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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工作
方针政策与实践成效∗

李晔晔　崔　钊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引领性和指导意义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为文艺工作指

明了道路，充分证明党的正确领导是文艺工作发展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在继

承新民主主义时期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在秉持人民性的同时适应形势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方针政策，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和对文艺规律的科学认识。在党

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指引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取得了伟大成效，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为改

革开放后的文艺事业的繁荣进步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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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标志着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

大山”被推翻，标志着中国人民被奴役、被压

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广大工人农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彻底换了人间。文艺工作是党和人

民的重要工作，是对新中国全貌的集中反映，

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引领性和指导意义

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

艺工作指明了道路，充分证明党的正确领导

是文艺工作发展的关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构建及路径研究”[20AZD015]；吉林大学2022年度“学习研究阐释
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坚持胸怀天下经验研究”[SKX2022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晔晔，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崔钊，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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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党的文艺工作的必然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推进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的文艺工作

面临严峻挑战，不仅要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

侵蚀，更要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风

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因而，加强

党的文艺工作就成为必然。

（一）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

矛盾长期存在

旧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

在各种思想观念，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自由主

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很大，在领导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

到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客

观存在且极为复杂。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党内

也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

矛盾。大批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

员进入党内，“他们原来在经济上多半是独立

的、个人的、分散的，在思想意识上或多或少受

着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样，他们便会把资产阶

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带进党内来”。[1](p.232)

再加上很多失去生产资料的小资产阶级转变

为无产阶级，虽然阶级属性发生了变化，但本

身的思想观念却很难转变，仍受资产阶级思想

意识影响。同时，无产阶级要与民族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就

给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侵蚀我

党以及影响我们的党员，又增加了一个可能

性”。[1](p.23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毛泽东多次强调

要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古田会

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四军中种种非无

产阶级思想的突出表现，并提出了克服办法，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

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

碍极大”。 [2](p.85)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

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

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

主义，什么是党。”因此，在思想上进行整顿，

“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斗争”，[3](p.875)便成为这一时期各方面工作的内

在要求。

社会意识有相对独立性，并不随着社会存

在的变动而迅速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

义改造的完成使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但作

为社会意识，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

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内会长期存在，封建主义、

殖民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并不会随着社会主

义改造的完成而自动消失。党的八大政治报

告指出：“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

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4](p.79)毛泽东在《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由

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

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

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而且有了改

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

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

躁。”[5](p.225)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

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

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

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

利。”[5](p.281)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根

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对于二者的矛盾对

立，列宁曾做出精辟论述：“既然谈不到由工人

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意识

形态，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

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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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6](p.326)共产党需要通

过宣传、教育、组织等各方面工作，通过思想领

域的斗争掌握思想领导权，逐步肃清资产阶级

思想的影响。

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党的文艺工

作在开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涉及无产阶级思

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冲突，出身旧社会

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创作过程中仍多多少少

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了解不深，只能用革命词汇却不懂革命本质，

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文艺问题，

不可避免会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自由主义

等思想观念带入文艺创作。

（二）改造旧文艺之路任重道远

新中国成立前，随着解放战争顺利进行和

大批城市陆续解放，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开始

改造旧文艺。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上指出：“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

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

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

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

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7](p.1428)这

一指示为革命胜利后的文艺改造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的改造需

要由“点”及“面”、由“浅”入“深”，不但要对旧

文艺机构进行接收改造，而且更要面对社会矛

盾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对旧文艺进行彻底

改造。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夕，各类掺杂封建

主义、反动思想的旧文艺作品在社会上广泛存

在，通过各类文艺形式进行传播。以戏剧演出

为例，仅在东北解放区境内，还存在二百多个

旧戏院，除少数偶然上演几个新编剧本外，“绝

大多数都在不加选择、夜以继日地演出旧剧

本；而旧剧本中绝大多数却在宣传封建迷信，

奴隶道德，民族失节，阶级调和等对人民有害

的思想观点”。这些文艺作品的传播影响颇

大，“很明显的，对这些有害的旧剧本的盛演采

取放任自流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绝不是为人

民服务的态度”。①因此，需要对旧文艺作品和

形式进行彻底改造。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

欣赏品味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改变，仍习

惯旧的文艺方式和内容，使旧文艺有相当的

市场空间，“改造旧剧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并有他一定的历史路程”。②对旧文艺的改造

不能一蹴而就，并且对于传统文艺作品中的

积极部分要予以保留，“几千年所遗留下来的

旧剧形式，和若干剧的内容，剧作技巧，特别

在他演技方面，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

学习”。③周恩来指出，旧文艺“是会消灭的，

它又是有前途的”。[8](p.22)这就需要在对旧文艺

的改造中坚持“破”与“立”的辩证思维，要遵

循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新的时代大潮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更

高要求

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

革，这对党的文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

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貌，更要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第一，文艺工作要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新

中国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工人阶级

为首的人民大众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

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的专政”。[4](pp.80-81)这种

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

领域，国家空前团结稳定，全国人民都投入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政治上的剧烈变革和经济

上的巨大发展带给人民思想和精神上的巨大

震撼，要求文艺工作以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为

指导，发挥服务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作用，以

文艺形式生动呈现社会的巨大变迁和时代的

精神风貌。周扬指出：“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

    ①参见《戏曲新报》1949年3月26日。    ②参见《戏曲新报》1949年10月7日。    ③参见《戏曲新报》194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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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着社会

主义社会前进，这就是文学艺术工作方面的

庄严的任务。”[9](pp.5-6)时代变革对文艺工作提出

了新任务，要求文艺工作要紧跟时代发展，把

握时代脉搏，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

第二，文艺创作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使旧社

会长期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

人，创作更多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文艺作品成

为现实之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

完成和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民

群众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增长，但“我们

的进步和发展，却远远跟不上当前的国家建设

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

无可讳言，是落在现实的后边了”。[9](p.3)

二、确立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的

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

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艺工作方针

政策，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进行了积极

有益的探索。尤其是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

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内

容，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

指导，也为改革开放后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

（一）确定全国文艺工作总方向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革命

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

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

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

线。”[10](p.708)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深刻总结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指出文艺

应该“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

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

的”；[3](pp.863、866)文艺为政治服务是革命需要，文

艺批评应有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中国共产党

文艺工作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为新中国文艺工

作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指导。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

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

会”）召开，会议主题是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的文艺工作，确定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的

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明确新中国成立后继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

周恩来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作品要能反映时代

特征，“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不仅要对

文艺内容进行改造，还要对旧形式进行改造，

“今后一定和全国一切愿意改造的旧艺人团结

在一起，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普遍地进行大规

模的旧文艺改革”。[8](pp.20、22)毛泽东充分肯定这

次大会的重要性，指出这是“革命需要的大会，

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11](p.528)这次大会确

定了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总方向，提出面向人

民革命胜利的新的现实，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

文艺而奋斗的任务。此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更加

明确指出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文学艺

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

民的劳动热情”，[12](p.11)号召文艺工作者积极创

作人民群众需要的文艺作品，鼓舞人民群众投

身于国家建设工作。

（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与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着手展开了国

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经过三年恢复发展，人民

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巨

大变化：在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在

城市，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毛

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至于新文

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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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10](p.695)

文艺作为上层建筑，既反映经济基础，又反作

用于经济基础，于是，确立适合新时期的文艺

方针政策，改造旧文艺，就成为新中国文艺工

作发展的重要指向。

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

展了对传统文艺的改造工作，逐步确立了新的

文艺方针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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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为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改革的重要方针，要求对文

化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积极创造反映新

时代生活、表现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作品。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戏

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五五指示”），

提出“戏曲工作应统一由各地文教主管机关领

导”。[8](p.29)各地文教机关必须对上演的剧目进

行审查。1952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全国第一

届戏曲观摩演出闭幕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提

到戏曲改革和发展的政治标准和文艺标准，

“政治是我们戏曲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坚决

地把许多存在我们戏曲里的封建落后的殖民

地化的以及品格不高的东西，加以改革”“艺术

的标准，要求作品是统一的，又是优美的、健康

的，要有一定的水平”。[8](pp.42、44)1953年，周恩来

进一步提出文艺应以工农兵为中心，“歌颂工

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

推动社会前进”，“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

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

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

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8](p.53)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推动着文艺方针政策

的进一步完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

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

会主义事业服务”。 [5](p.23)1956 年 4 月 28 日，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文

艺工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艺术问

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

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p.54)艺术上可以发

展不同的风格和形式，学术上可以进行民主讨

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

在把握文艺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提出的文艺方

针政策，既符合当时国情，也符合文艺发展的

规律。在发动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并鼓励讨

论争鸣的同时，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言论和行为不能违

背六项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

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

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

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

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

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

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

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

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

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5](p.234)

（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关于如何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问题，毛泽东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

化”，[10](pp.708-709)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新中

国成立后，党的文化方针政策继承了这点，毛

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

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

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

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

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5](p.41)1956年 8月，

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指出：“艺术的

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

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艺术上‘全盘西

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

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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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5](pp.76-77)“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

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

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5](p.82)毛

泽东强调文艺要民族化的思想与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一脉相承。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提

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求批判地吸收古

今中外文化一切有益的东西，以开放自信的姿

态书写新面貌，不断开创新的文艺发展道路，

这也体现了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艺发

展的内在规律的深刻理解，成为处理中外文化

交流、推动文艺发展的重要原则。

随着文艺事业不断发展，文艺工作也出现

了一系列问题，党中央对此及时予以纠正。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

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到，“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

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

些责任”，不乱抓辫子、不乱戴帽子、不乱打棍

子，“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

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8](p.100)在此基

础上，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当

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其中

包括要求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文学艺术创作

的题材，应该丰富多样，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

理题材的充分自由”，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提高

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

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

促进艺术创作的发展和提高，改进党对文艺工

作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等。[13](pp.368-371)

三、党的文艺工作奠基性贡献

在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指导下，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文艺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改革开放

后的文艺事业的繁荣进步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一）构建党领导下的文艺制度体系与建

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新

民主主义的政权机构里面的文艺部门，也需要

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来积极参加工作。”[8](p.25)第

一次文代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宣告全国性文艺界组织的建立。此后，以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为核心，文学、戏剧、

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各类相关的全国性协

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各省市相继成立地方文

联，这些文艺组织将全国文艺工作者有效组织

起来。同时，全国范围内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

方的文艺管理机构。1951年2月15日，中共中

央《关于健全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

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在文化艺术方面：

拟定党关于文化艺术的政策或地方性的方针，

并监督其实施。领导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

领导作家及艺人的各级组织。审查电影、剧目

和 其 他 全 国 性 的 或 地 方 性 的 重 要 艺 术

品。”[14](p.199)在改造旧文艺的基础上，党的各级

宣传机构不断完善。1951年5月，在第一次宣

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做了题为《党在宣传战

线上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宣传机构不健全

的问题，提出不能仅依靠专门的宣传机构进

行宣传工作，“领导全体党员以及非党积极分子、

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去做宣传工作”。[15](p.294)1953
年 1月 26日，全国及各大行政区文联、文协等

文艺团体的党员负责同志举行了关于整顿文

艺团体和加强文艺创作领导的座谈会，提出调

整全国文艺团体的具体方案，强调“为了保证

文艺创作的正常发展，我们认为，各级党委宣

传部必须加强对于文艺创作的直接的和正确

的领导”。 [16](p.299)文艺组织的陆续建立与党的

文艺管理部门共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文艺制度体系，成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贯彻

落实的组织基础。新中国各级文艺组织和文

艺制度体系的建立，体现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

导不仅在思想方面，更在组织方面实现了党对

全国文艺工作的统筹规划。同时，在围绕党和

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文艺工作过程中，文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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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党的文艺工作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文代会

上，周恩来指出：“旧文艺里一切坏的部分，一

切不适合于人民利益人民要求的部分一定就

会消灭，比如宣传封建思想和其他反革命思想

的东西，就应该加以消灭。”[8](pp.22-23)对旧文艺的

改造不是一律禁止，而是将改革旧文艺与发展

新文艺结合起来。1950年 6月 11日，《人民日

报》发表《积极发展新文艺与大力改革旧文艺

应密切结合起来》一文，指出：“在处理旧剧的

问题上，目前左的急性病的倾向是主要的。”对

于旧剧不能简单运用行政手段禁止，“关于各

地新旧文艺力量的对比上，由于各地群众文艺

创作无论质和量方面，都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

群众的需要；未经改造的旧戏则还很盛行”。
[17]根据此前文艺改造的经验教训，1951年中央

人民政府发出的“五五指示”指出：“凡宣传反

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

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

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

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

戏曲应加以反对。”[15](pp.250-251)在党的文艺改造方

针指导下，传统文艺改造运动在全国不断取得

进展，在审查与改造传统文艺中，清除不符合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并对传统艺人开展

教育，“在艺人的团结和教育方面，北京、天津、

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均举办了艺人讲习

班，或艺人学校一期至三期，据估计，参加学习

的艺人约有五万人”。[18](p.97)1951年1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在文学艺术界进行整风学习的

指示》，要求各地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

“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

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

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19](p.188)195
2年 12月 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整

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进一步要求

“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必须注意提高演员的政治

修养和文艺修养，并按照提高思想和艺术创造

的需要，使他们有充分机会体验生活”。 [20]同

时，新中国的文艺作品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进行革命和建设为创作背景，以人民群众为创

作源泉，将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等内容融入文

艺作品，通过普及大众化文艺教育、引导人民

群众，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

（二）团结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服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艺工作十分

注重联合和团结知识分子。1942年，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知识分子是人民大众

的一部分，“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

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3](p.855)“我们知识分

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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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p.851-85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

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团结知识分子为社

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保证文艺工作朝着正确

方向发展。

1951年9月到1952年秋，全国上下开展了

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毛泽东在

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

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

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

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

贺的新气象。”[19](p.183)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决定

了其思想改造是长期且漫长的，毛泽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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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p.184)胡乔木指

出：“一部分在一九四九年大会上举过手的作

-- 70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3年第6期

家，并没有真正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

的指示的内容，他们对于文艺工作仍然抱着小

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见解。”[21](p.246)为此，党

和政府通过举办座谈会、报告会、培训班等方

式，对知识分子进行理论教育，如在影片“白毛

女”的座谈会上，“同志们感到对电影‘白毛女’

的思想内容有了较深刻、全面的认识，觉得这

样的座谈会和上一次政治课一样有意义”。[22]

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思想改造的重要方式，如

在天津整风学习过程中，“方纪首先对自己的

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作了进一步检讨，

认为这是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歌颂了放任轻浮

的恋爱至上主义”。[23]

除了学习运动，中国共产党还号召知识分

子深入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号召

引导下，大批知识分子深入群众生活，在劳动实

践中切实体会群众生活，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

文艺创作“为了谁”“服务谁”，充分认识、理解人

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不断在

群众中汲取创作灵感，“他们深深感到几年来脱

离群众所造成的损失，都认为今后只有一心致

力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才能发现毛泽东时代

群众的丰富生活，作好文艺工作”。[24]通过深入

人民群众，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广大知识分子

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群众立场，亲身体会到

“到现场去，到劳动中去，向工农群众学习，向生

产实际学习，这是推动文艺工作者、推动知识分

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脑力劳

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最好方法”。[25]党的八

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不应当让他们所带来的

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无产阶级

的队伍，相反，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转变

为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新知识分子。”[4](p.79)周

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肯定了知识分子改造工作，同时强调“他们要进

一步彻底地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裂，真正掌

握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那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

期。以为旧知识分子已经不需要进行自我改

造，或者以为他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彻

底的改造，否则就不能做工作，都是不对的”。
[8](p.67)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我们党团结

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推动

了文艺事业健康发展，达到了用文艺教育人民

的目的。

（三）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工作导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

策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双百”方

针确立后，1957 年 3 月，毛泽东在和文艺界代

表的谈话中再次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

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

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

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

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

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

级、资产阶级的目的”。[5](p.252)人民是文艺创作

的源头活水，文艺工作要贴近社会生活，反映

人民的心声，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

中国共产党发展文艺事业的基本逻辑。

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导下，广大文艺工

作者展现出空前高涨的文艺创作热情，掀起了

“写人民、为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文艺创作高

潮，不断创作出深刻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

巨变和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文艺作品质量不

断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部以工人阶级

为主人公的长故事片《桥》上映，此后更涌现出

《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

《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等一大批具有鲜明时

代特色的文学精品，以及电影《上甘岭》、话剧

《茶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一批艺术佳

作，文艺创作展现出一派生机活力，积极歌颂

劳动人民成为这一时期文艺作品的主题。如

《创业史》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背景，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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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农民梁生宝的互助组发展为线索，塑造了

一个淳朴的农民形象，深入细致地刻画了社会

主义改造中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还有《百炼

成钢》中的秦德贵，《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以

及《新结识的伙伴》《李双双小传》中的主人公

们，这些优秀文艺作品都以真实的工农青年作

为创作对象，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人民

群众翻身做主人的时代新貌。值得强调的是，

人民群众也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1958年文

化部发出《关于大力繁荣艺术创作的通知》，明

确提到“必须充分注意发挥工农群众在艺术创

作上的无穷力量”，[21](p.85)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

与文艺作品创作，“发掘工人的智慧、创作的才

能是一件细腻的工作。源泉是无穷尽的。过

去统治阶级不用说是瞧不起这些，永远也不会

注意，同时也不给这种可能的机会与工人发展

智慧”。 [26]文艺真正在人民群众中间得到普

及，做到了文艺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进一

步促进了文艺事业日益繁荣，“工农兵群众的

创作，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出现了不少具有高

度思想性和艺术技巧也较完美的优秀作品”

“群众文艺创作的繁荣，不仅涌现了千万个优

秀工农兵作者，一支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队伍

正在逐渐形成，而且对文学艺术专业队伍也起

了鞭策和促进的作用”。[27]

文艺作品大量涌现的同时，人民群众的满

意度也成为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文艺要好好

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

“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艺术是要人

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11](pp.91-92)

将人民群众置于文艺工作中更重要的位置，创作

更多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这是检验文艺工作

是否真正服务人民的重要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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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 whil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mainly on the legal system; the people should be guided to change from not believing in the law and not 
abiding by it to believing in it and abiding by it; it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from making nationwide, long-lasting, and 
serious mistakes;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focuses on dictatorship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and on democracy during the period 
of constructi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two types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different natures is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law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struggle against class enemies is made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path of developing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conforms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r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governing state-to-state relations. These original theorie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legal theory, filled gaps in the 
governance theory of Marxist ruling partie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propos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basic strategy of rul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Hao Tie-chuan)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for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s Founding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in Practic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PC formulated a series of leading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which 
highlighted the path for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and fully proved that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the key to developi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Meanwhile, the Party’s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for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continued to innovate and develop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fine traditions of the new democratic period, adapting to the changing situation while upholding the people-orientedness, and 
forming Chinese Marxist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embodied the CPC’s correct leadership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and its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literature and ar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PC’s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promoted the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ause, and made a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 to th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Li Ye-ye, Cui Zao)
Countryside, Revolution, and ““Chinese Modernis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South (I)：：“Chinese modernisation” is the 
modernisa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Its sufferings, hardships as well as twists and turns in fact reflect all the cris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s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while its rise is also a model for the Global South--breaking through the blockade and repression in the unequal 
world pattern.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the wars, revolutions and world socialism in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20th century, 
industrialis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sation are the key to the contest. After the ideological fog of the “end of history” has dissipated, 
industrialisation-based modernisation and the sovereignty of independent nations are classic issues and concerns for the Global South. In this 
sense, “Chinese modernisatio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alone, but is a path of human development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of capitalist 
globalisation on a world scale: the people’s globalisation.(Lyu Xin-yu)
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Mind-Body Dualism：：The report to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oints out that “We must make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and develop the new from the old. We must integrate the essence of Marxism with 
the bes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ith the common values that our people intuitively apply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This requires 
u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s well as the question of the times to critically inherit, creatively transform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 the specific domains of the bes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bes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debate between mind and matter deserves attention. 
From a critical stand,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this tradition can help us get rid of the predicament of Western modernity, in which mind is 
enslaved to matter; from a 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it can help us establish the spiritual character of moralism, naturalism and non-materialism.
(Zhou Ling-li, Zhang Ying-hang)
Consciously Transforming the Objective World with New Ideas: Mao Ze-dong and the Study Movement in the Yan’’an Period：：Mao Ze-
dong was not only studious and proficient in writing, but also led his staff around him and the leading cadres working in Yan’an to study together 
and organise study groups. More importantly, Mao Ze-dong strongly advocated the translation of Marxist works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Yan’an and even throughout China; he actively advocated and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w Philosophy, and 
guided or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forms of academic activities; he called on the whole Party to carry out a study competition, turned the whole Party 
into a big school, and launched a party-wid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with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as the focus, in order to rectify the styl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yle of learning. It can be said that Mao Ze-dong was the central figure of the Marxist study movement and academic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Yan’an period. He advocated that studying Marxism should be linked to the specific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hairman 
Mao did not in any way belittle the theory, but first of all demanded to analyse and solve many major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a true mastery of Marxist theory and adept use of Marxist position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in order to strive for revolutionary 
victory.(Hu Wei-xiong)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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