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认识 /延安文艺 0的价值及意义

赵学勇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 /延安文艺 0

是无论如何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这不仅是因

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 /延安文艺 0奠定了中国

文艺的 /新方向 0,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种 /新方

向 0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后, 却遭遇到空前的

质疑和尴尬, /延安文艺 0成为了一种逐渐被淡化、被

忘却的历史记忆。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研

究的价值和重大意义。

/延安文艺0不仅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占据重要

的地位,而且也具有世界性意义。如果我们以更加开

放的眼光,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 就会发现 /延安

文艺0更有其独特的价值。 20世纪 30年代, 在世界

范围发生了广泛的 /左翼0文艺运动,但各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的左翼文艺运动都遭到了挫折与失败,而中

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在进入延安之后, 却有了新的发

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延安文艺 0。可以说, 其

他国家的左翼文艺运动只有失败的经验, 只有中国的

左翼文艺运动有成功的经验,这种成功使得中国的左

翼文艺与其他国家的左翼文艺乃至整体上的 /文艺 0

不同。比如,我们可以追问, 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为

什么能够成功? 正因为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有着其

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经验,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我

们也会遇到或提出新的命题, 比如民族形式与 /大众

化 0的问题, 文艺为什么人以及如何 /为什么人0的问

题,比如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的政治标

准与艺术标准的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 在左翼文艺

运动失败的国家是无法提出或者来不及提出的,而在

中国, 不仅提出了这些命题, 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上做

出了自己的探索,在这样的探索中,折射着中国知识

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生命史, 现在看来, 尽管其中

也有许多可反思之处,但总体上它却是中国知识分子

对世界文艺的一大贡献。

以整体性的新文艺发展眼光来看, 延安文艺在

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上更是起着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重大作用。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由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践行过程, 延安文艺显然承续了

/五四 0及二、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不少传统,但也形

成了某些与之不同的要素。因此, 如何看待延安文艺

对此前左翼文艺传统的承袭, 又怎样认识延安文艺自

身的独异性传统的形成以及对于此后中国文艺的影

响,显得极为重要。透过历史可以看到, 30年代的左

翼文艺运动并不成熟, 可以说正是在进入延安之后,

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才逐渐成熟起来,开始将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并在与抗战现实的结合中, 在

与大众的结合中,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发展出了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0的艺术形式,创造了 /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0新文化。而建国后的 /十七年

文艺 0又直接继承了 /延安文艺 0传统, 如果将 /十七

年文艺0与 /延安文艺 0做一下比较, 又可以发现它们

也有所不同,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与限制。因此要总

结左翼文艺或当代文学的历史经验, /延安文艺 0无

疑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延安文艺 0的当代启示意义值得珍视。近代以

来,传统的中国文艺及其体制逐渐瓦解,五四新文化

运动之后, 以西方文艺为参照发展起了 /中国新文

艺0。但 /新文艺 0因为是 /横向的移植0, 缺乏本土资

源与基础, 一直未能解决如何突破知识分子的圈子而

为更广大的民众接受的问题。 /延安文艺 0是在现实

与民众的结合中走向了一条 /中国化 0的道路。如果

我们将延安时期开创的 /人民文艺 0与其他时期、其

他派别的文艺比较一下, 就可以发现, /人民文艺0既

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艺, 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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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种文艺思潮与创作,它是最切近中国经验而又最

适应中国民众的审美趣味的,完全是一种新的创造。

它是中国现代精英智慧与民间智慧的有机融合体。

因此, 当代中国文艺要有大的发展,也必须是在继承

古典文艺、外国文艺的基础上, 在与现实与民众的结

合中走一条 /中国化0的道路,在这方面, /延安文艺 0

的成功经验无疑值得汲取。

文化 (文艺 )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它的当代借鉴

和启示意义。延安文艺为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

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延安文艺的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实践过程,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

文化家园中难以割舍的优秀传统, 特别是在当今中国

的现代化历程中,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对于真正

认识 /中国历史 0、思考 /中国问题0, 有着相当重大的

意义。也正因此,延安文艺研究应该在新的历史文化

语境下日益凸现,并且成为一个全新的亟待高度关注

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延安文艺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关于延安文艺史料学研究的设想

王  荣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中国学术及其学

术规范化意识的自觉与强调,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受到

重视的延安文艺运动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及其研究

出版, 都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并且为本研究领域的

学术发展及成长带来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这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延安文艺运动文献史料的搜集整

理及研究,已经超越了最初的或基本的文献学及文学

史学的目的及范围,重视并强调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

建设及其科学性与应用性的现实性及当下性意义等,

充分显示出延安文艺研究领域的学术成长及其走向

成熟, 尤其是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意识的自觉发展

及其突破创新,并且对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都

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及其影响。从而也昭示出了延安

文艺研究及其新的拓展和发展趋向: 即文献史料学的

研究及其建设,将成为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未来成

长发展过程中,真正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根本性途

径及关键。重视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建设,已经成为

延安文艺研究中广泛的学术共识及迫切的学术探索

话题。

回顾新时期以来延安文艺史料学所取得的成绩,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批学者在经过积极地延安文艺

运动文献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研究之后, 先后组

织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延安文艺运动文

献资料及专题资料汇编、作家研究资料专辑和史料专

刊,以及在文艺史料通论及版本考辨等方面取得的重

要学术成就。这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组织并作为全国文学学科重点

规划项目之一, 于 1983年 4月出版的刘增杰等编撰

的三卷本 5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

文学运动资料6等延安文艺运动资料汇编外,随后也

涌现出了由湖南文艺、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十六卷

本 /延安文艺丛书 0, 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二卷本

5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 6, 以及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的钱丹辉主编的 5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 6等, 以及

艾克恩的5延安文艺运动纪盛 6、王培元的5延安鲁艺

风云录6、朱鸿召的5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6等系列

书籍、张鸿才的 5延安文艺目录 6等对延安文艺运动

及其文献史料整理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从而明显

地改变了以往的延安文艺研究过程中,由于文献史料

的缺少或有意无意的曲解史料等原因,给研究本身所

带来的诸如论著证明不足或文献史料错误等学术

/脆弱的软肋0等问题。

不过, 作为在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

位的延安文艺及其历史资源, 实际上又是以其文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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