

很浓的“新民歌运动”和周扬在1960年第三次全

国文代会上所作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

道路》均是当时“左倾”政策的直接反映。由于大

跃进的冒进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危害，

1961年中共高层进行了反思和调整，提出“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6月，周恩来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讲
36

话，对1957年以来的偏激政策进行了批评，是文

艺领域调整的反映。这一政策的重要突破在于周

恩来对于政治与思想斗争问题的区分，强调思想

改造的长期性，强调淡化思想改造的阶级斗争性。

1962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大

跃进”的经验教训。1962年5月，《人民日报》为

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发表社论，主张文艺自

由论争。这是对文艺界不断出现的政治批判的有

效矫正，在政策上体现出对文艺基本规律的尊重，

激发了文艺界的积极性。如严家炎肯定梁三老汉

作为中间人物形象的意义，邵全麟在“农村题材

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62年8月“大连会

议”)的讲话认为“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

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

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型，但也应该注意写

中间状态的人物”17 J。但很快政策又走向激进：

1962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南斯拉夫经济混乱的

报导，促使毛泽东再次关注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

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断言整个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

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再次趋紧的阶级斗争迅速

波及文艺领域。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于文学艺术作

了以下重要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

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

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

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

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这个部

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

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

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

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

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

岂非咄咄怪事¨o。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作了新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

(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

(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

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

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

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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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

团体(91。

这两个批示表明，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学现状

的评价，否定性越来越强；作为文坛风向标的《文

艺报》迅速作出反应，1964年《文艺报》第ll、12

期合刊发表《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样反对创造

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

观念进行了否定式总结，实则是对毛泽东两个批

示的重要阐释。两个批示实际上成为文革时期文

艺政策发展的基础。1966年4月上旬，林彪、江

青提交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

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

学艺术，称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

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

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

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宣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

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0|。《纪要》将文学创作

完全阶级斗争化，与激进的政治相伴生的文艺政

策走向极端。

显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以政治权威主

导的文艺体制系统，这个系统在1956年前已经形

成了颂歌写作的基本模式，成为“十七年”文学的

写作范式。“rr}le success of new literature was玲

sured under the intellectual banner of ChairTI【an

Mao．”¨1。作家在政治思想规训下的写作很难表

达独立的思考和自我真实的情感——“a natural

result of an unnatural and deranged mind．
”‘121整个

“十七年”文学的写作，实则即是颂歌范式与某些

特定时期短暂的宽松政策影响下文艺突破之间的

变化关系。“A11 we can assume is that the phrases

have become a manner of routine expression，not in-

tend to caⅡy any genuine emotions”⋯范式与褒势

调整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主调，是文学政治意

识形态化不断加剧的过程。

二、知识分子政策：矛盾定性与实施的

不稳定性

“十七年”文艺政策的理性与反理性的冲突，

始终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矛盾与不稳定性重：接

关联，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的思维定势一直左

右着“十七年”文艺政策。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

(工人阶级)，与思想定性(资产阶级)相互矛盾，

这种矛盾始终左右着知识分子政策的现实运用，

资产阶级思想的固化思维时时影响甚至干预知识

分子政策的规范性。或者，从根本而言，正是由于

缺乏科学、稳定、规范的知识分子政策，导致政治

形势变化，高层权威话语直接影响知识分子政策

的可持续性发展。

新中国建构政治意识形态的过程，要求文艺

承担意识形态工具的功能。而这个功能的正确发

挥，取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因而思想

改造成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化的途径。新中国建

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针对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对其

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提倡以民主的方

式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帮助。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

文代会报告中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

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对这个群体

的社会贡献给予肯定，但又指出精神劳动者“容

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劳动者”与作

为特性描述的“精神”一词的区别运用已经表明

党对知识分子认识和界定的矛盾——肯定其工作

属性，而怀疑其精神属性。从1951年秋开始，在

教育界、文化界以及整个知识界开始了以改造思

想为主题的学习运动。毛泽东曾指出：“有步骤

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

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

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

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

的思想也是不对的。”【】41要求“知识分子，要办各

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

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5。。与无产阶级革命

相伴生的知识分子问题在“十七年”中一直处于

尴尬的矛盾状态。

1951年9月，周恩来应北京大学校长和一些

教授联名邀请，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的报告。讲话结合自身的经历说明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的目的及改造的必要性，成为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的动员报告。金岳霖晚年回忆说：“周总理

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

从革命的要求来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

进人人民立场。从彻底的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

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

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

有两个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

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

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

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

是了不起的大事。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

运动，就展开来了。”【l叫1951年10月，毛泽东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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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的开幕

词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

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

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u刊从政治立场

上强调了知识分子改造的目的。

1956年底，新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这一形势发生相应改

变。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

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报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6年2月24日《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

示》发布，强调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全党和国家

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充分动员和发挥现

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

业务能力；培养新生力量，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

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

落后状态。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

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对“双百”方针又作了论述，

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

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

甚至是激烈的。”【l8j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

会议上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知识分子改

造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知识分子的专

业能力受到重视，但由于强调知识分子资产阶级

意识的惯性思维，知识分子身份定位的矛盾性使

政策呈现出不确定的状态，激进时期的否定，与温

和时期的肯定交替存在或同时存在。

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知识分子政策转向激

·进。正如胡绳所说：“5月中旬毛泽东作《事情正

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

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

派。”¨引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

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运动波及全国，最终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局面。

在反右高潮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

部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社会力量，把所谓“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作向党进攻的敌对力量。据

此，当时《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绝大多数知识

分子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这折射出党的知识分

子政策的不稳定性与矛盾性特征。到了1958年

的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存在两个剥

削阶级：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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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指明

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敌人。从改造到敌人

反映了知识分子政策的激进思维逻辑。

1961—1966年，是温和调整走向激进的又一

阶段，《科学十四条》(1961年7月)、《高教六十

条》、《文艺八条》等先后公布，知识分子问题的

“左”倾问题开始得到纠正。1962年3月，周恩来

在广州会议上作《论知识分子问题》讲话，指出知

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劳动者联盟的范围。但9月召

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再次强调阶级斗争扩大化。11

月陆定一制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

识分子问题提纲》提出“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

知识分子”的七条具体政策，对知识分子进行“非

无即资”的划分。1963年2月开始四清运动，历

时三年多。毛泽东在此后的几次谈话中均严厉批

评文化界和各级学校的知识分子不是为工农兵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产阶级、封建主义

服务。在“文革”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

东断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非无产阶级知识分

子。5月，他在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中，

把广大教师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艺

政策与知识分子政策之理性消失殆尽，继起的文

革文艺极端政策是这一思想逻辑的延续和扩大。

其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定性，对“十

七年”文艺政策有很大的影响。1957年7月8

日，毛泽东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发表关于知识

分子的讲话，指出：

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中来，就是吃五张皮

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

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

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

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现在知识分子附

在什么皮上?就是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

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请的先生，可是

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

子，要教资本主义，让你吃饭拿薪水，那工人

阶级是不干的⋯⋯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

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

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

想那个旧的东西。

这个对知识分子附属性和投机性的看法一直

影响着“十七年”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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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发动，政治二元蔑’立

思维一直影响着“十七年”的文艺政策、知识分子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单一的、政治至上的倾晦对

“十七年”文艺政策的形成大有关系。尽管这期

间有过较为宽松的调整时期，但总体来说，文艺政

策形而上的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宽松与谓f整

都是在政治、阶级斗争至上的背景下进行的小幅

度修正，且缺乏持续性。文学批评始终与文艺政

策、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决定

文化的思维模式，致使文艺政策的制定呈现出较

大的主观随意性，也造成了“十七年”文艺政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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