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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武

近 20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研究视域的多元拓展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政治学的第一个系统性理论

文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

称“《讲话》”）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学发展的意义是巨

大而深远的。
一、理论内涵的深度犁耕

依《讲话》的性质看，它首先是一个革命文本、政治

文本，是毛泽东在洞悉20世纪40年代中共面临外侵、内乱

以及党内思想混乱的不利局势下，采取地适时的应对策略，

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巩固

工农政权的政策伸张和经验总结。其次，《讲话》还是一

个文化、美学、文学文本，是毛泽东意欲通过文学叙事建

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祈望的重要表征，是政

治文化向文学艺术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渗透。
刘纲纪的长文《〈讲话〉解读》认为，文艺必须为最广

大的人民服务的观点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由

《讲话》确定、完成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重大贡献，以《讲话》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

种“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美学。 〔1〕 冯宪光在现代化、审

美现代性的视域中考量《讲话》，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人民美

学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性思想，是中国特色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思想。只有在其指引下，才有可能

建设联系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文艺。 〔2〕 王杰指出，《讲

话》以一种中国模式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形式提出了中国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功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走向现代化，文艺领导权至关重要，

而它不是通过技术进步而是通过艺术家情感和内心世界的

改造和进步来实现。《讲话》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准确地

抓住了新文学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美学原则。 〔3〕

赖大仁则从“话语理论”出发，认为毛泽东等的“领袖话

语”和原典性的“译介话语”、理论界的“学术话语”共同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形态。 〔4〕 以上文章把

《讲话》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历史长河中，界定其

地位、意义，并结合中国文艺的具体实践进行思考，视野宏

阔又不失细致微观考察，展现了《讲话》的中国气派，极大

地推动了《讲话》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二、多元文化品格的阐发

1．文化现代性的诉求。黄曼君指出，毛泽东所领导的

事业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文艺

思想和领导的文艺实践，必然在总体上、基本原理、具体方

法、文艺思潮、创作潮流上，直接或间接反映和体现中国现

代化的历史主题，因而必然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具有适应国

情的独创的现代意识。具体体现为“文艺的实践性”、“文

艺的人民本位观”、“文艺的中国民族特性”三大方面。 〔5〕

李杨认为，毛泽东接受过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现代性的影

响，倾心于话语—哲学的力量，为了建构一个非西方的现代

性民族国家，他选择了通过叙事来完成的途径，表现就是，

《新民主主义论》展示了建立新中国的政治道路， 《讲话》
则指出了相应的文化道路，这是现代性基本逻辑———唯物辩

证法在文艺领域的具体体现。 〔6〕

2．传统文化的寻绎。姚文放认为，《讲话》的文艺思

想与中国古典美学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它体现的辩证唯

物主义反映论在中国古典美学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倾向中

有很深的根基，其显现的唯物辩证法与辉映着中国古典美学

辩证法的光彩，它提出的“革命功利主义”、“动机与效果

的统一论”与传统的“体用合一”、“知行合一”思想一脉

相通，也在更高的思想水平上高扬了传统的伦理主义，并对

每一个方面都有批判和扬弃。 〔7〕 陈望衡从“文以载道”与

文艺价值观、“诗言志”与文艺性质观、“比”“兴”
“赋”与文艺创作观三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古代

美学的紧密关联。 〔8〕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 研究视域得到了多方面

拓展，主要体现为：理论内涵的深度犁耕、多元文化品格的阐发、文学史宏观视野的吸纳、接受美学和文献传

播学方法的初步尝试等。在经典祛魅的“后革命”时代，《讲话》显现的文学问题依然远未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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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研究路径，前者以继发的中国现代性视域观照《讲

话》，点明了其作为现代化、政治主调的审美合奏的实质；

后者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讲话》的深层血脉对接，从而在

更广阔的中西、古今的维度中彰显了《讲话》意涵的丰赡。
三、文学史宏观视野的吸纳

陈思和从战时文化背景认识《讲话》和毛泽东思想的核

心，他认为《讲话》之所以成为一个时期的文艺指导方针，

关键在于战时文化心理的影响，《讲话》的核心是要把文学

艺术纳入军事斗争 （后转化为政治斗争） 的轨道，使之成为

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9〕 程光炜撰文，梳理了毛

泽东文艺思想的思想渊源和发展，他认为毛泽东个性气质中

的“求平等、好挑战”、战争经验中的“危机感、战争思

维”、政治智慧中的“成熟、技艺高超”等因素，使其把文

学政治化、政治文学化，并对1946到1976年间的当代文学产

生了无所不在的全面影响。 〔10〕 陈晓明从中国社会现代性

进程中考察《讲话》，他指出，中国现代性的独特之处表现

为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深重压迫而做出了不断激进

化的选择。帝国主义介入造成的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的

被迫和被动，共产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理想的转型方案。在革

命的紧迫形势下，以快刀斩乱麻方式进行的社会转型将文学

裹挟其中，承担了历史选择的使命，开始由资产阶级启蒙主

义文学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继而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文

学。这是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讲话》就是这个过程需要的

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标志性界碑。 〔11〕 另

外，像洪子诚对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一体化”的指称、
吴秀明对《讲话》指导下与政治高度同构的“体制化文学”
的命名、孟繁华关于政治文化对当代文艺学规约作用的描

述、袁盛勇把《讲话》本质概括为“党的文学”观的表述、
李遇春对20世纪40～70年代“红色文学秩序”的分析、王本

朝对《讲话》与文学体制关系的考察等均开拓了《讲话》研

究的新思路，凸显出《讲话》对文学的强大整合作用。
四、新研究方法的尝试

近20年，《讲话》研究突破了囿于启蒙／救亡、政治／艺
术、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思维的阈限，借助社

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交叉学科拓展《讲话》的阐释向

度，并尝试运用美学、心理学、管理学、政策学、文献学、
传播学、影响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介入，使得《讲话》研究

获得了新的学理势能和理论生长点。突出的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1．接受美学视角的开启

吴慧颖认为，毛泽东基于丰富广博的阅读经验对文学作

品进行的创造性解读，正是对接受理论的灵活运用。 〔12〕

侯敏把毛泽东的接受理论总结为两点：一是要求文艺工作者

熟悉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二是希望文艺工作者创造出人

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其理论动因是“在普及基础上

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 〔13〕 童庆炳指出，“读者意

识”是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人民为本位”
（是毛泽东美学思想的核心） 的大众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

是“经验”（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实践品格） 的总结。并断定

“接受”和“接受者”概念以及现当代接受美学的思想雏形

产生于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正是提出接受美学的第

一人”。 〔14〕 李萌萌的观点带有反思性，其文以西方接受美

学为参照系，分析了《讲话》以接受者为中心的绝对倾向容

易造成创作主体地位的颠覆和主体意识的淹没。 〔15〕 这说

明，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理论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主体批判

意识，而且在具体使用中结合实践完成了创造性转化。
2．版本学、传播学等方法的运用

目前关于《讲话》版本学、传播学研究尚处于初步阶

段。前者主要是通过《讲话》不同版本的比较、从原本到今

本的增删修改厘定《讲话》“恒定的”因素；后者从传播环

境、主体、受众、媒介等方面展现《讲话》精神的动态迁延

过程。无疑，二者共同为《讲话》的研究和接受提供了历史

和时代参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世纪是各种理论终结的时代，经典也在祛魅中得以展

现新的面影。如今，毛泽东的影像已逐渐模糊，成为褪色的

回忆，留存在“老照片”和“红镜头”的瞬间定格中，曾对

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讲话》，则更多的在一年

一度的“重温讲话”中得以继续阐发。在“后革命”时代，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在消费社会的现实中，《讲话》何为？

或许文学想象政治的尝试 （刘锋杰）、道德形而上学的重新

建构 （张光芒） 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而在思想史的意义

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也说明，《讲话》作为

特定时代的文化记忆，使命已结束，但其显现的文学“问

题”依然是一个远未终结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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